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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新人
——第十届“北京高校研究生考古论坛”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召开

　　

　　会场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齐泽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

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

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12月12日—13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联合大学

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北京高校研究生考

古论坛”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召开。来自京内外21所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本次

论坛，交流学术、切磋学问、扩大视野、协同创新、共同进步，既展现了新一代考古学子的学术风采，又触摸了

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的前沿话题，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体现了新时代中国“考古新人”的学术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学的指示精神是新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

信”。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强调，当下的中国考古学队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提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

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今年9月，总书记又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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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充分表明考古学的春天已经到来。我们应该趁着考古学春天

的东风，积极主动、有所作为。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张宝秀教授在发言时表示，在今年考古学事业空前发展之际，来自五湖四海

的高校学子云集论坛，大家相识相知、交流合作，学生和老师们一起为开创中国考古学更加美好的未来共同奋

斗。此次考古学论坛给有志于考古学实践的年轻学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不仅可以开拓学术视野，而且

可以增加大家努力学习、不懈奋斗的动力。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科研处处长黄宗英表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学的重要文

章，文章强调，“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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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认识历史，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才能够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总书记的文章赋予了本届研究生考古论坛一种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北京高校研究生考古论坛是考古学子成长的沃土

　　北京高校研究生考古论坛创办于2011年，每年举办一次。论坛举办的模式也由一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独家

举办，转变为了在京设立考古文博专业的高校轮流举办；而参会的学生范围也由原来的在京高校研究生，扩展到

每年邀请数家京外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究生一同参加，参会人数和参会规模逐年提升，参会研究生的文章研究理

论架构、学术视野、综合逻辑分析能力和最终呈现效果也有了逐步的提升。

　　本届论坛共有70余位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代表，这其中包括高校教师21位、硕士研究生34位和博士研究生

16位，提交论文达50篇，并现场展示讲解论文研究内容，最后由点评嘉宾点评。本届论坛特别开设现场直播，

极大扩展了论坛的影响范围，为没能来到现场交流的同学关注和参与论坛提供了窗口，对论坛学术水平的提高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届论坛特邀的京外高校中，特别以考古学学科建设起步晚、发展快、成效显的高校为

主，这些后起之秀的高校来京参会，无疑给论坛注入了新生力量，扩大了论坛的影响，更为众多热爱考古事业的

有为青年提供了一展风采的广阔舞台，使研究生考古论坛走向了更为高远的空间。

　　来京参会的河北师范大学杨淼燃告诉记者，论坛主题丰富，各个专业方向的学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

在。把简单的事情看得很复杂可以找到新领域，把复杂的问题看简单可以找到新规律，拓展思考、归纳总结、超

越材料、更上层楼，才能不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做出创新性的学术成果。论坛老师的点评指导对于催生优质的

学术成果助益良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十年春秋不寻常，北京高校研究生考古论坛的发起人魏坚教授充满感慨地表示，事业

要薪火相传，很多同学从论坛走出，成长为多所高校的专家、学科带头人。如今形势大好，我们要倍加珍惜、不

懈努力。本次论坛是参加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跨学交流最频的一次论坛。现在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启

示我们，将来学术研究需要的学科交叉会越来越多，论坛需要各方面的有能力、有干劲、有情怀的年轻学子加入

进来，才能有更长足的发展。

　　第十届北京高校研究生考古论坛成果丰硕

　　“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

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泱泱中华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华夏民族的精神血脉，

寻找其中的碎片，拼合出文明最初的面貌，不断挖掘材料，与理论结合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是

考古学的重要职责所在。本届论坛体现了考古学研究深化加强，重大学术热点持续关注，新资料、新视野、新技

术及时跟进，关注域外考古等诸多特色。

　　根据论文摘要，本届论坛分为5个专题，分别是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宋元明考古，科技考古，民族

考古、域外考古以及考古理论等。与以往相比，变化主要体现在考古学主干学科方向的内容有所增加，包括石器

时代到夏商周考古，汉唐宋元明清考古，外国考古、科技考古等，展现出考古学学科为中心的研究视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并不局限在中国考古，更要把握中国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同时，中

国考古还要整体认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论坛上对坦桑尼亚基尔瓦出土的中国瓷器的分期研究、对阿尔泰地区马

衔和马镳的研究、对印度-太平洋珠的分布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等都体现了青年学子全球视野下的学术关切。



　　能够参加这样的高规格论坛，对于学生们来说也十分不易，所以大家都倍加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交流机

会。在论坛发言环节，每一个学生都认真准备，仔细琢磨每一个发言环节，控制好发言时间，惜时如金，推敲每

一个字句，发言基本上能够达到自然清晰、条理分明，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地呈现自己的学术观点。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院长陈悦新教授在论坛学术总结中指出，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我国考古

事业作出重要指示，中国考古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时期，北京高校研究生考古论坛必将为推动考古学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应有贡献。

　　与会学生表示，他们一定会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学的一系列讲话指示精神，以只争朝夕、舍

我其谁的奋进状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学好理论、打好基础、提高素养、增长才干、练就本领、以梦为马、

砥砺前行，为中国考古事业和文化事业做出青年一代应有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张宝秀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科研处处长黄宗英教授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参会研究生代表发言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科研主任黄可佳主持会议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参会学生进行学术汇报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专家点评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颁奖仪式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院长陈悦新教授进行论坛学术总结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与会人员参观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合影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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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治理机制
【中国攻坚进行时】城乡融合发展：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治理机制
罗奂劼：全球制造业东西分化明显 中国复苏态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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