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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考古学
诞生 100周年。在这个特
殊年份，一场正在进行
的考古发掘，令国人为
之沸腾。时隔 30 多年又

“上新”，三星堆再次点
燃了公众的热情，中国
人对传统文化与中华文
明的兴趣和热情进一步
迸发。

认识国家和民族的
根 脉 离 不 开 考 古 学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曾 强 调 ，
要 高 度 重 视 考 古 工 作 ，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 、 中 国 气 派 的 考 古
学 ， 更 好 认 识 源 远 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提供坚强支撑。

那么，考古工作为
什么这么重要？考古的
魅力究竟在哪儿？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考古
发掘新发现引爆公众热情值得珍视。一场考古盛宴
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兴趣和热情进一
步迸发。

三星堆并不是第一个横空“出圈”的。多年来，从海
昏侯墓发掘到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热，从湖南
留守女孩高分选择填报考古系到河南春晚节目《唐宫
夜宴》被赞，文博界面向大众的新姿态令人欣喜。

当文博走向大众，大众走近文博，让文物走下神
坛并“活起来”越来越频繁地被关注和讨论。近几
年，国家政策鼓励文博与文创产业发展，各大博物馆
也在开展各类探索，这让更多的年轻人对考古学产生
了兴趣。最“出圈”的代表就是故宫博物院。参观博
物馆，成为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各种博物馆如雨后春
笋一般建立起来，以至于有网友戏言：“文物都显得
不太够用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能很好理解这
次三星堆考古带来的热潮。

从广泛意义上讲，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文化遗产，
从栽培作物、衣食习惯，到人际关系、话语系统，都
离不开文化遗产的滋养。所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是让文化遗产更好地支撑我们的生活，并以保护文化
遗产为前提，形成全民性意识，使物质与精神共荣、
历史与现代和解。

文化遗产保护，重要的是参与——参与的人越多，
关心的人越多，大家都关心，这事儿就好办了。贺云翱
的一席话很有建设性：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让考
古成果第一时间呈现给公众，在考古现场增加考古发
掘内容的展示，将严谨扎实的学术与通俗易懂的方式
结合，使公众更加直接简明地对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
业增进了解，才能共同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从良渚文化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到三星堆遗址
考古新发现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轴线得以延
伸，历史内涵更加丰富，历史场景得到活化，历史长
河为民族的生生不息、长盛不衰提供了文化滋养，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国现
代考古学之父”李济曾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
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
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我们期待更多优秀
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
的传播者。

大家都关心，
事儿就好办了

王慧峰

勿忘来时路
本报记者 王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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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华文明的
过程中，需要提出自己的问题意识，需
要建构自己的内在逻辑，需要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与理论。中国考古学要为中
国的现代化提供学术支持，服务于社会
主义建设和人民福祉，这是中国考古学
的目标之一。

■ 文化遗产事业是个创新性事
业，对文化遗产的每一次发现与阐释，
都是其当代价值的呈现，正如历史总是
常读常新。所以，禁宫里的文物、大地
上的遗产和古籍里的文字，都可以不断
地被当代人阅读和阐释。

■ 通过中国考古学及其研究成果，
世界得以观察一个文明的成长轨迹，理
解一个文明的内涵特质，思考人类的普
世问题。可以说，缺乏中国特色的中国考
古学，也必然丧失其全球化意义。

考古的“新样子”

绝美黄金面具、巨青铜面具、青铜神
树、丝绸、象牙……这几天，曾在1986年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灿烂的新发
现“再惊天下”，置顶新闻热搜的同时也刷
爆了“朋友圈”。手机微信里，一大堆小红
点是贺云翱还没来得及点开查看的信息。这
几日，各行各业的朋友向他发起了信息轰
炸，一个个专业问题和“不靠谱”的大胆臆
测令他应接不暇。

在社交媒体和直播时代，这次挖掘不再
是单纯的考古行为，而变成了一场有点狂欢
性质的文化盛事。对此，贺云翱并不意外。上
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主持明孝陵考古发掘，彼
时，信息传播尚没有今天这样迅速便捷，但只
要报纸上一发布新进展，第二天他们的考古
工地便会被闻风而来的群众围个水泄不通。

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
性，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源动力之一，
无论探索对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在贺云翱看来，通过对考古现场的直
播，镜头这边是考古工作者的双手一步步复
原、唤醒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传
奇，另外一边的社会公众看着一件件文物揭
下神秘的面纱，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丰厚的
精神滋养，从而提升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
豪感，继而更坚定地增强民族凝聚力，“中
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自有其逻辑所在。而考
古工作正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
文明瑰宝的重要一环”。

“老师，他们把‘方舱’搬进了考古现
场！”有学生给贺云翱发来了带着惊叹表情
的信息。无疑，一些现代考古科技刷新了人
们的认知。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
掘操作系统……贺云翱介绍，此次三星堆遗
址考古发掘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
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
了实验室。

“这种做法可以说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
竖起了一个新标杆。”从1977年考上南京大学
历史系考古专业算起，贺云翱与考古结缘已经
超过40个年头。作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的
第一届大学生、“文革”后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学
者，贺云翱至今一直坚守在考古第一线。在他
的认知里，考古早就不再是大家想象中“荒郊
野外拿小铲子、小刷子埋头干”的形象了，未来
更多是高科技助力下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工
作，有利于考古工作者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
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可以肯定，未来考古发掘现场的各种
条件会越来越好。”这是贺云翱回复给一个
学生的话，这段时间对方依然对未来是否从

