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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双周双周 学术学术 一家一家一家 之言之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指
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近年
来，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和丰硕成果。其中，考古发掘与研究水
平的大幅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推动考
古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当前，自然科学技术
手段在考古学中的逐步推广，正在给中国考
古学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加强科技考古
研究，推动其融合发展，对于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已经
逐渐发展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
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学科。能否更加
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
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
的标尺之一。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把在考古学研究
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称之为科技考
古，其内涵是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指引，
聚焦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应用自然科学等相
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对考古遗址进行勘
探，对遗址所在区域进行调查和取样，对出
土的多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鉴定和测
试，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性
分析和定量统计，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
面的古代人类活动的信息，在考古学研究思
路的指导下，经过归纳、分析和探讨，从整
体上拓展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深化考古学研
究的内容，提高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体现
考古学研究的价值。

科技考古大致可以分为数字考古、年代
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有机残
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
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器科技考
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12个领域。这些领
域的众多科研成果，为考古遗存测定了绝对
年代，为古代历史提供了科学证据，涉及从
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方方面面的研究，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中的
诸多细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统筹规划和
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
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
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
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
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要进一步做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有许
多工作要做，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
要强化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不断融
合，进一步推动科技考古的发展。我认为可
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在考
古调查和发掘之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
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
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
要和考古人员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
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
的布局，为合理地设置探方、有计划地开展
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和整理过程中，
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年代测定系列样品，
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
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
究，认识制约或影响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
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
骸，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
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形态、基因特征及包括
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
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及演变，了
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
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
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
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
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
为特征等内容。只有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
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
会。

2.加强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现在从事
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分别来自考古学和自然
科学相关学科。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分别属于
不同的学科，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
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原来从事
考古研究的人员和原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
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前者要
认真了解自然科学家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
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
极因素。而后者则要注重认识考古学家是如
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
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
古资料的价值。全部研究人员只有通过知识
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
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
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

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多学科研究的学术价
值。

3.以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观点为指导开
展研究。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观点可以帮
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
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
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
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
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
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
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
自己的观点。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
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
强这方面的研究。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
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
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4.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总结考古
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发展过程，可以
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
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
中不断完善、充实，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
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
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
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的研究
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
古学、人骨研究、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有机
残留物分析、食性分析、古DNA分析、成分和
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
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
的应用价值，强调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增强了考
古学的科技含量，显示了考古学能够全方位地
对古代社会开展研究。我们要努力做好科技考
古研究，有意识地完善研究方法，积极推进考
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科技考古正在助力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进
入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学科发展进
程，放眼整个人文社会学科，没有一个学科如
考古学那样，呈现出如此快速发展的趋势，呈
现出如此众多的学术生长点。当年考古地层学
和考古类型学的建立，为确立中国考古学科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
的确立和完善，正在全面丰富、充实和拓展考
古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科技
考古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
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过程中已经发
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今后，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强化科技考古，进一步加强科技考古与田野考
古的密切融合，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
崭新的时代，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推动科技考古融合发展
袁靖

10月20日下午，沐浴着暖暖的秋日阳
光，满怀着庆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喜
悦，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与上海艺术名
家，欢聚在黄浦江畔的浦东政协委员协商活
动中心。

沿江眺望，委员们和艺术家们饱览浦东
开发建设高速度、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奇
观，感受党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辉煌，无不感同身受，深
切认同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回到活动中心，何占豪、梁波罗、童自
荣、赵静、王苏、陈少泽、王景春、刘家
祯、马晓辉等艺术家们畅谈自己的艺术实
践，赞颂、感恩党组织坚持科学领导与对艺
术家成长的关怀、帮助。

九十高龄的作曲家何占豪先生，回忆自

己年轻时代在上音求学期间，在党组织引
导、帮助下，与陈刚成功创作《梁祝》的过
程，激动地说，“没有党组织的关心扶持，
就没有新中国的新一代音乐工作者；没有党
组织坚持科学的领导，就没有《梁祝》。”

