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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
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
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100 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
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
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
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

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
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贺信全文另发）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
念大会 17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921年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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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
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
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
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

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
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年10月17日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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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
古学诞生 100 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
市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令考古工作者心
潮澎湃。

100 年前，也是在这样的深秋，位于三
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迎来科学发掘的
第一铲。优美古朴、图案绚丽的彩陶破土而
出，将一段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灿烂史前
文明画卷逐渐铺陈在世人面前，中国现代考
古学也由此发轫。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青灯黄
卷，不同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和
发掘。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到良渚文化、
龙山文化，从巩义双槐树、偃师二里头到安
阳殷墟、广汉三星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
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文明
细节不断被丰富。

科学的考古发掘，深刻改变了国人对祖
先和历史的认知，也向世界系统、完整地揭
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走过
百年历程，今天考古愈发吸引社会各界尤其
是年轻人的目光，每有重大发现，即成网络
热点，不断激发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溯洄：找寻失落的文明印迹

坐落在黄河南岸一块黄土台地上的仰韶
村，三面环水，抬头可见葱茏的韶山。80岁
的村民王二保家的小院里，还保留着一口老
窑洞。100 年前，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
部地质调查所研究员、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考察时就借住在这里，王二保的父亲是安特
生的助手之一。

1921年10月，秋风微凉。在中国政府的
许可下，安特生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来到仰
韶村，进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共开挖
17处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
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在此之前，安特生已经来过仰韶村。
“1921年4月，安特生在村南冲沟的断崖剖面
上，发现了石器和彩陶片共存的地层”，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他
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平平无奇的豫西村落之

下，很可能存在着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
文化遗存。”

半年后的发掘，使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
型被发现并以“仰韶”命名。“仰韶文化”不

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
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
的认知空白。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
考古学的发端。

一块块红褐色陶片上，变幻莫测的纹饰
令安特生着迷，但他错误地判断，以彩陶为
代表的仰韶文化可能并非本土起源，而是从
中亚地区传入。

彼时，新文化运动风起，在提倡民主科
学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史学界掀起以
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外国学者普
遍认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博得不少本
土学者附和。

中国文化究竟从何而来？“‘中国文化西
来说’深深刺痛了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也
更激发出他们通过考古资料重建古史的热
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中国上古有
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中国文化的源头
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国人热切期
盼解决的问题。”

肩负寻根问祖、证经补史的使命，中国第
一代考古人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分赴多地，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先后发
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
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等重要遗存。

“百年考古，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
器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
标尺，理清了发展谱系，证明从古至今中国
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夏商
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李伯谦说，“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
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
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
基本框架。”

如今，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依托愈来愈丰富的考古材料，
远古先民的社会生活图景被不断还原。

求索：不断延伸的历史轴线

“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将中国史前社会发
展史从文献记载的夏商时期，向前推了至少
2000年，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承
上启下的重要支点。”陈星灿说。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面
貌逐渐清晰。作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
学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
长达两千余年。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在黄
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方施加文
化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
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
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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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文化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王逸
涛、郭明芝）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消息，在顺利进驻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后，北京时间 2021 年 10 月 17 日 9 时 50
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成功开启
货物舱舱门，并顺利进入天舟三号货
运飞船；接下来，航天员乘组还将开启
天 舟 二 号 货 运 飞 船 货 物 舱 舱 门 。 后
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货物转
运等相关工作。

本报酒泉10月 16日电 （记者余建
斌、吴月辉、刘诗瑶） 据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入
轨后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
2021 年 10 月 16 日 6 时 56 分，采用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
径向端口，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天
舟三号货运飞船一起构成四舱（船）组合
体，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6.5小时。

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
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
天员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按程序
完成各项工作后，翟志刚开启天和核心
舱舱门，北京时间 2021 年 10 月 16 日 9
时 58 分，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中国空间站
也迎来了第二个飞行乘组和首位女航天
员。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相
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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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
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
的重要优势。10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
人大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
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
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
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
制度。

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
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
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
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

衰的历史周期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全
局出发，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
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强调必须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
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深化对民
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
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
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
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
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的社会主义民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
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

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
全过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
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完善人大的民主
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
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把各方面社
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中。

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
大工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生
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人类政治文明进
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 张一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