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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开幕 线上线下推出46场学术报告
作者：孙自法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时间：2021.12.20

　　中新网北京12月18日电 (记者 孙自法)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第三

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18日在北京开幕，全国各地边疆及相关考古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代表线上线下

“云”聚一堂，在两天会期内将推出46场学术报告，分享众多典型考古遗址最新发掘研究成果和进

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向论坛发来书面致辞表示，无边疆不

中国，日新月异的考古工作成果缤纷不断，耀眼纷呈，显示出边疆考古在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中

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他对边疆考古工作提出三点期望：一是希望边疆考古人善用问题导向，不忘学科建设，在边疆

考古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升华学科应用、方法与理论，这是边疆考古学越来越具有光明前景的根

基。

　　二是希望未来的边疆考古与内地更多交流、更多互动，共同促进、繁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一

同迈入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三是中国边疆考古论坛越来越成规模，影响也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希望能够将大家的想法、

研究和发现予以系统记录，建议出版《中国边疆考古论坛文集》发布。

　　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致辞说，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

经历百年辉煌的庆典之年，100年来，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学也同样成果斐然。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边疆考古不但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也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形成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方面，魏坚指出，一要充分认识边疆考古的特殊性和重要

性，继续推动边疆考古研究，以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二要

拓展国际视野，树立国际眼光，立足边疆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入推动丝绸之路研究，促进国际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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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三要加快推进边疆地区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表，推出综合性、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四要整合

全国各地以边疆考古为主的研究力量，推动边疆考古工作不断发展和进步；五要充分发挥考古学研

究透物见人的优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考古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这次中国边疆考古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中

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和黑龙江、吉林、辽宁、

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甘肃、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考古文保研究机构代表，以及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

校考古学者代表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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