电影艺术家梁波罗回顾自己主演的
《51号兵站》拍摄过程，难忘厂领导热情培
育新人的决策与前辈电影大家“众星捧月”
的胸怀，感叹党组织的温暖与前辈的崇高始
终在怀。

电影配音艺术家“佐罗”童自荣，感佩
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坚持贯彻执行党的

“双百方针”，把大量海外的经典艺术作品，
通过译制介绍给中国观众，终身勤勤恳恳，
倾其全力架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二胡演奏家马晓辉表示，改革开放打开
了一扇中国民族音乐通向世界的大门。近几

年来，她带着一把二胡走进“一带一路”，走
进欧美许多国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绽
放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自信、自强，所
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位演奏家说：“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愿虔诚地竭尽
自己的绵薄之力，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
煌而努力奋斗。”

浦东新区政协委员和机关青年干部代表结
合艺术党课和自己的本职工作，交流了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奋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决心与创新创业的宏伟
愿景。

交流活动中，艺术家还用诗与歌深情表达
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对党的无比热爱。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王苏朗诵《放学
啦》，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上海轻音乐团青年
演员丁一凡独唱《金梭与银梭》，语言艺术家
方舟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歌唱美
好生活，歌颂可爱的祖国。戏剧家陈少泽朗诵
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抒发了“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志豪情。

第六代“江姐”、上海市宣传系统优秀共
产党员何晓楠演唱了江姐牺牲前献给战友的赠
言，则展现了共产党人“我为祖国生，我为革
命长”“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的壮美精
神世界。动人的歌声，生动表达了浦东新区政
协委员与上海艺术名家永远跟党走和在党的二
十大精神指引下团结奋进新征程的共同心声。

浦东新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姬兆亮和政
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小君出席活动。区政
协领导们对艺术家们的生动党课与精彩演出表
示由衷感谢，要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
部们学习艺术家们坚定的政治信仰，坚持创
新、追求卓越的艺术品质，为社会主义、为人
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更好地立足浦东引领
区建设目标，履职尽责，作出更大奉献。

深情的旋律，流淌在黄浦江畔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与上海艺术名家共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顾意亮

■精彩阅读：

琉璃瓦的山门巍峨在上，石阶红墙依山延绵。山
上产黑质黛石，金代曾采石为宫女画眉，因而得名

“画眉山”。画眉山在北京香山后山，山前是奔腾的京
密引水清渠。

走入画眉山，必进龙王庙。山门一间面阔4.6米，
进深有2.18米，单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脊兽为
仙人骑鸡，龙、凤、狮伴行。

从甬道登上 14 级石阶，蓝天中山门上，高悬着
“敕建黑龙王庙”。黄瓦红墙绿叶间，北京市文物局铜
制说明牌，在我眼前一亮：“黑龙潭及龙王庙，明清两
朝皇帝祈雨的地方。清乾隆三年（1738年）封龙王神
为昭灵沛泽龙王之神。由黑龙潭及潭外回廊和潭西
龙王庙等多种建筑与石碑组成。龙王庙坐西朝东，依
山而建。庙内现存明、清及民国重修碑、御制碑等多
块。1984 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黑龙潭及龙王庙，作为大运河北京段的一部分，归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名录中。

一进龙王庙门，右侧为黑龙潭，左侧为眉园。据
说原有台阶108级，现有据可查是97级岩石之梯。方
志言“龙潭围广十亩，水从石罅中去，终年不干，下溢
田间，潺潺有声”。

黑龙潭龙王庙神奇处，在于打破北京寺院坐北
朝南格局，与名扬天下的大觉寺如出一辙：坐西朝
东。庙面东依山而筑，分为三阶，层层上升。三组高高
石阶，各组依次为12级阶、17级阶、33级阶。三组石
阶间，有四座碑亭，两两一组，东西对称，静立过渡平
地之上。人登石梯喘息急促，正好遇见碑亭碑文，近
前辨别去读，不知不觉气息复常，汗除心静腿脚轻
松，有文在心、有情在心、有力在心，出脚迈步再上高
石阶再探新风景。

