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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赵海涛：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

作队队长。2002 年开始正式参与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2019 年成为二里

头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主持或参与二里头遗址多项重要发现，两次入选当年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在《考古》等

学术期刊发表 30 余篇学术论文或简报。

新华社北京 3月 27日电 3 月 27 日上午，由中国作

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中国现代文学馆承

办的金庸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

金庸先生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和社会活

动家。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开风气之先，融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形式新想象，为全世界的华

文读者筑造了一座繁茂的精神家园。

与会专家认为，今天我们纪念金庸先生，要看到文学

中蕴藏的巨大能量，看到作家如何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书写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承担起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中开辟文学的

广阔天地。

金庸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3 月 26 日，由商务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投资

中国”首场标志性活动及配套北京专场活动在国家会议

中心举办。商务部、北京市政府等有关负责人，外资企

业、在华商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投资中国新机遇。

围绕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商务部副部长兼国

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在会上表示，将以更高水平的开

放扩增量，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增加鼓励类外资

产业目录，用“一减一增”让更多外资愿意来也进得来。

将以更优质的服务稳存量，办好每月外资企业圆桌会议，

落实好外资国民待遇，清理内外资企业待遇不一致及隐

性壁垒问题，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让外资既准入又准

营。将以更精准的政策提质量，加大研发中心、先进制

造、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引资政策支持力度。

“如今，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线上有 200 多个项目，预

计未来 5 年在中国推出约 100 种新药。”阿斯利康全球首

席执行官苏博科在会上表示，在利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

和可再生能源来塑造医疗保健产业的未来方面，中国已

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相信，在中国诞生的创新可以帮助

全球数百万患者，中国在推动全球生物制药行业创新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经在基础建设、科技创新、电子商务、可持续

发展等诸多领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拥有广

阔且具有韧性的消费市场。”路易达孚集团北亚区首席执

行官陈嘉渊表示，借着中国稳外资稳外贸、扩大开放政策

的东风，路易达孚在中国不断扩大产能，“未来，我们将继

续寻求与中国本地伙伴深化合作，共同构建安全、可靠、

可持续的农业供应链。”

北京专场活动以“北京新开放 全球新机遇”为主

题，面向世界展示北京发展新优势和新机遇。活动中，北

京市发布“全球服务伙伴计划”。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

东表示，发布此项计划，旨在集聚和培育符合首都功能定

位的各类服务业企业与服务机构，在科技服务、文旅服

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九大服务业重点领域招募全球

伙伴。为此，北京市将在政企高层对话、顾问咨询、政策

匹配、诉求对接等方面为服务伙伴提供 8 项集成服务。

北京专场活动还为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沃尔沃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瓦里安医疗设备（中

国）有限公司等 9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授牌。“去年，《支

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

案》获国务院批复同意，迭代推出 170 余项先行先试措

施，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北京市副市长司马红表示，

“希望企业把握北京高水平开放机遇，用好超大规模消费

市场优势，加快在京布局，把更多新产品、新服务和世界

知名品牌引入北京。”

近年来，以“两区”建设为契机，北京主动对接国际高

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成功吸引和推动了

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落地。“下一步，北京将主动对标

世界银行新的营商环境评估系统，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擦亮‘北京服务’品牌。”

司马红表示。

打造“投资中国”品牌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罗珊珊 王 洲

本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刘诗瑶）记者从自然资

源部 3 月 27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是极

地考察 40 周年，自然资源部将开展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一

重要时间节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主任沈君介绍了相关情况。

一是将在 4 月，中国第四十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完成

南极考察任务返回时，安排“雪龙 2”号船停靠香港，举办

“雪龙 2”号船开放日、科研交流、科普讲座等系列爱国主

义宣传教育和科普交流活动；安排“雪龙”号船停靠青岛，

举办中国第四十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返航活动并向公众开

放参观“雪龙”号船。

二是 6 月下旬开始，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中国

极地考察 40 周年成就展，生动再现我国极地考察走过的

光辉历程，展示极地考察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

三是将在 11 月召开表彰会，回顾极地考察 40 年来的

发展，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对先进集体和

个人代表进行表彰。同月还将举办极地考察国际研讨会。

四是开展公众宣教活动。包括组织出版极地科学

研究成果专著、科普丛书，举办网上极地知识大讲堂，

极地知识进校园、进西部活动；组织极地考察书画、摄

影展等。

五是开展对外宣传活动。制作介绍我国极地考察

纪录片。7 月北极黄河站建站 20 周年时，在黄河站举办

招待会、研讨会等相关活动，中国第四十一次南极考察

期间将在长城站、中山站举行招待会、研讨会等相关活

动，“雪龙”号、“雪龙 2”号船停靠外港时举行公众开放

日活动。

中国极地考察 40周年成就展
将于 6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 65 年前，这里

