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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热”彰显文化自信

记者：这些年来关心我国每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的人越来越多。去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和地方媒体长时间多次直播，一时间似乎出现
了一种“满城争说三星堆，不懂考古没文化”的氛围。
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高大伦：这是文化自信越来越强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
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考
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
治意义的工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
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曲解，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仅就今年的参评项目而言，首先，不但文物精美，
而且数量庞大。如三星堆祭祀区，当年只发掘两个坑，
出土文物就已经惊动天下。我们一直坚信还有坑并极力
寻找，但没想到会发掘出6 个装满精美文物的大坑。又
如，陕西阳陵陪葬坑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而西安江村
大墓又再现了阳陵的那一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参评项目学术含量高。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是
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
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是世界上首
次在高海拔地区考古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
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湖
北云梦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汉帝国
的文明一开始起点就很高。江西樟树战国墓、甘肃武威
吐谷浑王族墓群则表现出中华文明的复杂多样。

考古大国当之无愧

记者：大家知道，近代考古学 18 世纪末起源于西
方。当西方学者在埃及、两河流域、希腊、意大利、土
耳其等地大肆挖掘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轰动世界的发现
时，中国田野考古尚未起步。然而，经过几代考古人接
续奋斗，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
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
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考古大国。抚今追昔，放眼世
界，从近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来看，您认为中国考古
具有哪些特点？

高大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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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

际发来的贺信，令全国考古工作者备感振奋。
我们把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作为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之年。但真正由中国人独立主持
考古发掘，则是始于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当时之
所以选在殷墟，就是希望通过科学的考古工作发掘出以
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商文化，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从
公元前841年再往前追踪。殷墟发掘很快就达到目的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考古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探
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路径的重大使命，直到今天
始终坚持着这一理念。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考古机构
和考古学者们转移到大后方以后，仍然在极其艰苦的条
件下，在四川、重庆、甘肃等地继续进行资料整理和调
查发掘。除了少数几个重要考古发现外，中国绝大多数
重要考古发现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时，几大文
明古国的考古大多已走过了发现的黄金时期。国内外公
认，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迈入考古的黄金时代，但连续
不间断的大规模发掘则是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
如果说之前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那改革开放以来可
以说是中国考古的铂金时代。

从这30多年来评出的300多项考古新发现来看，我
们会发现：第一，重要考古发现涉及地域广阔，东起黑
龙江省、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今年就
有两自治区考古项目入选十大新发现），北起阴山两侧，
南到南海之滨。这些项目地域分布之广、地形之多样、
气候环境之复杂，是其他几大文明所不具备的；第二，
考古年代上至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下到清代，个别
延伸到民国时期，时间跨度很长；第三，考古发现种类
繁多，既有农业起源、动物驯化，又有陶器、玉器、铜
器、铁器作坊，还有城市、宫殿等诸多文明起源的实
证。在文明早期，既有往文明中心汇集，又有向文明四
周扩散的文化互动大量例证；既可见到走向大一统巅峰
汉唐时期的许多代表性遗址，也可见到各时期不同族群
的文化在中华广袤大地的剧烈激荡或徐徐融合。最近十
多年，宋元以后的许多发现 （如瓷窑、沉船、酒坊、官
衙） 也评上十大考古发现，这唤起了对晚期文化遗存的
关注，也丰富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在中华大地上，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明清将近1万年
的漫长岁月，考古人以手铲为工具，一铲一铲地将我们
祖先文化发展的壮丽画卷逐一揭示出来。在没有文字的
文明早期阶段，考古工作者让遗迹遗物说话，尽力从发
掘中找到更多的信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
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让历史更生动鲜活。有专家说，
那么多的发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仅靠考古资料就可
以写出一部既有宏大叙事也有细微观察的“中华大通
史”。环顾全球，恐怕难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吧。我认为，
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考古大国。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提
出殷切期望：“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
话语权。”您对此怎样理解？

高大伦：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务，已经有不少专
家学者发表过真知灼见。

我的理解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三者
是互相联系、不能割裂的。中国考古已经有百年历史，
教育、科研、管理自成体系，队伍庞大，田野发掘点遍
布广袤大地，遗址时代纵贯万年，出土文物标本数以亿
计，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成就早已被世界关注，应该
好好总结其成功的经验。

先说考古学的中国特色。
考古工作由国家主导、有长远规划是我们的一大特

色。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体现国家顶层设计、每

5年编制一次的文物考古规划已连续进行了快70年。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国家考古就是以基本建设

工程考古为主，这是我们的又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
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建设是国家的主要和重点工作。
所以，文物管理部门确立的文物工作方针在考古方面来
说是以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为主。为此，立即让
大学办考古培训班，各省很快成立文物工作队 （考古院
所前身），从湖南和四川两地拉开了大规模基建考古的序
幕。基建工程考古一直延续到今天。早期是公路、铁
路、大型工厂、农田基本建设，后来是大型水利工程、
城市改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基建考古发掘占了考
古发掘总面积的95%以上。由于建设是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以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从中央到省、地、县都陆
续成立了考古机构。又一特色是，考古发掘从来不以

“挖宝”为目的，几十年咬定大目标——中华文明的起源
和形成发展过程及特点的探寻。从早期的殷墟发掘，到
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乃至
正在进行中的“考古中国”都是围绕这一主旨。

