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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考古科学新发展

从1921年科学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
遗址算起，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百
余年的历程。百余年来，考古学不断吸
收、融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
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考古学所揭
示的人类活动遗迹及遗物，展示了中华文
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经过几代考古
人接续奋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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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古科学大会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
长陈星灿研究员致辞表示，近年来，我国
在考古工作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价值
阐释、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等方面，形成
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范式，科学技术正
成为考古学前进发展的关键推动力。科技
考古各领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有了长
足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理论话语研究
体系，不断提高着考古学的研究水平，
扩展着考古学的研究外沿：考古年代学
为中国考古时空框架的确立提供了年代
标尺；环境考古通过对全新世气候过程
的分析探讨了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环
境机制；人骨考古勾勒出古代中国各民
族形成、发展和融合的历史图景；动物
考古构建了中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及
动物资源获取、利用方式的框架；植物
考古以大植物遗存研究为重点，形成了
中国农业起源三条源流的科学认识；古
DNA 研究的前沿领域主要包括线粒体、
核DNA在内的全基因组测序；碳氮稳定同
位素分析区分出沿海、农业区以及牧区的
食性特征，讨论生业经济及社会阶层；冶
金考古重点关注西北地区本土化冶金技术
与中原地区冶金技术的并行发展、交流及
影响。各种科学研究手段深度介入田野调
查、勘探、发掘、整理全过程考古工作，

为解决重大学术课题起到了重要推进
作用。

科学出版社董事长胡华强编审表示，
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考古学科
也由传统的田野考古学向多学科、交叉性
发展，未来考古学将走向何方，如何发挥
出现实作用，是值得学术界共同探讨和展
望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所长邓涛表示，此次会议定名为“考古
科学大会”具有深刻的寓意，旨在梳理考
古科学的理念、方法及目标，研讨中国考
古学的历史与未来，探索使中国考古真正
成为一门严谨、成熟、完善并高度国际化
的科学体系的发展举措，聚焦考古学与社
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并对处于世界考古科
学体系中的中国考古学定位，为“建设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建言献策。未来将更加重视古人类学与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及相关领域，加强科技平
台建设和理论探索，努力建成国际一流的
考古科研机构，为推动我国考古事业发展
为成熟、完善的考古科学体系，作出更大
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从创建伊始就伴
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而发展，作为
中国考古事业独具特色的一支有生力量，
在过去的百年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
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古人类演化研究的学术
机构，也是本领域国际上最具活力和影响
力的研究中心之一，始终聚焦从鱼到人脉
络、东亚直立人来源、现代人类起源、中
华民族祖裔群体演化过程等重大问题，与
全国各地考古文博机构紧密合作，开展古
人类与旧石器考古研究，为探源华夏族群
源流和文化起源作出了积极贡献，并正在
不断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北京周口店遗
址、河北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云南元谋遗址、陕西蓝田遗址、广西百色
遗址、陕西洛南盆地遗址群、山西丁村遗
址、辽宁金牛山遗址、宁夏水洞沟遗址、
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等，都留下了考古学
人开拓进取的身影；河南三门峡水库、重
庆三峡库区、南水北调沿线等大型国家工
程建设区域，都挥洒过科研人员的汗水和

智慧。

探索考古科学新概念

在考古科学大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回
顾了考古科学取得的系统性重大收获，展
望了未来考古科学的发展前景，提出要围
绕重大学术课题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密
切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实现考古
学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与会嘉宾还就
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以及深海考古、云
端展示等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在进一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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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付巧妹以《多元融合，科技为考
古学注入新活力》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付
巧妹表示，随着古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
更多新研究方向的兴起及与更多学科领域
的交叉融合，如古蛋白、古微生物组、表
型组等研究，为开展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
打开更多新的窗口。针对重要遗址展开更
多维度的研究探索和更深度的信息融合，
将在更大的时间尺度和地理范围揭开人类
神秘的过去，从而带来更多元的遗传学证
据和细节性认识，为科技考古带来更多的
活力。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
建忠表示，中国水下考古开始于 1987
年，为研究认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和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近
年来，随着中国深海科学与技术的快速
发展，当水下考古遇上深海技术，中国
深海考古便应运而生。2018年 4月，国
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省
博物馆联合实施中国深海考古首次调
查，标志着中国深海考古的正式开始。

