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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3天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专业委员
会分组讨论、公共考古讲座、发掘现场实地观摩……
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得这次大会成为考古学大家庭的
一次节日盛会；而大会上的多个精彩瞬间，也为人们
描绘出一个立体、动人而又可爱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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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49家考究院所和高等院校，全国
75家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考古文
博机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700余名参会代表，在 3天的时间里完成了
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最盛大的学术交流
会议，专家学者精心谱写出的考古学新篇
章，也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竖起一座新的
里程碑。

郑州，新崛起的考古重镇
自上个世纪以来，郑州地区的考古大

发现接二连三，令人震撼。其中，有四项成
果入选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13
项成果获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
大发现时代之早、内容之新、文化之灿烂，
颠覆和更新了人们对于中华早期文明的原
有认知，书写了中国考古史的灿烂篇章
——鉴于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王巍盛赞郑州是“新崛起的考

古重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也提出，

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创期的许多重要工作都
是在河南完成的，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
仰韶村遗址拉开了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
大幕；20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的15次
考古发掘及研究，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
基础：“中原大地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丰富的养
料，而这次大会选择在郑州举办，也是对郑
州考古工作的最大认可。”

考古学，从这里走近民众
开放性，是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此

前，不少有意参加学术会议的年轻学者，常
因资历尚浅等原因被拒之门外，而这次，只
要向大会提交论文并获得通过，就能到场
聆听国内外顶尖考古学家的真知灼见甚至
现场发表自己的学术意见；同时，普通市民
也能享受到国内一流专家、学科带头人分

享的最新考古成果，他们通俗易懂的语言、
深入浅出的讲述、图文并茂的解读，大大拉
近了考古学与大众的距离。

《发现海昏国——西汉王侯的地下奢
华》向公众展示了海昏侯墓考古发掘背后
的故事，讲座中展示的金器之丰富让人惊
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
正耀带来的《“河南”何以为中国青铜文明
之母》讲座，与公众分享了河南的灿烂青铜
文明……历史爱好者王浩早早就打印出公
共讲座安排，并圈定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逐场去聆听，从河南博物院，到郑州师范学
院，再到郑州大学，他“腿都跑细了”，但“内
心也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
研究室副研究员仝涛幽默地表示：“连一个
小孩都知道分享玩具，我们考古人为什么
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分享资源？”郑州中华之
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顾问朱士光说，本次
大会对考古学创新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它不是关起门搞交流研讨，而是全开放式
的，这大大促进了考古学与相关学科以及
其关联性行业的协作。

中国考古，从郑州走向未来
“‘走向未来’主要体现在中国考古学

的时代性，其中包含着中国考古学的国际
化，也包括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的进一
步完善，学术领域的进一步开拓，研究手段
和方法的进一步丰富，还包含着更加接近
民众，为当代社会发展、为丰富民众文化生
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做出
积极的贡献。”对本次大会的主题，王巍有
着自己的深刻解读，而他认为，这次会议很
好地完成了其中的“任务”，使得考古学更
好地履行了社会职责，为全民文化素质的
提高、为软实力的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次大会将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一个
里程碑，是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实现腾飞
的新起点。

中央主流媒体聚焦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昨日上午，参加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的专家学者们来到大
河村遗址博物馆和东
赵遗址发掘现场观
摩。（如图）丰厚的仰
韶文化堆积层、绚丽
多姿的大河村彩陶，
以及东赵遗址三座城
址“叠罗汉”的考古
奇观，引起了与会专
家的极大兴趣。而
东赵遗址发掘现场，
现代化的考古移动
实验室、野外智能考
古工作站等考古设
施和专业化的作业
流程，使得这里成为
考古人赞叹不已的

“行业标杆”。
大河村遗址位于

郑州市东北部、连霍
高速与中州大道交叉
口东南角，是一处包
含仰韶文化、龙山文
化和夏、商时期文化
的大型古代聚落遗
址。作为郑州市丰富
文化遗产的典型代
表，大河村遗址自上
世纪发现以来就得到