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村落。随着中华文

明的一角被揭开，这里承载起人们对古老“夏

都”溯源与追寻的希望。

清晨 5 点，位于二里头村村角的考古工

作站内，赵海涛已经醒来。最近，这位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常常

在朋友圈“打卡”发一张窗外的照片，“这种方

式，也是一种对工作的提醒和激励”。

赵海涛接过上一代考古人的手铲、刮刀，

20 多年来坚守田野考古，默默研究脚下的中

华早期文明。

一年中有近 300 天是在
二里头度过

从洛阳市区东行，经过成片的麦田，在

伊、洛两河之间，记者来到了二里头遗址。遗

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历史上曾汇聚二里头、偃

师商城等多个大型都邑，成为夏商周断代工

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研究区域。

然而，要找到二里头考古工作站，却并非

易事。300 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被偃师

区翟镇镇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北许等村

围绕。经村民指引，记者才在二里头村的一

角，找到了赵海涛所在的考古工作站。

赵海涛带记者进入这个“一门三道”式的

仿古小院。院内堆放着一筐筐的碎陶片，竹

筐内放有标注时间、位置、记录人的登记卡。

“这是新洗刷的陶片，晾晒后会再拼合、修复，

最后存入库房。”赵海涛说，这样的工作，他已

经做了 20 多年。

1995 年，赵海涛考入山东大学，学习考

古学。在考古学通论课上，赵海涛知道了著

名古史学家徐旭生。“1959 年，徐先生在豫西

踏 查‘ 夏 墟 ’，发 现 了 二 里 头 。 自 此 ，沉 睡

3800 年的中华文明一角被揭开。”赵海涛说，

“徐先生当年已是 70 多岁高龄，还深入田野

一线，这种精神给我很大触动。”

在徐旭生的感召下，赵海涛对二里头也

心生向往。1997 年，一次外出实习途中，他

路过并参观了二里头遗址，和这里产生了第

一次交集。

1999 年，赵海涛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者王巍、杜金鹏。读

研期间，为了给硕士毕业论文搜集实地资料，

他再次来到二里头。2002 年毕业时，收到二

里头工作队工作人员的邀请，赵海涛收拾行

李，从北京来到了二里头村。

“包括我在内，工作队当时只有两名研

究 人 员 ，其 余 是 实 习 生 和 工 人 。”赵 海 涛 介

绍，进入工作队后，自己迅速投入忙碌的考

古发掘中。到 2004 年，赵海涛已经能够独

当一面，负责了二里头遗址考古田野工作中

的大部分内容。2019 年，二里头遗址考古发

掘 60 周年之际，赵海涛成为二里头工作队

第四任队长。

参加工作后，赵海涛基本以工作站和遗

址 发 掘 现 场 为 主 要 活 动 区 域 ，一 年 中 有 近

300 天是在二里头度过，和附近的许多村民

也成了老朋友。今年 1 月 5 日，偃师区政府授

予赵海涛“荣誉市民”称号，二里头成了他的

第二故乡。

接续努力，收获多项考古
新发现

在一代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下，湮没于

黄 土 深 处 的 中 华 早 期 文 明 ，正 逐 渐 变 得 清

晰。2023 年 12 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最

新成果。项目研究认为，从距今 3800 年开

始，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二里头遗址中

心区新发现了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赵海涛解释，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

多条主干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将二里头

都城分为多个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

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表明当时有成熟发达

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

要标志。

“原来认为这里只有 9 个方格的‘井字’

形样态，经过推理和验证，发现‘井字’形道路

延伸到更大的范围，遗址内可能存在至少 15
个方格。”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

布局”入选了 2022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发现建立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之上。当

年一进入二里头工作队，赵海涛便在前任队

长的带领下四处寻道路、找城墙。“不同于石

质建筑的石峁遗址，二里头的宫殿、城墙、道

路都是土质的。”赵海涛说，“我就是从‘识土’