2022年8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南海博物馆联合实施第二次中国深海
考古调查，在西沙海槽2500米深处发现清
代沉船及遗物点。同年10月，深海所在南
海西北陆坡1500米深处发现2处沉船遗

址。2023年5月，“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
船考古调查”标志着中国深海考古开启了新
篇章。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回顾
了河北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
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张文瑞特别提到，河
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将蔚县盆
地和怀来盆地纳入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文
化圈，确立了大泥河湾遗址群概念。“泥河
湾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380多处，填补
了不同时间段古人类文化遗存的空白。”张
文瑞说，在泥河湾发掘的遗址中基本构建起
泥河湾近200万年的时空框架。在石器技术
上，小石器工业最早出现，一直延续发展至
3万年前后，其后出现了细石叶技术，并迅
速发展，在1万年前后过渡至新石器时代，
说明东亚地区早期人类传入以后，在本地区
连续演化至现代人，有自己独立的演化
路线。

据了解，河北泥河湾遗址群享誉海内
外，这里曾发现有200万年来数量巨大、分
布集中且文化序列连续的古人类遗存，至今
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300多处，其中百万
年以上遗址就有50处，而且其文化连绵不
断，蕴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元素独特而
珍贵。

“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遗址群的发现
与研究，为世界人类多地起源说提供了翔实
的证据材料，对复原古人类的演化过程、重建
中华大地先民的史前史、探寻华夏文明源远
流长的历史根基不可或缺。目前，泥河湾已
经开始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在泥河湾遗址群考古研究和保护利用
情况方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了《泥河湾科
考工作合作研究协议》，在泥河湾盆地连续
实施《泥河湾遗址群考古工作计划》，新发
掘泥河湾遗址20余处，出土古人类文化遗
物10万余件，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泥
河湾盆地古人类起源、演化的材料日益丰
富，文化序列更加完善。此外，泥河湾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建成，泥河湾研究中
心投入使用，泥河湾遗址博物馆主体即将
竣工。

考古科学大会：探讨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
付裕

日 前 ， 考 古 科 学 大 会 在
河 北 阳 原 泥 河 湾 举 行 。 此 次
会 议 旨 在 梳 理 考 古 科 学 的 理
念 、 方 法 及 目 标 ， 探 讨 中 国
考 古 学 的 历 史 与 未 来 ， 聚 焦
考 古 学 与 社 会 发 展 的 密 切 关
系 ， 为 “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 中
国 风 格 、 中 国 气 派 的 考 古
学”建言献策。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日
前，“一代精神属花草——当代大
写意花鸟画名家师生邀请展”在
北京举办。展览展出5位当代大
写意花鸟画家王培东、郭石夫、吴
悦石、邢少臣、邓远坡及其学生的
多件作品。

据了解，“一代精神属花草”
为白石老人曾刻的一方印章，也
是大写意花鸟画艺术精神的写
照。山水画家有“林泉之心”，花鸟
画家亦有“草木之心”。吴昌硕先
生曾有佳句为“食金石力，养草木
心”。

画家王培东、郭石夫、吴悦
石、邢少臣、邓远坡是当今大写意
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创
作具有独有情感与文化内涵的大
写意花鸟画，并使之具有非同凡
响的生命力。同时，他们不仅在自
己的艺术创作上颇有建树，在艺
术教育上也砥砺前行。在此次画

展中，每位学生的艺术风格有传承、有变化，展示了书画艺术创作
的未来发展方向。

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名家
师生邀请展亮相北京

▶西周晚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浦园村，有一座传统闽南民居，这是后
人为纪念忠谏名臣李献可而在其故居原址修建的“文忠祠”。

李献可（1541年-1602年），字尧俞，别号见齐，后改号松
汀。翔风里浦园（今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人。是明万历癸未年
（1583年）进士，授任湖、广武昌府推官。李献可任职后出巡山东赈
务，曾主持山西乡试，擢升礼科都给事中后，主要经手朝廷奏章。

李献可为官忠正清廉、敢于直谏，有谏臣风范。据《明史》记
载，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李献可联合六科诸臣上疏奏本
《上皇太子出阁讲学疏》：“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当及首春举
行。”通篇奏本意思即请求万历皇帝为宗社大计考虑，早日批准皇长
子出阁读书，实则有督促万历皇帝“册立”太子之意，被万历皇帝视
为忤旨，御批降级罚薪调到外地任用。