了有效保护，早在1986年就建成
博物馆并对外开放。尤其是今
年初，经过近7年改造升级的大
河村遗址博物馆以更现代的
形 式 展 现 在 世 人 面
前。 在大河村遗址博
物馆，出土的最早天文
学实物资料、中国史前
彩陶艺术瑰宝彩陶双
连壶、展现卓越精湛的
建筑技巧的房基遗址
……这些大河村遗址
博物馆的独有特色让
专家们惊叹不已。

东赵遗址是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为开展“中原腹心
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
展”研究课题联合发掘项
目。近 4年考古的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
收获，发现了大、中、小三
座先秦时期城址，这三座
城址“叠罗汉”一样发现
于遗址中心，造就了考古
史上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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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 记者 左丽慧 秦华 李焱

赶场学者：奔跑吧，兄弟！
作为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的重点内容之一，13个专业委

员会在一天半的时间里进行了上百场分组讨论，这些同时进
行的分组讨论各有侧重、精彩纷呈，如何选择，使得与会学者
难以抉择。

其中，位置最为“偏远”的是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的分组
讨论，为了不错过专家们的精彩演讲，这几天，黄河迎宾馆经常
可以看到三五人士发足狂奔的景象。“用当下最为流行的一句
话来说，就是奔跑吧，兄弟！为了多听一个讲座，我们把最近没
有流的汗全流完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贾鑫说。

同样对大会各项讲座充满兴趣的还有中华之源与嵩山文
明研究会顾问朱士光先生，老先生一手拎着沉重的资料袋，一
边巡行在各个会场之间：“这次大会盛况空前，我希望能够多听
几场！”

考古也能“萌萌哒”
“考古一点也不古板，进得了书房，下得了厨房，出得了厅

堂！”昨日上午，中国首部科普动漫片《考古训练营》2.0版，在郑
州师范学院进行了精彩首映，动漫片制作方、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就考古如何适应互联网+、考古文创产品趣
味研发、怎样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考古等话题，与观众们进行了
一场精彩迭出的互动对话，重点阐述要让考古艺术化、趣味化、
生活化。

在普通大众印象中，考古是古板晦涩无趣的，比如煞费苦
心策划举办了一次考古展览，却很少有群众去参观，更别提考
古全国性的普及推广了。

在高大伦看来，这就是传统模式下的考古知识普及方式出
了问题。鉴于此，2013年秋，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倾力打
造，在成都正式对外开馆的全球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以时下
最为流行的VR技术为体验、囊括打破传统的理念，极具创意
的展陈主题，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展陈方式，一开馆就受到业
内外和海内外社会人士的极大关注。

整个馆内没有一件文物实物，主要靠古墓虚拟再现、考古
骑兵游戏、考古训练营动漫片等几个节目吸引观众。其中最具
创意，也最受参观者喜欢的当属我们自编自导的第一部考古科
普动漫片《考古训练营》。这部动漫片片长约 15分钟，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告诉人们考古是什么，考古怎么做，考古有何意义，
考古为何是科学等话题。此次在郑州首映的 2.0版，比初级的
长了 8 分钟，主题更鲜明，人物形象更丰满，考古的学术性突
出，逻辑性强。

“用动漫吸引人进来，用 VR 体验技术让人记住，这还不
够，还要让人带走些什么，用考古文创产品影响他今后的生
活。”高大伦认为这是公共考古必须要完善的链条。

门牙形状决定你来自哪里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期间，16场公共考古讲座可谓场场火

爆。21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院的著名古人
类学家高星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学术报告厅，为郑大的学生及
众多考古爱好者奉上一 场考古学“大餐”，介绍了关于“人类起
源”和“现代人起源”的种种主流观点和科学依据。想看自己是
不是“亚洲土著”，摸摸门牙就知道：门牙若不是铲形，那么你的
祖先很可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外来种群。

“‘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两种学说在不断的交锋
和碰撞中延伸出了一些其他观点，而且也不断有新的论据和发
现冲击着这两种学说。”高星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人
类演化模式应该是居于二者之间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式，
也就是，本土人类连续演化，古老型人群在体质形态特性和认
知行为两方面逐渐演变成现代人群，其间，与来自西方、北方、
南方的其他现代人群有过融合与基因交流，但本土人类一直居
于主体地位，外来人群起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作用，但没有发生
整体的替代。