我见12级阶梯右侧，有株一级古树，“紫葳科
楸树，年代明朝，距今约 531 年”，有环抱之粗，
数丈之高，高通二级台阶之巅牌楼之上。左侧两株

树，一株靠前庙墙3米距离，小铁桶粗细，黑皮绿
叶枝头，结满青色黄色的柿子，18 块黄、灰、
黑、青岩石围在根部，筑起一尺来高的台地，若蒲
团围在这棵树四周。一株紧贴石阶左护梯墙，叶如
常见的刺槐。开裂的黑皮树身长出刺猬之尖，只是
刺尖色彩泛黑泛灰，尖上生尖刺上长刺。若不是树
干一帆绿果，我还真一时认不出此树来。尖尖刺和
青青果，黑黑干配绿绿叶，这不就是老家后山上的
皂角树吗？！想起来了，童年我在树下捡到绛紫色
的皂角荚。啊，这棵龙王庙前大树，是株稀有的皂
角树！

登上 17 级阶往下看，皂角树黑粗干两丈之上，
三只粗枝变六枝，六枝树枝变无数枝，像极了龙王的
无数龙爪，腾云驾雾在画眉山上。

人登三组阶梯最后一段，此处有座高耸入云的
牌楼，另各有一株柿子树，在石阶梯两侧，如站在
牌楼后的绿袍大将军，威武地护卫着。这是进龙王
庙的必由之路，这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人行其
上，小桥湖畔，花丛林间，观览万物。或春来鸟语
花香，或夏至蝉鸣悦耳，或秋临萤火促织，或冬到
雪夜月台。海淀的淀水田园，青山中寺庙深宅，无
垠的稻香湖景……

穿过一左一右两通御碑亭楼，再登上 7 级青石
台阶，跨过高高的红漆门槛，“黑龙潭”香炉生紫烟，
将 15 级之上的龙王殿，升腾在山之上云之中。我心
在龙王庙徜徉，我情在古树、水岸、深潭流连。

龙王之地，黄瓦之上，草长花开，小树阔叶，得风
得雨，茂盛生长。树上蝉鸣，路上车鸣，山上鸟鸣，我
心则鸣，坐青石上，挥笔记之：青瓦黑瓦，四角黑龙，
庙宇龙宫，淀潭之地，浮水之滨。这皇家龙王庙殿，历
史悠久，布局考究，庙潭行宫，彼此统一，单独成景，
建筑艺术，民族瑰宝……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画眉山龙王庙随感
李朝俊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福柯
对于知识与空间的具体互动过程以
及“空间时代”的强调，文学与文化
研究也呈现了空间转向。值得注意
的是，面对全球化这一时空局面，文
学与文化研究要面对的知识生产的
空间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知
识在跨文化空间中的改变、创新、生
成。那么，就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而
言，学界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就包
括：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
传播在不同的时空中经历了何种历
程？在此历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
化如何协调差异问题？以纸质媒介
与电子媒介为载体的中华文化跨文
化旅行，有着何种相同的，或不同的
经历？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走
出去”需要思考、面对的。李庆本教
授等人在其新近出版的《中华文化
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中，
就从不同层面对中华文化的对外传
播进行了研究。

该著作是李庆本教授主持的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的最终成果，共由四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首先回答了“何为跨文化阐
释”这一问题。李庆本教授写道：“跨
文化阐释学就是以跨文化阐释现象
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所谓跨文化阐
释，是用一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
来解说另一个个民族的语言、符号、
文化，它要求阐释者能够暂时放弃
自己的文化立场，设身处地地考虑
对方的文化处境、理论场域，用对方
的语言或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阐
述、解释自己的思想、理论与文化，
从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理解的
目的。因此，它更加注重和强调阐释
的空间性。”

第二部分则以历史经典文本的
跨文化传播旅程为研究中心，重点
考察了《周易》《诗经》《四书》《楚辞》
《木兰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经
典文本在跨文化空间以及不同媒介
之间的接受、改造、变化过程。该部
分不仅在文化层面，也在语言层面、
媒介层面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具体的
个案分析，从而使研究获得了物质与思想两个维度
的基础。