时任朝廷首辅、大学士王家屏退还万历皇帝“处罚”李献可的
御批，万历皇帝不悦，遂“放了王家屏的假”。随后，礼部给事中钟
羽正上疏支持李献可：“献可之疏，臣实赞成之，请与同谪。”吏科给
事中舒弘绪也上疏：“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户部给事中孟养浩
上疏支持李献可、钟羽正等人，连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也上疏直言
……一时之间，多位官员因力挺李献可而被万历皇帝责罚。据统
计，因这一事件，万历皇帝共降职、罢免、发配掉了12位当朝官员。

李献可被削职回乡后，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去世，终年61
岁。崇祯皇帝登基后，李献可得到平反，并赠嘉义大夫光禄寺卿（正
三品衔），谥文忠，钦赐“忠谏流芳”匾额。

李献可一生中有不少感人的故事流芳于乡里间，其倡导家庭和
睦、邻里团结互助，遇到乡里族人因琐事吵架闹纠纷时，便挺身而出
给予规劝，直到言和为止。

据说，当年被革职回乡后，李献可得知金门古宁头的李氏宗亲
不会养牡蛎，便亲自渡海到金门向宗亲传授竖蚵石养牡蛎技术，在他
的帮助下，古宁头的宗亲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
活水平。

可歌可泣“文忠祠”
本报记者 照宁

履痕
处处

LVHENCHUCHU

好动是人的天性，呱呱坠地，生命不息。
人也是群居动物，喜欢热闹是大部分人的特
点。特别是，当下社会瞬息万变，以至于不少
人由衷感叹：“不是我不适应，而是变化太
快。”

其实，人人都需要静下来，在安静中享受
孤独、沉思经历、发现自我。挪威政治家南森
曾说：“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是发现自己，因此，
人们需要不时孤独和沉思。”

是的，在安静的环境中沉淀内心，泡一杯
清茶小坐，只与宁静相融。如此，让躁动的心
轻轻安放，可与自我静静地对话。

冲动是魔鬼。因此，享受当下的安静，于
平平淡淡中品味人生沧桑里那份超然的境
界，才能够拥有快乐健康的身心。

宁静而致远。我的同班同学张帆是浙江
省临安区政协委员，也是个绘画迷，自幼拜师
学画，1987年保送进师范学校学习，得名画
家寿崇德老师真传，画艺突飞猛进。

毕业后，张帆在学校教美术，使得兴趣爱
好和工作完美结合，一直静心于绘画艺术的
探索和研究，数年后颇有造诣，担任杭州市临
安区美术家协会主席。看他的画，就像在安
静地看一朵花，安静地看一场雨落，便能寻一
份安然。

安静地揽一份诗意，沐尘世烟火，让心在
尘世万千的经历中依然温润，又何尝不是一
种幸福呢？在安静中沉思自我，发现自我，超
越自我，就会更加热爱生命，欣然享受生活所
赐予的甘醇如酒的醉人芬芳。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宁静，是一种心灵的淡然。

在起伏中前行，在平凡中饱满。一任春
花秋月，夏日酷暑，千山暮雪，潮起潮落，风起
云涌，皆能安之若素，处之淡然。

周国平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和安
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在的虚名、无形的诱
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的精神保护，安静
是内心最美的风景。

静下来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虽难以至，
心向往之”。

（作者李林山系浙江省建德市政协办公
室副主任；画作作者张帆系浙江省杭州市临
安区文联副主席、美协主席）

静下来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李林山

在李献可故居原址所建的文忠祠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射壶
的腹部正面呈十字形分割，
有四个单元的龙纹。一个单
元内有双龙首，龙尾相接，
形成一身双头龙。

龙纹是常见的青铜器
装饰纹样，几乎贯穿青铜
时代的始终。龙纹形态十
分 丰 富 ， 有 夔 纹 、 蟠 龙
纹，以及其他随器形自由
创作的龙纹等。此件射壶
的龙纹风格质朴素雅，颇
具代表性。

射壶

香满湖 中国画 张帆 作

西白马营遗址出土的三边刃刮削器 马圈沟第Ⅲ文化层出土的凹缺刮器

朝晖 中国画 邢少臣 作

姜家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