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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女性从业者为啥这么少？
现代科技对考古产生多大作用？青年考古学者黄河论剑

“真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感人的故事,应该把‘金爵奖’获
得者的这些幕后点滴都记录下来。”5月21日晚,首届中国考古
学大会青年学者圆桌会议在郑州举行,一群来自东南西北各地
的青年考古学者齐聚一堂,黄河论剑,切磋砥砺,讲述自己从事
考古工作的故事,也阐发自己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认识，让参
会的“老资格”考古学者也感慨不已。

本次青年学者圆桌会议是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此次中国考古学大会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的中国考古学”为主题,青年考古学者的健康成长是中国
考古学稳健发展“走向未来”的学术希望,本次圆桌会议正
是紧扣这一主题举行的。

在 5 月 21 日上午的首届
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举
行了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
年学者奖 (金爵奖)颁奖仪式,
11 位青年考古学者获得首届
金爵奖,分别是四川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吕红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锋、吉
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
授张全超、贵州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李飞、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崔剑锋、中
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陈
晓露、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系副教授王芬、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常怀颖、中国科学院大学
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蒋
洪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副研究员李志鹏、首都师
范 大 学 历 史 学 院 副 教 授
王 涛。每一位青年学者在自
己的研究领域都有过硬的研

究成果,正在形成自己的学术
风格,代表了当前青年考古学
者的学术水准。

当日晚上的圆桌会议上，
获得此次金爵奖的青年学者
和各组织推荐的青年学者代
表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内容涉
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国
内外考古学之比较、田野考古
工作经验、科技与考古的关
系、方法论反思、考古学科的
学术传承、青年学术沙龙的组
织、考古学家的情怀、青年学
者的成长、治学方向的转折和
进步等。

青年学者圆桌会议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
研处处长刘国祥和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主
持 。 刘 国 祥 的 点 评 幽 默 风
趣,又犀利到位,顾万发的主
持沉稳老到,使得青年学者
圆桌论坛在活跃的学术氛围
中展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崔剑锋的见解让很多人产生
共鸣：怎样把科技和传统考古
这“两张皮”贴在一起？“考古
学的进步就是自然科学技术
手段全面应用，使我们获取资
料的广度和深度、纬度都有很
大的拓展，真正让考古资料获
取信息发生质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副研究员李志鹏 认 为 ，
世 界 上 最 先 进 高 端 的 科 技
手段都要引进，但是始终关
注的是考古问题，不能舍本
逐末。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助理工程师李说认为，科技手
段是不断发展的，但我们的考
古资源是有限的。那么我们
现在的考古是不是要彻底发
掘，这应该引起思考。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系副教授陈雪香表示，时
代在变化，未来的考古领队肯
定更容易融入也会更好地设
计和科技手段有关的课题，所
以关于科技考古和传统考古
并不矛盾，我们这一代应该从
人才的培养上、在课程的结构
上，都提前引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锋
说，对于年轻考古人来说，现
在能够接触到更多外文材料，
但也不能忘了中国考古学本
身的特色，应该立足于本国的
材料总结自己的理论。

“考古是工匠精神，不需
要看得太远，只需要珍惜当

下，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做
好这一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
就大有希望。”贵州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李飞用几句简短的
发言总结了自己的看法，他诙
谐地说道，自己最近这些年只
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一座荒凉
的山上面对一座古城，把它推
进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考古界，女性从业者少是
不争的事实，与会代表中，一些
女性学者认为，希望能重视女性
考古从业者。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
会学学院的讲师马赛讲述了自
己当时报中文系却被调剂进入
考古系的经历，她表示，能坚持
走到今天，全是因为身边有一

群对考古执着、热情的老师和
同学。

考古究竟带给从业者，尤其
是女性从业者哪些珍贵的东西
呢？马赛说，专业思维会影响其
看待问题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发
生变化。考古是一个不断发现
事实的过程，会需要不同的材料
来验证，但往往还是有很多可能

性，这样一来，会慢慢形成一种
开放的思维。包括对待朋友，
对待亲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使
用这种思维去分析问题，于是
各种矛盾都不再是矛盾。“尤其
是婆媳关系，在女性考古人员
这里，绝对不是个事儿。”对这个
形象的说法，与会女性代表深表
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常怀颖认为，未来的考
古学一定是时段和专业界限比较模
糊的，只有多学科融合，才能组一个

团队处理复杂遗址。现在已经不是
数片片数陶器年代，而是走向数据
和信息都越来越丰沛的时代。青年
人的知识要求也在变化，时代的诱

惑也在变化，关注点不是先想学科
的纯洁性，而是自身对学科信息的纯
洁性，在这个碎片化时代如何可以找
一根合理的线把它串起来。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
类学系副教授蒋洪恩认为，中国
的考古从硬件来说已经接近国际
先列，从软实力来说，科研理念和

一系列的合作都已经迈入国际先
进的行列。作为年轻人重要的是
把自己做好，更重要的是起着承
前启后的作用，把中国的科研理

念宣传出去，把科研星火烧起来，
让好的科研理念传到全国各个角
落，使中国的不同地区青年才俊
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
教授王涛认为，考古学是人民大
众的事业，终归要还给大众些什
么，这是本分，在做好自己研究
的同时，也应该把自己研究的在
外人看来非常枯燥的学术内容，
用浅显的或者群众可以接受的
话表达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考古
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年轻一代考
古人的职责，应该像对待考古本
身一样执着。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
所所长王巍,中国考古学会副理
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赵辉也来到会议现场,语重心

长与青年学者展开了深入交流。
“听到青年学者们都普遍谈

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这是客
观事实，是每一代考古人都会面
对的。但是很高兴大家都能在
工作中找到兴趣并坚持下来，为
什么我们能承受这种艰苦呢？
因为我们的情怀。”王巍所长讲
述了自己的经历鼓励青年学者，
打好基础，深入田野一线，其次
还要拓宽视野，关注相关领域的
发展，以及怎么样和科技手段更
好地融合。

王巍还告诫青年学者，对于
国外的研究理论不要盲目，我们
是原生文明，要根据我们的实际

情况来合理借鉴外国的考古方
法。中国是考古的沃土，也是各
种方法的试金石。

本次圆桌会议从侧面反映
出中国当前青年一代考古学者
的学术特点、优势以及有待改进
的不足,总体而言青年学者们思
维活跃,田野考古或实验技术功
底扎实,拥有全身心投入考古学
术事业的学者情怀,对于中国考
古学当前所处时代和阶段有自
觉的反思和清醒的认识,对中国
考古学的发展充满信心,是中国
考古学未来希望之所在。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李雪/文
白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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