事考古工作矛盾摇摆中，
“我希望这次三星堆遗址考
古发掘能帮助他坚定信心，
吸引他留下来。”贺云翱说。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考古从来不是为了
探宝，而是透物见人，与古人对话。也正因为
一代代考古人的存在，我们才能了解那些历经
千秋万代的文物内在的秘密。而贺云翱当下最
大的希望是自己身处的这个队伍能再庞大些。

小学科，大意义

“考古，一直是个冷门专业。即便现在，
也依旧是。”热闹就在眼前，贺云翱依然清醒。

考古学一向被认为是冷门学科。个别高校
的古生物学专业从创立至今，每年的毕业生都
是个位数，有的甚至是“六代单传”。

身为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创始
人，贺云翱既从事过田野考古工作，也承担着考
古专业本硕博的教学任务。十多年来，贺云翱眼
见着全国各大高校考古专业的招生规模日益扩
大，以他所在的南京大学为例，高考报考考古学
专业的人数从十几增加到现在的上百甚至更
多，“但第一志愿报考古学的依旧很少，绝大多
数都是从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录取过来的”。

“考古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细致严谨，过
程漫长枯燥，涉及学科众多，专业成果相对晦涩
难懂，为此，考古和公众相对疏离，不少人对考
古工作成果了解不足。”贺云翱清楚，从现实来
看，考古之所以冷门，很多人不愿学、不爱干，就
是因为这份工作辛苦甚至艰苦。再加上在就业
发展和薪酬回报上，考古专业也远不如金融、人
工智能等专业“热门”。但是，通过马王堆帛书、
海昏侯墓的竹简、南海一号的瓷器丝绸，考古人
更真实地解读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还原我们在
前进中丢失的记忆，正因为考古，国家的历史才
不断得到丰富。

令他欣喜的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越来
越多非本专业的学生开始爱上考古，经常来蹭
课或请他作为课外调研的指导老师。“他们直
接告诉我‘贺老师，我们考大学选专业是听从
爸妈的要求，现在要决定自己的命运，找回当
年的爱好。’”

“可见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文化遗产、
考古事业的热情越来越高，主动参与度也越来
越高，这是一种好现象。”在跟他们沟通后，
贺云翱发现，这些年轻人对考古专业、文物和
文化遗产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愿意花时间参
与调查研究，离不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
家宝藏》等文博综艺节目的带动作用。

贺云翱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
几年来，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对考古工
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不断增多，考
古学被越来越多普通大众所熟知，考古成果通
过展览展示、文创甚至是直播走进寻常百姓的
生活，学科体系建设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考古学，让我们更加深刻把握人类发展
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
走向未来。”贺云翱强调，考古虽是个“小学
科”，但是有太大的意义。“大多数博物馆的馆
藏文物都是考古学者发掘出土的，全国数以万
计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对古遗址、古墓葬、古
建筑的认定和价值发掘也由考古学者参与完

成。通过考古的实证，我们每个人了解了中华
民族经历了怎样的文明发展史，这无疑能够培
养我们的文化归属感、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心，”毕竟没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犹如无根
的浮萍。

事实上，和许多人的既定印象不同，考古
学专业就业方向广阔，“田野考古、博物馆、
文化出版机构等都需要考古专业人才。我培养
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没毕业就被‘抢’走
了，没有找不到工作的。”贺云翱说。他期
待，未来能有更多的家长能像自己的孩子一
样，抛却功利心，不要只顾向前疾行，却忘了
来时的路。

中国考古需要全球视野

在去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学作出
重要指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
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
支撑。”

在贺云翱看来，中华文明的特色性要放置
于全球视野中思考，要有考古学的全球文明比
较研究。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华文明的过程中，
需要提出自己的问题意识，需要建构自己的内
在逻辑，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理论。

近年来，考古领域的中外交流合作空前繁
荣，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人类
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世界性研究课题
都无法脱离中国的资料，也可以说，任何世界古
代通史的撰写均不能无视古代中国的存在。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考古‘走出去’还处
在初级阶段。”在贺云翱看来，我们对其他国家
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从各个方面下功
夫，例如中国的考古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很少看
到世界历史的研究著作引用中国的成果，这说
明中国考古研究者还需要冲破语言、文字等方
面的阻碍，将重要成果发表在世界权威刊物上，
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研究。

贺云翱也比较关注对外考古和“一带一
路”沿线的考古工作建设，贺云翱表示，世界
考古学话语权还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
考古话语权在世界还非常弱，这与我们国家应
有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通过开展对外考古和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考古工作，不仅能够展
现中国考古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形象，还能通过
考古这一形式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世界
文明形成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推
动人类文明共同体构建。

尽管40多年过去了，贺云翱对自己第一
次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的经历依然念念不忘。那
是1979年大学二年级时，他去江苏海安青墩
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包括考古在内的文
化遗产事业是个创新性事业，对文化遗产的每
一次发现与阐释，都是其当代价值的呈现，正
如历史总是常读常新。”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