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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
一代代中国考古人风餐露宿、青灯黄卷，让无数遗址重见天日，让历史迷雾
得以拨开。

2021 年引发全民广泛关注的三星堆遗址，背后是几代考古人的接续努
力。1986年，三星堆遗址 1、2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吸引世界关注，“一
醒惊天下”，但当时的发掘条件非常简陋，“为了尽量减少风吹日晒对文物的
影响，考古队员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作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
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60余
年来，凝聚的是几代考古人的汗水……

“来时，无惧路上风雨，年少梦痴狂。归时，几度秋凉，鬓角如霜。生生不
息，华夏之光。你用烛火，照亮四方……”一支致敬中国考古人的MV，正是一
代代考古人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的写照，拨动了多少考古人的心弦。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考古队伍中。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
掘现场，穿着蓝色制服的年轻考古工作人员在探方里清理地层；参与三星堆

新发现 6 个“祭祀坑”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有 200 多位，超过 1/2 是“90 后”……
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热爱这门专业即将踏进考古之门。北京林业

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大四学生王娜，正在为转考文博专业的研究生而努
力。“每次在博物馆或者在遗址公园参观时，我都很想弄清楚每一件文物、每
一处古迹的来龙去脉，觉得虽然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是通过研究这些实
物，还可以和千百万年前的人对话，靠近他们的时代脉搏，探寻那时的生
产、生活方式，然后一步步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个过程非常有吸引
力。”王娜说，希望把考古作为一件有使命感的事，参与传承保护好人类的文
明成果。

正如王巍在“考古百年”大型浮雕墙上的后记中所写：“我们要坚持老一
辈考古学家所开创的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精
神；不辞辛苦、甘于奉献的情怀；百折不挠、迎难而上的意志；团结一心、攻坚克
难、不断进取，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世界考古学
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中国考古学的独特贡献。”

中国考古人从仰韶出发，百年来栉风沐
雨、筚路蓝缕。

今年正值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将百年考古划分为起步期、初步发展期、
停滞期和恢复期、快速发展期、蓬勃发展期、
黄金发展期6个阶段。他认为，关于旧石器时代
考古的研究探讨了“我从哪里来”；关于新石器
时代考古的研究，从史前时期文化面貌的揭示
到其文化来源的追溯，证明了中华史前文化系
本土起源。

“安特生向西追溯彩陶文化的来源，提出中
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家通过发掘西
阴村、城子崖、殷墟等遗址，认识到存在彩陶
文化、黑陶文化、灰陶文化等3种文化遗存。考
古学家梁思永通过后岗三叠层的发现，解决了
这 3 种文化的相对年代。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
力，距今 9000到 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
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
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王巍说。

1928 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拉开了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序幕。王巍认为，历史时
期的考古关注两大学术研究课题——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
北京周口店遗址、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辽宁

朝阳牛河梁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
余杭良渚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偃
师二里头遗址、河南安阳殷墟 （含洹北商城、
后冈遗址）、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湖北随州曾
侯墓群、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甘肃敦煌莫高
窟、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广东“南海 I 号”沉
船、北京明定陵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从考
古学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角度梳理了百年考古，
这些项目反映了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
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
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
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
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

走过百年，中国考古学以坚实的考古实物
资料揭示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年文明史延续传承的文化谱系，延伸了历
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实证了中华文明起
源和发展的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
的贡献。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不是发掘面积有多么
宏大、发掘的场面如何壮观，也不是出土的文
物如何丰富美轮美奂，而是要通过考古的方
法、缜密的理论，全面系统揭示中国古代社会
的面貌和历史演进规律，并对当今社会的发展
提供中国案例和中国智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宋新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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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位于河南渑池县城北 6公里的仰韶镇仰韶村的仰韶
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

仰韶村遗址是仰韶文化发现地、命名地，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
也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 址 公 园 于 2017 年 12 月 国 家 文 物 局 批 准 立 项 ， 规 划 总 面 积
189.89 公顷 （约 2800 亩）。该遗址公园突出展示仰韶村文化遗址考古
成果的纪念性、遗址展示的真实性和遗址环境的完整性，将仰韶文
化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化层断面、考古展示区等串点连线，形
成“一中心 （游客服务中心）、两环 （仰韶环壕、龙山环壕）、三广
场 （韶源广场、韶乐广场、韶华广场）、四点 （先后四次发掘纪念
点）、五园 （考古展示园、考古体验园、聚落模拟园、仰韶陶醉园、
韶脉水乐园） ”的展示结构。

（晓 文）

1921年之前，仰韶只是河南渑池韶山之阳一个不知
名的村落，远在热切期待用现代考古学重建中国史前史
的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之外。1921年是关键的转折点。

1921年 4月，颇具传奇色彩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
生在仰韶村村南约 1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些被流水
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
来他在《黄土的儿女》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经过，写道

“夜里躺在床上还思考着仰韶村这个谜……”于是下
决心要在这处遗址进行一次科学发掘。

同年 10 月，经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批
准，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安特生和刚刚从美国留
学归来的年轻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一起来到仰韶村
开展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发现了
以磨制石器与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将之命名为

