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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考古学研究的新起点---国家文物局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启动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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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在内的与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相关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的

启动大会。作为一名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心里是十分激动的。我深

深感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些课题的启动，意味着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包括科技考古在

内的考古学研究又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我们知道，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并

在原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基础上设立的国家科技计划。我们这一批属于考古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属于在考古学

领域里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属于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领域里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有幸能够参加这样

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从一个方面说，是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对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建设要求的具体落实，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从另一个方面说，

也是实现文理结合，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在考古学方面推动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的具体体现。 

    实际上，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密切关系远远高于其他人文学科。这不仅仅是因为考古学的诞生就与

借鉴地质学的地层学和生物学的分类法等自然科学方法有关，也是因为考古学自开始出现到现在，借用自然科学

相关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外考古学家在发掘遗址时往往邀请地质学家参加，对遗址周围的地质地貌进行考察，

这意味着在中国考古学的开始阶段，就重视考古学与地质学的结合。到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还隶属于中国科学

院的考古研究所就开始建设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紧紧跟上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步伐。 



    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技考古这样一门学科。严格地说，我们中国科

技考古的大发展是开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这集中体现在以科技部为主的国家有关部委支持的多个大型课题上。 

    比如，1997年至2000年的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由来自历史、考古、天文、

碳十四测定年代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完成的。项目组最后提交的简表列出了商代后

期自盘庚迁殷到西周共和元年这个近500年里各个王在位的时间，提出了商代前期自汤到阳甲这300年里比较详细

的年代框架，提出了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这个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 

    如果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体现的考古学与自然

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仅仅表现在天文学和碳十四测定年

代上。那么，自2002年到2003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预研究》则又增加了环境考古和冶金考古这样两个

新的研究领域。通过这样的研究，除了碳十四测定年代

又有新的进展以外，对于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自然

环境研究，对于二里头时期的冶金技术研究都有了新的

认识。 

    如果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体现的考古

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仅仅包括碳十四年代测

定、环境考古和冶金考古的话，那么，自2004年至2005

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则在上述三个研

究领域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食

性分析、DNA研究、陶器成分研究、玉器和石器的工艺研



究等多个新的领域，涉及到地球科学、物理、化学、生

物学、数学等五个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我们的研究结果

进一步确立了碳十四年代系列样品的测试方法，完善了

中原地区从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谱系；复

原了中原地区特定时间段里的自然环境；填补了有关当

时农业、手工业等技术和经济状况研究的空白。为我们

在比较精确的年代框架里，认识自然环境特征及其变

迁、探讨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提供了

一系列实证性的资料。 

    如果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中体现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虽然比较全面，但这些还

是属于初步尝试，包括DNA研究在内的一些方法尚属于探索阶段。另外，整个研究被限制在中原地区和1000年跨

度的时间段里，时空范围比较有限的话。那么，现在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

的研究，则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是在年代学、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食性分析、冶金考古、陶器成分分析、石器和玉器制作工艺

研究等研究方法已经开始逐步成熟的领域里，我们将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野外调查、采样和分析资料上。由于此次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研究范围扩展到西辽河流域、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研究的

时间延伸为2000年的跨度。因此，我们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各个门类的数量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进行分析，争

取提出带有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意义的成果。 

    第二是继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此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新增加了对西坡遗址和陶寺遗址出土的人

骨开展包括DNA分析和病理学研究在内的人类学研究，新增加了推广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等课

题。进一步拓宽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范围。我们要争取和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

的过程中做到的那样，在新增加的研究领域里取得新成果，同时，进一步建设、完善新的研究方法。 

    第三是加强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中一流研究机构的合作。比如我们这次实施的古代家养动物的DNA研究，就

是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分子进化与基因组多样性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合作进行的。我们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实施过程中，逐步搭

建多个全国性的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平台，努力做到让一批最优秀的人员用一系列最先进的

技术研究各种最珍贵的资料。获取有科学依据的考古学研究成果。 

    第四是加强国际交流。我们此次专门邀请了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

世界一流学校的多位著名研究人员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研究。我们希望在这次合作研究中，发挥

那些外国研究人员各自的学术优势，争取做到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一起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在世

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贡献力量。 



    第五是加强对研究生的培养。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项目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人数超过30人。所属学校包括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吉林大

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等等。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实施，

逐步建设一支研究生人数占有一定比例的科研队伍，保证我们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考古学事业后继有人。 

    鉴于现代考古学已经逐渐演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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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已经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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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次执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在考古勘探、年代测定、

环境考古、人类学研究、动植物考古、物质结构、成分和工艺分析、数字化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等方面，尝试

着总结、归纳科学地勘探、纪录、取样、鉴定、测试、分析和统计等操作规范。和全国广大科技考古工作者一

起，努力做好科技考古方法论的建设工作。争取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全国文物普查、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的

考古学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更大的收获贡献力量。争取为中国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水平向世界一流迈进贡

献力量。 

 

 

 

 

 

 

 

 

 

 

 

    我们相信，有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和有关部委的正确领导，有我们广大考古工作者和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努力

探索，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之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一定能够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在考古学中的逐步推广，正在給中国考古学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相

信，以这次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启动为契机，通过加强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进一步提高

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中的科学技术含量，考古学运用的技术方法就会越来越科学，考古学提取的信息资料就

会越来越丰富，考古学开辟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泛，考古学获得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

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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