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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就

　　“十三五”期间，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具体体现为考古发现层出

不穷，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交流日益繁荣，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学科体系日益完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扩

大。

　　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项目

　　“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印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

（2020年-2035年）》，引导各地考古机构围绕重大课题设计“考古中国”项目，为深化相关课题研究奠定基

础。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目前，已经批复“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

文明化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

地考古等10余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此同时，积极引导全国各地的考古机构围绕“考古中国”设计主动发

掘项目，增强发掘的科学性和学术性。

　　主动发掘项目明显增加

　　“十三五”期间，全国共实施考古发掘项目4260项，发掘面积约341.9万平方米，其中，主动性考古发掘项

目1127项，发掘面积88.2万平方米。主动发掘占比较之于“十二五”期间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要

求各地的考古机构在基本建设的考古中也要突出课题意识，严格遵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保证发掘质量，并多次

派遣专家赴各地田野考古发掘现场进行检查。上述措施加之各地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五年来中国的田野考

古发掘硕果累累，重要发现层出不穷。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

　　2016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公布了工程实施15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工

程以几处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突破口，取得了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石家河遗址

的谭家岭古城以及三星堆古城、二里头遗址宫城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通过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与科学论

证，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把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由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

华文明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号称，论证为可信的历史；追溯出中华文明

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场景和以中原

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认真遴选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增加田野考古生力军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考古事业，特别是不断增加的田野考古工作需求，几年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经过认

真评审，新批准考古团体领队资质单位8个，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242人。截至今年年底，全国考古团体领队资

质单位已增至87个，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超过2000人，缓解了考古发掘第一线项目负责人不足的问题。为了提

高在第一线工作的年轻同志的田野考古水平，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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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领队培训班，严格要求，注重实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家文物局还举办了领队提高班，对已担任考古发

掘项目负责人多年的业务骨干集中培训，提高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平，受到广泛好评。上述一系列举措为确

保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发掘质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古文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校的考古文博教育取得长足进步。继北京大学成立考古文博学院之后，吉林大学和

西北大学的考古文博先后独立，成立了考古学院和文化遗产学院。很多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或文博专业，或文物

保护专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高校设立的考古、文博、文保和文化遗产专业共99个，比“十二五”期

间增加三分之一以上，呈现出我国考古文博人才培养的良好态势。国家文物局还积极支持高校开展田野考古实

习，鼓励各具备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高校设置田野考古实习基地。今年10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吉林大学、国

家文物局和山西文物管理部门以及运城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夏县建立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基地面积近1万

平方米，设施齐全，功能先进，为各高校作出了表率。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国家文物局为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

和解决保护与利用的矛盾而找到的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一直存在并相当激烈的文物保护与

旅游开发的矛盾，极大地调动了遗址所在地政府和公众参与遗址公园建设的积极性。“十三五”期间，经过专家

评审，新批准河南郑韩故城、河北元中都遗址、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等12个遗址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

牌名单（2017年），目前批准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达36个；新批准山西陶寺遗址、安徽蚌埠禹会村遗

址、浙江安吉古城和龙山越国贵族墓群等32个遗址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目前获准立项的已达67

个。还有很多遗址所在地政府和文物管理部门在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行列。有的省还着手

建设了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值得一提的是，安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独辟蹊径，采用与浙江绿城集团合作的

模式，充分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建设效率显著提高，成果十分明显，值得借鉴、推广。

　　“十大发现”和“六大发现”评选

　　促进考古新成果的宣传和普及

　　截至今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主办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活动已经进行了3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也办了

20年。每年年初和春季，这两项评选成为全国考古文博界乃至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评选与时俱进，充分利

用网络技术，与新媒体广泛合作，民众关注度和参与度显著提高。以今年5月上旬进行的十大发现评选为例，采

用线上评审，对社会开放的方式进行，民众网上关注度极高，短短几天总点击量超过3亿次。评审结束后，主办

单位组织“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并和央视联合制作了三集《考古公开课》开展系列宣传普及和推

广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公共考古方兴未艾

　　“十三五”期间，在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组织下，各地考古机构与新闻媒体密切

合作，运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举办全国性的公共考古论坛和各种面向公众的考古讲

座，举办考古发掘现场说明会和考古成果发布会，举办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等活动。中国考古学会与央视合

作，在继续办好《考古进行时》的基础上，新推出《考古公开课》栏目，让考古学家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介绍考

古学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年5月举办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考古成果发布会，利用线上

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引起全国网友的广泛关注，一天之内网上点击量达到5亿次，数日内共达10亿次，创造了

考古成果发布的社会关注度之最。

　　中国考古走出去

　　扩大国际影响力

　　“十三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考古工作者已在近三十个国家进行考古发掘

和文化遗产保护，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拉美、欧洲。除了我们周边国家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作为考古“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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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重点外，还奔赴中美洲洪都拉斯发掘玛雅文明的核心遗址，在位于古埃及新王朝首都的卡尔纳克神庙旁的

孟图神庙进行考古发掘，展示了中国考古人良好的学术意识和独特的发掘技术与方法。

　　举办高水平国际论坛

　　掌握国际话语权

　　2017年和2019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三届和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对从世界范围内遴选的20位考古权

威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选出的世界重大考古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颁奖，并邀请获奖者作学术报告；每届论坛围绕

一个主题展开研讨交流；设置中国考古学专场，介绍中国考古学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并组织与会学者参观中国

的考古发掘现场，直接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世界考古论坛的成功举办，使游离于国际考古学界边缘的中国考

古学一举进入了国际考古学界的核心，使国际考古学界得以较为直观和全面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了解考古

学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论坛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积极响应和广泛赞誉，影响力越

来越大，被誉为世界上学术性最强、最有深度、组织得最好、内容最集中的国际性考古学研究平台，国际考古学

界的“奥斯卡奖”。

 

　　（原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12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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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用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农村移风易俗走实走深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建设暨纪念西安事变8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资讯
“中等强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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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三农”问题的百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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