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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称谓从何而来？

听场讲座，你就明白了
5 月 21 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进行专业学术探讨的同时，《手铲释
天书——夏文化探索历程》《淡妆浓
抹总相宜——唐代的女性形象》《谁
是我们的祖先》《何以中国——公元
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等数场公共考
古讲座让市民领略到考古大家的风
采，感受到考古学魅力。

昨日下午，河南博物院多功能报告
厅座无虚席。“1996年博士毕业后，我有
幸来到二里头遗址工作，与河南有着深
厚的缘分，我爱河南。”讲座开始前，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
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
长许宏的一番话道出了他与河南的渊
源，也拉近了大家与考古的距离。

“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
产生的追问。那么，“中国”的称谓从
何而来？许宏开宗明义，中国即“中
央之城”或“中央之邦”，最早的“中
国”就在河南，早在他的另一著作《最
早的中国》就利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
果，辅以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等材
料，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
统地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
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

许宏向观众讲述了始于公元前
2000 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
过对黄河河道的变迁、大禹治水等事
件的分析，突出了环境变化对人类生
存的影响。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
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
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进而解
读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
生，与观众一起分享了祖先留下的灿
烂辉煌的古代文化遗产。

国外专家代表桑杰·库玛尔·曼纽尔
说，考古学联系了过去和现在，并且为通
往未来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高
度重视对多样且创造性艺术形式及丰富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它需要广阔视野、
明确目的以及多种资源的通力合作才能
完成，这次考古大会为中国和世界各地
积极参与遗产保护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
平台。

王睦代表德国考古研究院发言说，30
年来，她见证了中国考古学各个方面的迅
速发展。如果说博物馆是城市的名片，考
古学则是这张名片的一部分。

张广智说，本届大会作为国内首次举
办的多学科、开放式、国际化考古学大会，
邀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可谓嘉宾
纷至、大家云集。我们期盼，与会的专家、
学者积极发表真知灼见，为中国考古学发
展建言献策，为河南文物事业问诊把脉。

刘玉珠说，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会
在促进考古界学术研究和交流，引领学风
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中国
考古学大会的成功举办，正是学会改革创

新、开拓进取的成果，将为中国考古学发
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王伟光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现代
考古学的创建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中
国现代考古学开创期的许多重要工作都
是在河南完成的，中原大地以其深厚的
文化底蕴，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
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本次大会是中国考
古学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
示，也是中外考古学合作交流的一次难
得机会。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
兴的历史节点上，中国考古学界的广大
同仁们应以此为己任，大力推进考古学
研究，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添砖加瓦。

大会对中国考古学会评选出的中国
考古学终身成就奖、田野考古奖、金鼎
奖、金樽奖、金爵奖等奖项颁奖。其中，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名誉
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获得中
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郑州东赵遗址
考古发掘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
一等奖。

5月21日，古都郑州风景
独好，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2016·郑州）在黄河迎宾馆拉
开序幕。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
大规模国际性考古学术会议。
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及美国、英国、埃及、印度等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
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就中国考
古学和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考
古学领域重点和前沿课题进行
深入探讨和交流。

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伟光，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省委
常委、市长马懿，副省长张广智，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会名誉会长王文超，郑州中华
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
刘其文，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李伯谦，印度考古调查局考古
所所长桑杰·库玛尔·曼纽尔，
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王睦，中国考古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古遗迹保护协
会理事长童明康，中国社会科
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镭，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
书记刘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中国
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国
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
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省文
物局局长陈爱兰，中国考古学
会常务理事、河南考古学会会
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副
市长杨福平，郑州中华之源与
嵩山文明研究会副会长丁世显
等出席会议。

开幕式由中国考古学会理
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所长王巍主持。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董艳竹/文
白韬/图

马懿发表致辞。他说，上世纪 50 年
代以来，郑州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发现，充实了郑州的历史底蕴，提
升了我市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郑州历
届党委、政府都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在政府机构逐步精简的背景下，单独设立
郑州市文物局，设立了文物保护专项资
金，成立了“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
究会”，致力于华夏文明起源、发展和遗产
保护研究。郑州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支持
的六个大遗址片区之后，市政府立即启动
并完成了大遗址片区战略规划编制工
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实施了“文物
梳理建档”“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记忆
强化”等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程，明确要
求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市发展“五规合
一”，纳入领导考核指标。目前，我市已经
基本形成文物保护与城市协调发展、互促
双赢的良好机制和局面。在文物保护工
作中，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文物考古与
保护工作，积极促进历史文化传承创新，
不断激活文物资源在服务社会、促进发展

中的深厚潜力。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在
郑州召开，必将推动我市文物考古工作更
好更快地发展。

刘其文表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离
不开考古学的发展，再现中华文明的灿烂
辉煌离不开考古人的田野发现。中华文
明与周边文化基因相承，血脉相连。郑州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将和国内外
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共同致力于中华文
明起源的研究，见证辉煌璀璨的人类早期
文明，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李伯谦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中国考古学从上个世纪 20 年
代初引进以后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考
古学发展到今天虽历尽波折，仍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当下，考古学面临着
新的发展机遇，要以这次大会的召开为
契机，总结经验、寻找不足，精心部署今
后的发展，正像这次大会的主题一样，努
力“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考古人应对
今后的考古学发展充满信心，并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考古学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会场花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与会嘉宾看来的国际性高端
学术盛会，也成就了相关专业人员的

“事业”机遇。这不，在考古学大会现
场，卖专业考古发掘工具的、考古学
书籍的，都在现场寻找“市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位
销售考古系列手铲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不少与会代表都前来询问、了解产
品信息，有的还带走了产品资料，表示
会后研究、考察。在考古书店的展台
上，不少中青年学者也驻足翻阅，“考
古”成为黄河迎宾馆最美的风景。

在 13 个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现
场，气氛也十分火爆，由于会场容量
有限，不少听会人员只能坐到地上、
站到最后排的角落里，但这丝毫不影
响大家的参会热情，听到精彩处，还
纷纷报以会意的掌声。

这样“高大上”的会议，在处处凸
显高规格、严肃的专业性外，也增添
了些许活泼有趣的小细节。记者看
到，越来越有国际范儿的郑州，不忘
借着举办会议的契机大大方方“秀”
出自己，会场外，几十块展板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生动记载着郑州的前世
今生和取得的重大考古发现。

展板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150
幅剪纸、漫画作品，它们栩栩如生地
艺术再现了考古出土文物的风采和
光华，崭新活泼的艺术形式令人耳目
一新。一对前来黄河迎宾馆拍婚纱
照的情侣还兴致勃勃地在剪纸前拍
照留念，小伙子乐滋滋地告诉记者

“拍婚纱照碰上这样的高规格会议，
真是太巧了，一定要留下点纪念。”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董艳竹

■考古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