第三部分则将研究视点转向接受者，即从接受
者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接受和认知。该部分
通过多个层面进行：一是通过实证考察，分析国际
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考察将汉语作为
外语的学习者（来华留学生及海外孔子学院学员）
以及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报道；二是
以21世纪以来欧洲、北美及东亚汉学家的中国文
化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解析、归
纳和总结；三是中华文化国际接受的实证研究，首
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探讨来华留学生与孔
子学院学员对中华文化认知与接受的内容、过程、
方式、途径；四是总结富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推广
手段和传播机制，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第四部分则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深层思考
与政策建议。该部分从实践层面重点探讨了中华
文化对外传播的理由，并结合目前中华文化对外
传播的现状，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出切实可
行的对策建议。在笔者看来，这部凝结了李庆本
教授研究团队10年心血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是“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的提出以及论

述，具有跨越二元对立思维藩篱的意
义。在世界比较文学内，无论是“影响
研究”，抑或是“平行研究”，都建立在
二元等级对立思想基础上。对于跨文
化沟通实践而言，“影响研究”与“平
行研究”的文化实践及其形成的文化
高低等级价值链，为跨文化沟通修建
的不是桥梁，而是藩篱。而基于翔实、
细致地对王国维、叔本华、庞德、胡适
等文学家、哲学家的思想相遇、互动、
相互影响、相互生发的具体过程之绘
图，李庆本教授揭示了文学和文化相
遇的文化“自然”——相遇伴随着相
互影响、相互改变，去掉二元等级对
立思维来看待这样的相遇和相互改
变，影响与接受、源头与变异之间的
二元对立就自然消解，取而代之的，
是源头-变异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变
异生成的新质带给世界文化的多样
与丰富。

“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的另
一重要价值，还在于为中西理论沟通
重建了希望。李庆本教授指出：“‘理
论旅行’的过程不可能是绝对不变
的，中西理论之间也不存在一个绝对
的不可跨越的鸿沟。”通过梳理中国
古代哲学、伦理在“知”这一问题上的
观点，他进而指出：理解，或“知”，是
个包含多重维度的问题——“知”有
认识论的“知”，也有本体论的“知”。
对于跨文化阐释而言，挣脱封闭的认
识论单一思维，走向本体论思维看待

“知”与“理解”问题，就能看到理解的
可能性。

不过，李庆本教授并未否定跨文
化阐释在异质性空间中所面临的困
难，尤其是差异带来的挑战。在他看
来，应对困难与挑战的关键，在于我
们要用一种整体的视野看待世界各
国、各种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同一性与
差异性问题。就跨文化研究而言，他
强调用一种“既……也……”的包容
性思维来看待不同地理、国别、语言、
文化中的人类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
即人类的“同素异构”结构。

三是该著作的学术探究与追寻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践

行。李庆本教授通过强调“同素异构”结构，为我们理
解“共同体”的“共同”与“差异”提供了整体视角。“共
同体”既包含同一性，也包含差异性，二者并非非此
即彼的关系，而是存在于“共同体”这一整体之中的。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包含差异的共同体。
这也意味着，“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所要服务的
共同体概念是要着力解决包含差异的沟通问题的，
通过强调“在”之间的关联，进而说明理解与沟通的
本体论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沟通与理解才变
得可能，而也恰恰是这一可能性，共同体才具备了存
在、生长、繁荣的根基。

统观《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
它包含了理论支点建构、中华文化经典文本在不
同时空中的旅行历程图绘、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
国文化形象研究以及在定性、定量层面展开的中
国文化认知调查，呈现了研究方法、文本、材料
上的复调结构，为学界提供了一幅中国文化跨文
化研究的大型图绘。该图绘有助于破除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界的二元等级思维、为跨文化沟通与
理解建构希望，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建构提供了具体操作方法，因此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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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的确
立和完善，正在全面丰富、充实和拓
展考古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
究内容。

科技考古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
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
化历史场景的过程中已经发挥、并且
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