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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除了本职工作，
平时还有没有别的兴趣爱好?

王巍：我们家在 1964 年
买了一个手风琴，母亲喜欢唱
歌。受到家里人的熏陶，我对
音乐也颇感兴趣。我并没有
刻意学习谱子，自己看着就能
唱出来，而且我会唱的歌曲，
我也能把它谱写下来。

2021年，恰逢中国考古百
年，央视的一位导演朱海，推
荐我作一首英雄交响曲。他
说，当时中国考古人并没有自
己的歌曲。这句话给我刺激
了，我当时决定自己写一首中
国考古人百年心语考古队员
之歌。过往考古的回忆涌入
眼前，忙于考古，一走便是半
年，在电话都没有的时候，只
能靠书信往来，等等。我是一
个父亲，却不能常陪伴家庭。
我是一个丈夫，却不能与妻子
朝夕与共。我是一个儿子，却
不能常把父母照应，舍小家为
大家，要为中国考古贡献终
生。创作出来的歌曲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考古人的心声。

记者：这些年来，在您培
养过的优秀学生中，您更注重
他(她)的哪些特质?

王巍：首先是人品，为人
要正派正直，同时我也看重才
能。我比较欣赏有人品的同
时兼具才能的人。

我更鼓励学生具有创造
性思维，愿意主动去想一想，
多琢磨点儿事。或许有人觉

得那是爱幻想，但我并不这样
认为。

考古的人一般都不愿意
研究精神世界，因为精神世界
猜测的多，很多人都觉得那是
瞎想。但是我觉得总得有人
进行研究，作为发掘人，你都
不去研究猜测，别人更不适合
了。所以我是鼓励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谨慎发表。到如
今，我们的人生经验积累很足
了，但是年轻人有令人羡慕的
地方，有冲劲，即使犯一个错
误，他还来得及改变，所以要
给年轻人机会，现在接力棒得
交给他们这一代手里。

记者：近几年，有不少年
轻人对考古产生兴趣，考古相
关专业也从偏门走向热门。
对此您有何思考?对于有志从
事考古的青年人才，您有哪些
建议？

王巍：在我们当初报考古
的时候，考古是绝对的冷门，
甚至还有偏见，考古似乎是挖
坟掘墓的职业。现在，考古成
了一个热门，从以往仅有 10
个大学才有的考古专业，发展
到现在 100 多个考古、文博、
文化遗产等专业，学生的数量
也呈几何式的增长，甚至很多
女孩子投身考古。

其实考古是一个很有特
色的学科，也是一个可以取得
重大突破的学科。一个刚出
校门的年轻的考古工作人员，
或许不经意的发现就可能改

写历史。中国考古是研究我
们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每一
个考古发现，无论大小，都会
让我们的炎黄子孙对祖先的
历史文化有新的认识，增强我
们的民族自信心。

此外，考古是可以冲破
意识形态壁垒的，无论是哪
个国家，当你在讲到人类文
明的时候，那完全是畅行无
阻的。承载我们灿烂文明的
文物摆出来，大家都会由衷
佩服。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
让炎黄子孙和世人知道我们
的辉煌文明。

记者：考古是一个“坐冷
板凳”的行业，也有人说您是
荧屏上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
者之一，您能谈谈如何看待自
己这种“反差感”吗?

王巍：甚至还有一些更负
面的说法，好像我很愿意出风
头。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之
所以这样，因为明白考古成果
大众化的重要性。

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
写出来一个冷门的文章，多
则有几百人读，少则几个人
看。但五六世纪，中亚的一
个族群，他们迁徙到中原，后
来融入到中国，经商甚至做
官，这可以让几千万人感兴
趣。难道它的重要性就一定
比发表几十人读的论文的价
值要低吗？

考古百年来的成果太多
了，但是真正让民众知道的很

少。考古研究成果的宣传，使
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
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增
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
气，我觉得我更有责任去做这
件事。

记者：对您个人而言，您
会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哪几
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怎样的
处世哲学?来到古稀之年，您
有哪些新的人生感悟?

王巍：从 28 岁毕业到现
在已有42年。后22年，我从事
中华探源的研究宣传，我还写
了几本小书，目前还在写一个
类似东方哈利·波特的读物。

前20年又分为两部分，5
年的时间挖掘琉璃河遗址，10
年的时间研究东亚地区文化
交流，其间我拿了两个博士，
出了两本书。在拿到第二个
博士学位后，我当时面临一个
选择，究竟是接着研究东亚地
区文化交流，还是回到研究中
国考古。张忠培老师让我“回
归主战场”，研究中国考古，我
今天非常感激他。

此外，还有一个感谢的
人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王
仲殊先生。他研究东亚地
区文化交流，给我提供了到
日本留学的机会，让我有了
开阔的眼界，早些知道国际
上的研究动向。总体来说，
我这人生经历中的每一个
经历都没浪费，不管是顺境
还是逆境。

记者：河南作为夏商周三
代文明的核心区，您参与了河
南 境 内 哪 些 重 大 的 考 古 项
目，有哪些体会?您能谈谈对
于未来河南如何更好地展现
中原文明的面貌和精神特质
的思考吗?

王巍：让国人和世界更好
地了解中原文明的面貌，我觉
得有几个途径：第一是办好让
民众看得懂的博物馆。原来的
博物馆只是给考古人看的，甚
至学历史的人都看不懂，因此
博物馆要讲得详细、通俗。第
二，宣传的内容要让受众看得
有兴趣，运用数字化的手段让
受众喜欢。第三，要让受众受
教育。不管是通过文物展现当
时的技术与制作难度，还是跟
国外的交流，总要有能画龙点
睛的一两句话让受众留有印
象，受到教育。

记者：今年8月，您受聘担
任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您
对深化中国文明历史研究、
建设文物强省考古强省等方
面有什么计划，展望日后的成
就，您觉得能否在您的人生中
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巍：到了我现在的年纪，
我也逐渐有些属于自己的时
间，忙些自己的兴趣爱好。今
年8月29日，省长亲自发聘书，
我觉得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同
意担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一职。河南是我国的文物
大省，甚至是文物考古的第一
大省。受聘后，我希望能够发
挥优势，立足国际视野，争取在
国际上能够出现河南考古的身
影。此外，我也可以在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应用一些体制
机制，给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
们能够脱颖而出。在未来，我
有一个目标，把河南省考古研
究院建成国际一流的考古研究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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