做起，带着探工、扛着洛阳铲四处探察。”终

于，在宫殿区外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纵横交

错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网，随后又在“井字”

形大道内侧，找到了四面宫城城墙。

赵海涛说，宫城内有中轴线布局，虽然规

模不大，但其形制被后世多个朝代继承。随

着宫城、道路、作坊区等一系列考古遗存的出

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入选 2004 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其中，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令赵

海涛至今记忆犹新。

2002 年春，工作队在宫殿区发掘出一件

绿松石随葬品，并采用套箱提取的方式，于

当年夏天运回了北京。刚进工作队的赵海

涛，错过了前期发掘，但在后续清理和资料

整 理 过 程 中 ，被 这 件 文 物 的 精 美 做 工 所

折服。

2004 年 ，这 件 绿 松 石 遗 存 在 室 内 完 成

精细发掘，一条长约 70 厘米、嵌有 2000 多片

绿松石的“碧龙”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绿松

石嵌片，有些特意做成了菱形，使龙鳞细节更

加丰富、形象更为生动。”赵海涛说，“即使我

们用现代工具去复制它，都存在一些困难，可

见当时设计水平和制作工艺的高超。”

沉得下心，夯实基础，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

眼下，天气回暖，考古工作也从冬天的室

内转入田野。但作为队长，赵海涛要做的却

不仅是跑现场。

“参与筹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村

民协调考古发掘所占农田的赔偿等，这些事

情都做过。”赵海涛说，“不过，最基础的工作

还是在田野，这是考古学研究的支撑。”

“当年徐旭生先生潜心研究文献之后，从

北京出发，在踏查登封、禹州、巩义等多地后，

才在偃师发现了二里头。”赵海涛说，“任何新

发现都不是凭空偶得。”

经过 65 年的田野发掘，二里头现已发现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多网格式布局、方

正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宫殿建筑群、最早

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

……最终，这里形成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在赵海涛看来，一系列成果的取得，都是

数代考古人躬耕田野、团结协作的结果，不断

拓展着二里头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近年来，赵海涛会抽空参加一些线上交

流，回答考古专业人士和历史爱好者提出的

各种问题。“考古学家讲求实际，有一分材料

说一分话。当前的发掘和研究，还存在一些

空白点。”赵海涛举例，二里头遗址迄今未发

现外郭城墙，有学者坚持“无邑不城”的观点，

认为没有城墙的都城是不存在的；也有学者

认为，二里头是“大都无城”的肇始，早期的大

都邑外围都不设防。此外，各网格有什么区

别和联系？是否有大型给排水系统？……诸

多谜团有待进一步研究。

“300 万平方米的遗址，目前发掘面积约

为 6 万平方米。沉睡 3800 年的二里头，倘若

全部发掘完毕，按此进度，要有足够的耐心。”

赵海涛提醒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要沉得下心，

夯实基础，把田野现象挖清楚，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

“20 年对一个人来说不短，但在二里头

面前，我和我的前辈们一样，都还很年轻。”赵

海涛说。

上图：赵海涛（右二）在拍摄发掘现场。

马方青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

坚守田野，溯源中华文明
本报记者 张文豪

二里头遗址发掘历经了六十五载春秋、

四任工作队队长，经过一代代的考古实证，

中华早期文明正逐渐变得清晰可见。

采访中，赵海涛多次说到“前赴后继”

“代代接力”“团结协作”；他的同事，通过前

辈留下的考古笔记，推理找到了新的主干道

路；近年来多网格式布局的发现，也是对前

期考古成果的拓展……60 多年来，一个个前

期发掘和研究成果，给今天的考古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让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们站到

了前辈坚实的肩膀上。

在二里头考古工作站，还有新生力量

正在加速汇聚：他们有的是刚进队的大学

毕业生，有的是仍在求学的实习生。午饭

时间，大家围坐一起，捧着搪瓷碗吃饭，乐

在其中。这些年轻人，会在未来成长为考

古领域的生力军，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

因不懈努力。

一场文明溯源的考古接力

日前，位于江苏省仪

征市的龙潭长江大桥项目

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

们有序开展主桥钢梁吊装

施工。龙潭长江大桥北接

扬州仪征市，南接南京市、

镇江句容市，预计将在 2024
年年底建成。

图为 3 月 26 日拍摄的

龙潭长江大桥。

孟德龙摄（新华社发）

吊
装
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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