次谈考古学的中国风格。
在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原则背景之下锻炼成长起来

的考古队伍，一开始就有浓烈的中国风格。这种风格可
以用高、快、全三字来概括。高，即田野考古水平高。
因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基建考古发掘，锻炼出了一批考古
调查发掘水平极高的队伍，能胜任各种复杂地形、丰富
文化堆积遗址的调查发掘；快，即发掘工作进度快。据
我所知，国家大型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工程都能保质
保量按期完成；全，因为是基建考古为主，很多考古机
构是遇到啥挖啥，有的考古队员昨天刚结束一个新石器
时代遗址发掘，今天又被派去发掘唐宋墓甚至清墓，角
色转换很快。此外，有些考古工作者还参与编制文物保
护规划，提出文物展示利用方案，堪称全能型选手。

再谈考古学的中国气派。在制度加持下，我们的考
古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重大发现从发掘、整理到展示
统一协调，整理成果早发表，博物馆快建成。马王堆出
土文献和云梦秦简的整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海昏
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都不超过5年。

中国气派体现在大型基建工程中的考古大联合、大
协作。如三峡库区考古工程、南水北调考古工程，这些
考古工程勘探发掘面积数百万平方米，涉及数省，调集
全国数十家考古机构集中会战，都能在限定时间内高效
完成，反映了考古队伍很高的业务水平和领导单位强大
的管理协调能力。又如，制定具有全国总结性、能带动
全局业务提升的指导性课题并努力实施。由国家制定集
中全国相关机构专家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文
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再如，
为申遗工程特别设计考古项目。为高句丽、大运河、丝
绸之路、良渚等遗址申遗而组织的考古工程，定向作
业，成效卓著，令国内外对中国考古刮目相看。再如，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起，中国考古出土文物不断漂洋过
海，走向世界。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主体的一系列大展特
展，如兵马俑展、三星堆展、青铜文明展、瓷器展、长
城展、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展、汉唐文明展，每到一地，
观者如潮。在国内，考古出土文物支撑起了大多数博物
馆的展厅。

中国气派还表现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迅速走
向世界。当前，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亚洲、欧洲、非洲、
拉丁美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大量联合考古项目。

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

记者：文明需要互鉴，文明研究也需要互鉴。从这个

角度来说，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
高大伦：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就

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首先，我们要对过去百年来的中国考古进行全面系

统深入的总结。百年考古，我们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大到强，从借鉴学习到自成体系，有许多需要
总结的地方。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接下来要做的，
是早日形成中国自己的考古理论方法、技术体系。过去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是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技术
体系直接搬过来套用。但已经壮大起来的中国考古学，
面对的可能主要是与其他古文明起源形成模式和发展路
径不同的遗存，发掘、观察、保护、整理、研究、利用
都可能需要新的理论方法指导和新的技术手段。在研究
方向上，要更大胆地将考古发现和丰富的历史文献相结
合；在具体结论上，要吸收多学科方法成果，更小心谨
慎地求证。

其实，以上方面，中国学者早就在努力探索。比如
考古学文化命名：年代框架、区系类型和“重瓣花朵”
模式的构建；从文化到时代的认知；从聚落-酋邦-方
国-王国到帝国；关于文明发生时间的提前、文明起源的
新因素、文明综合特征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都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和研讨。以上研究都引起了国际注
意。热切希望更有前瞻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早
日诞生在中国。

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行动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考古人要更多地走出去，也要把更多优秀的国际考
古专家请进来。走出去，主要是到周边国家考古，到几
大文明发祥地考古。考古是实证科学，亲自参加田野考
古得到的资料和获得的感受和没有参加的大不一样。发
掘国外古遗址也可以启发和促进我们的考古工作。请进
来的目的也是一样。文明需要互鉴，文明研究也需要互
鉴。走出去，会拓展考古学家视野；请进来，会让国外
同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工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时代考古人才应该有更坚
实的理论基础、更深厚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国
际视野，既能从中国看世界，也能从世界看中国。

回顾考古百年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考
古工作者经受了考验，严格遵循职业操守，兢兢业业为
事业奋斗，共同创造出中国考古事业的辉煌。事业的传
承尤其需要加强对青年人的考古伦理道德教育。几代学
者积攒起来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未来建成的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一定是风清气正
的中国考古学。

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
——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高大伦教授

本报记者 卫 庶

2021年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迎来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还被称为“考古大年”，这一年全国各地经
过审批的考古发掘有1700多项。2022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揭晓“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6项

“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些发现填补了研究空白，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文明风采，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

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就此，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三星堆研究和公共考古专家高大伦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提出：
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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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3月31日，工作人员在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考古发掘现场作业。 高 嵩摄/人民图片

图②：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出土的琉璃瓦当。
国家文物局供图

图③：湖北云梦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
土的扁壶。 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图④：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南陵外藏坑出
土的金器。 国家文物局供图

图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
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

国家文物局供图

①

② ③

④④
⑤

高大伦，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秦
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
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秦汉考古、博物
馆学。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编著20余部著
作。代表作有《夏史物证》《古玉器中所见远古
文明信息举例》《尹湾汉代木牍〈集薄〉户口研
究》《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
等。领导了2005—2006年赴越南考古发掘，组
织主持了 2003—2018 年三星堆遗址调查、发
掘、保护规划和2016—2018年四川彭山江口沉
银水下考古。近年来，主要致力于三星堆考
古、公众考古、博物馆策展和文化遗产活化利
用的研究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