“仰韶文化”。其中，袁复礼测量绘制的“仰韶村遗址
地形图”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
品，科学的发掘方法为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技术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
灿表示，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
个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科学认识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它的出现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
论。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
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2021 年 10 月 17 日，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
现场，发掘现场负责人正在向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
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纪念大会与会代表幽默地描述
仰韶村先民的生活图景：“身披丝绸、脚踩‘混凝
土’地坪……”

从1921年首次发掘至今，考古学者对仰韶村遗址
共进行 4 次考古发掘。2020 年 8 月至今正在进行的第
四次考古发掘，通过全面科学勘探和精细考古发掘，
让世人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化。

回望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陈星灿认为
“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探本求源、揭示中华
文明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的百年历程”。

在 中 国 史 前 时 代 ，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
标志。尤其是仰韶文化
中 期 的 庙 底 沟 文 化 彩
陶，达到了史前彩陶艺
术发展的高峰。

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彩
陶强调颜色和纹饰的对
比，采用二方连续形式构
图，注重图案的对称和均
衡，具有敏锐的审美感觉
和很强的装饰性，最具特
点的是花瓣纹和旋纹，对
周围文化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其传播地域之广阔，
影响之深远，掀起了“中
国史前时代的第一次艺术
浪潮”。

右上图为庙底沟仰
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叶
片纹彩陶盆。

右中图为庙底沟仰
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四
瓣式花瓣纹彩陶罐。

右下图为庙底沟仰韶
文化博物馆展出的旋纹彩
陶盆。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
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周
围，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
遗址。

殷墟王陵遗址与殷
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
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了
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
殷墟遗址。该遗址于 20
世纪初因盗掘甲骨而被
发现，1928 年正式开始
考古发掘。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
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
的都城遗址。2006 年，
殷墟被列入 《世界遗产
名录》。

图为在河南殷墟博
物馆展出的卜甲。

新华社记者李 安摄

庙底沟文化彩陶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

“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12月1日结束，历时36天。使用的工具手铲、
毛刷、铁镐、铁钩、皮尺、卷尺等，是由中美中亚考察团从美国带来的……这套发
掘工具在当时来说，乃是考古发掘中最先进的工具。”考古学家巩启明在《仰
韶文化》一书中记录了1921年安特生主持发掘仰韶村遗址所用的工具。

100年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技术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
日益显著。考古发掘综合运用考古地层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
古、地质考古、冶金考古等，让考古发现呈现了更多的科学性。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四川广汉三星堆
遗址考古发掘中运用到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成为关注热点；入选2020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
和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工作采用了地层沉积物代用指标和石笋古环境代用
指标并用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
作，为国内首次……

值得一提的是，从古DNA角度开展的人类学研究，是新兴的国际前沿和

交叉学科。今年10月18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付巧妹出现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她以《古基因组绘制中国人群遗传
演化图谱》为题作主题报告。在她看来，直接研究过去的人群，为人类学相关问
题的破解带来更多可能。同一天下午，在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
中，在古 DNA 研究这个专题下，包括付巧妹在内的 3位学者进行了相关分享。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传超教授在线上分享了古基因组学视角下的人群
迁徙和语言传播，认为古DNA研究为人类的起源、演化和迁徙历史提供了非常
有价值的参考，也为农业起源和传播、语言扩散等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余西云教授表示，技术大规模进入考古学研究是最近
20年的突出特征。“X荧光技术、同位素技术、DNA研究等，让考古学走向微
观研究，测绘技术、大数据等，让考古学走向宏观研究。其中DNA研究尤其
值得期待，但通过DNA揭示人类生物谱系的研究并不会完全替代通过遗存揭
示文化谱系的研究，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共同深化完善对
人类历史的理解。”

仰韶村遗址从首次发掘至今，考古学者对其共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2020年
8月至今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考古发掘，实现了多学科的结合，深化了对仰韶文化
的认知。

图为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工作人员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作业。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摄

工作人员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作业。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摄

始于仰韶始于仰韶

百年征程

科技助力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考古考古百年路百年路
实证实证50500000年文明史年文明史

重建中重建中国史前史国史前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晓霞赵晓霞

在河南三门峡市仰韶文化博物馆旁的在河南三门峡市仰韶文化博物馆旁的““考古百年考古百年””大型浮雕墙前大型浮雕墙前，，沿着标注的沿着标注的
时间轴前行时间轴前行，，从从19211921年年““起步起步”，”，走过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走过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北京周口店遗址北京周口店遗址、、山山
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搜寻贾兰坡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搜寻贾兰坡、、袁复礼袁复礼、、郭宝钧郭宝钧、、梁思永梁思永、、李济李济、、夏鼐等在中夏鼐等在中
国百年考古史上熠熠生辉的前辈学者国百年考古史上熠熠生辉的前辈学者，，历史的脚步在此回响历史的脚步在此回响。。

正如浮雕墙上的前言所述正如浮雕墙上的前言所述：“：“以以 19211921 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为开端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为开端，，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几代考古学者在中华大地上孜孜以求几代考古学者在中华大地上孜孜以求、、薪火相薪火相
传传，，建立起中国考古学体系建立起中国考古学体系。”。”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