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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蔡美彪的学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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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学会第四届全员代表大会暨陕西考古论坛在西安召开
作者：林炎  来源：陕西广播电视台  时间：2020.12.09

　　12月5日，陕西省考古学会第四届全员代表大会暨陕西考古论坛在西安召开。

　　陕西省考古学会成立于1982年，之后分别于1988年和2015年举行过换届选举。第三届陕西省考

古学会会长王炜林介绍，第三届理事会拥有4家常务理事单位，17家理事单位，涵盖了全省地市与部

分区县文博机构，成为我省文物考古界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王炜林：“学会内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成员单位，在区域内开展了大量的田野工作，涉及主动

性项目20余项，完成基本建设项目978项，发现了大量各时段的重要文化遗存。每年年初， ‘年度

陕西考古新发现公众考古汇报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当天上午，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考古学会的领导机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院长、党委书记孙周勇当选为省考古学会会长。本届学会，具有考古发掘团体资质的单位从4家增至

6家。

　　在下午举办的陕西考古论坛上，各理事单位介绍了近5年来的考古工作情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汇报代表介绍，近5年来省考古研究院开展考古发掘项目近500项，其中7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特别是2018、2019年我们是连续两年有两个项目入选“十

大”。这些年因为地方博物馆的大力兴建，省考古研究院也是积极转变思路，一共已经完成移交

5000余件以上文物支持地方博物馆建设。“一带一路”考古主要是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建设，最近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封顶。”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汇报代表介绍，目前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已拥有4个国家级基地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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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马健：“教学方面，2019年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考古学获批了国家

一流本科专业；在学术进展方面，一个是我们中亚考古，揭示了丝路沿线文明多元多彩和谐共生的

历史事实，同时相关成果也举办了联合成果展，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国家博物馆。长期与

兄弟单位院校联合组建考古队，在陕西芦山峁遗址开展长时间的发掘，证实了晋陕高原是中华文明

形成发展的核心区域。”

　　面对丰硕的考古成果，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孙周勇表示，将继续发挥学会职能，积极推动更多

成果面向公众展示、宣传、教育。

　　孙周勇：“现在‘考古’已经成为了一个高频词汇，考古学本身从全国是一个从业人数只有区

区数万的小众行业和冷门学科，现在社会各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可以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高光时

刻’。作为考古人，特别是考古资源大省、考古工作强省的陕西，我们陕西考古工作者应该有更多

的担当和社会责任，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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