“如果摸摸自己的门牙，发现不是铲形，那么很可能你的
祖先来自其他地区的外来种群。”高星现场开玩笑道。

考古也会“互联网+”
互联网的发展、即时通信技术的升级、也引起了首届中国

考古学大会与会代表的关注。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文化遗产系副教授沈一民

认为，相对于国外较为成熟的公共考古学而言，中国的公共考
古学有着自身特殊的任务：“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如何将考古研
究转换为社会文化知识是最为迫切的要求。”

换而言之，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推广公共考古学，是否能以
“互联网+”思维探索公共考古学是中国公共考古学最为迫切的
任务：“第一，将原有的公共考古学运行模式，如科普读物、工地
参观、模拟考古、博物馆教育等，与互联网对接。第二，以现在
的网络资源为依托，如网站、微博、微信公共号选装，进一步推
广与深化公共考古学的网络资源。第三，除公益推广外，允许
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运营模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古文博编辑室主任吴长青认为，如果把
真正的考古经历和故事以小说的笔法呈现出来，一定会比《盗
墓笔记》更精彩：“关键是要有合适的作者，找到合适的题目。
否则很容易贻笑大方。既要懂考古，又要有兴趣、文笔以及大
块的时间来做这件事。这样的人目前很难找到。”

吴长青更关注微信里的考古：2011年1月21日腾讯公司开
发应用微信以来，用户数量突飞猛进，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末，
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到 5.49亿。各品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总
数已超过 800万个，“显然，微信以其集文字、图片、语音、视频
等多个功能，并可以覆盖 90%以上的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
生活不可或缺的日常使用工具。”吴长青说，借微信平台宣传或
普及某个学科的知识及信息，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首先一定
要有原创的内容，语言要朴实生动，对于讲座、会议这些官方的
内容，一定要在文字上下功夫，把它用特殊的网络语言解读出
来。其次，除了基本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都要上。要花心
思，学习好的经验，要有好的立意，文笔要好，版式要美，形式要
活泼，不用每天发，但要保持好频率。”

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
的考古界大咖云集郑州，吸引了众多国家
级媒体的目光。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
视台等中央主流新闻媒体纷纷聚焦首届中
国考古学大会。

5月 22日，新华社播发图片新闻，介绍
了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奖（金镈
奖）”和“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颁奖仪式在
河南郑州举行，并介绍了获奖项目代表领
奖和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考古资产保护
金尊奖”获奖项目代表向与会代表介绍大

遗址保护项目等大会消息。
5月 23日，《光明日报》9版以《首届中

国考古学大会举行》为题，在头题位置刊
发了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我市召开的
消息，报道认为本次大会是“中国考古学
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
中外考古学合作交流的一次难得机会。”
并配发《学科融合成为考古学发展新趋
势》的评论，评论高度评价本届考古学大
会，指出：“与以往的考古界学术会议相
比，本次考古学大会采取了一种新的会议

方式：按照专业委员会进行分组交流讨
论，从而使得考古学会的专业指导作用显
得更为有效。”

昨日上午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
栏目，也对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进行了
报道。

节目特别强调了本次会议“开门办
会”，主持人介绍说：“这次大会一改过去学
术会议闭门开会的传统模式，而是全程向
公众敞开大门，16场公共讲座拉近了一向
神秘的考古学与公众的距离。会上还就海

昏侯等明星考古项目进行了解读。”
开放宽松的开会氛围，大大提升了公

众的参与积极性。节目中介绍“虽然大会
驻地在郊区，但很多学生一大早就赶来旁
听公共考古学讲座，因为座位有限，许多人
只能站着听完讲座，除了郑州本地的大学
生，很多学生不远千里从新疆、北京赶来，
这些热爱考古的学生们，终于见到了他们
崇拜的考古界大咖。”而这些学生也纷纷表
示这次参会“收获很多，对传统考古学有了
更多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