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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会程
进入第二天，13 个专业委员会分组讨
论、海外学者演讲与座谈会、公共考古
讲座……紧贴时代的专业课题，在学者
们的深入交流、讲述下变得令人亲切而易
懂，与会学者和社会大众各取所需，从首届
中国考古学大会中汲取各自需要的营养。

昨日全天进行的13个专业委员会分
组讨论了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
考古、三国—隋唐考古、植物考古、公共考
古、文化遗产保护、动物考古、人类骨骼考
古、新兴技术考古、两周考古、秦汉考古、
宋辽金元考古等。其中，王幼平教授《关
于郑州地区近年来的旧石器考古新收
获》，带来了令郑州人十分振奋的观点：近
年来，郑州地区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东亚现
代人的独立起源，这说明“夏娃理论”不适
用中国。王幼平认为，织机洞、老奶奶庙
等为代表的郑州地区400余处石器时代遗
址的发现，系统再现了郑州地区晚更新世
人类的栖居形态，填补了过去中原地区及
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

白；郑州地区史前遗存的完整链条和一系
列重要考古发现，很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境
内更新世人类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印证了
中国现代人的独立起源。

此外，中国台湾专家屈慧丽《台湾安
和遗址母与子发现之重要性探讨》，日本
学者槇林启介《中国古代石镰的多元
性》，俄罗斯学者涅斯捷罗夫《阿穆尔河
沿岸地区西部中世纪早期居民住宅结构
类型》等，涉及内容广泛、关联时代久远，
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社会，如同带听众
进行了一次穿越历史的时空之旅。

昨日进行的公共考古学讲座有6场，
分别是我国著名体质人类学家、生物考古
学家朱泓在郑州博物馆举行的《罗布荒原
考古之旅——神秘的小河墓地》；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正耀在郑
州大学历史学院讲授的《“河南”何以为中
国青铜文明之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在河南博物院讲述

《考古十兄弟：早年殷墟发掘的人与事》；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王仁湘在河南博物院

讲授的《在旋动的世界里——大河村文化
彩陶漫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
长谢尧亭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开讲《翼城
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教授、博士
生导师魏坚在河南大学老校区历史文化
学院讲《元上都——拥抱着文明的废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
伟在河南大学老校区历史文化学院讲授

《“最初的中国”、“共识的中国”和“理想的
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这些讲座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当下时代和现实的
角度，为广大市民进行了一次生动的考古
的思维“拓展训练”。

昨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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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巍主持的海外学者演讲与座谈会也在黄
河迎宾馆举行，埃及、印度、洪都拉斯等
国家的专家学者，纷纷介绍了本国考古
学研究成果，并与中国学者围绕“走向世
界的中国考古学”进行了座谈。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董艳竹/文 白韬/图

■粉丝体验

考古爱好者忙“串场”

“我是一个历史学爱好者，现
代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困扰着
我。自己查阅资料，对专家们的
看法也莫衷一是。”在首届中国考
古学大会现场，记者经常在会场
看到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认
真得近乎“贪婪”地听取着专家学
者的观点。经了解，他叫黄东，是
郑州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因为喜
欢考古学，才主动跑到会场“串
场”听会。

黄东告诉记者，有专家说现在
世界上所有现代人，其祖先都是从
非洲大陆逐渐起源扩散到世界各
地的；也有专家认为，不同地区的
人可能是在不同的地区分别演化
成现代人的。“这次考古学大会有
国内一流的专家到郑州，可不能放
过这个机会”。他告诉记者，21 日
下午，在黄河迎宾馆听完一位专家
的古代DNA分析的研究报告后，得
知社科院古人类研究专家高星教
授要到郑大新校区作演讲，连忙打
车从黄河迎宾馆赶到郑州大学。
听完高星的讲座后，了解到夜晚黄
河迎宾馆又有一场青年考古学家
的圆桌会议，就又打车赶到黄河迎
宾馆。“为了这场大会，这两天光打
车就花掉二三百元，但我觉得很
值。”黄东告诉记者，“它解决了我
一个困扰，就是现代人类起源问题
并不是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事情，我
们不能凭一己之见就去说它是与
不是，而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和
学术研究去逐步揭示。”

尽管非常喜爱历史和考古学，
但平时因为工作繁忙，很多人没机
会在高校考古专业学习，大部分选
择自己查阅资料。“中国的历史从
春秋战国之后都有比较多的史籍
记载，但是春秋之前，许多史实是
不清楚的，需要从考古学者的著作
中找信息。但对一个自学者而言，
哪些学者在做研究、哪些人的研究
比较权威，自己去发现，很难。”另
一位“旁听”的市民江武告诉记者，
这次考古学大会为自己提供了一
次绝佳的机会，“我可以身在郑州
就能聆听到国内一流考古学者们
的演讲。通过这次大会，我还知道
了现在国内考古学都分哪些门类，
都有哪些人在研究哪一部分内容，
今后我如果对哪一类问题感兴趣
的时候，就知道去找谁的书看，这
为今后自学留下了门径。可以说
短短两三天的大会受益匪浅，抵上
自己在家看书摸索3个月。”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董艳竹/文
白韬/图

22 日上午，郑州博物馆一楼多功能
厅，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朱泓为大家讲述神秘的
罗布荒原考古之旅。说到新疆“小河墓
地”的发掘，再次提到被誉为最美千年女
尸——“小河”公主的出土细节，他依然
很激动。

当时媒体描述是，“高贵的衣着，中
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
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
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
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
笑。”说到这，你是不是想了解更多关于

“小河墓地”考古的那些事儿？！
小河墓地是距今3500~4000年的罗

布泊地区古代某部落的公共墓地，位于
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 60 公

里的沙漠里，东距楼兰古城遗址 175 公
里，西南距阿拉干镇 36 公里。1934 年，
小河墓地最早的发现者瑞典考古学者贝
格曼，将其称为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
木乃伊”的地方。小河原本无名，当地人
称其为“一千口棺材”的墓地，小河之名
系贝格曼所起，小河墓地也因此命名。
但由于沙漠地区特别不稳定的地貌特
点，自贝格曼之后，小河墓地在沙海中神
秘地消失了踪迹。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寻找，这处
古代遗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2003
年，小河墓地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因其宏
大的规模、奇特的葬制，以及所蕴含的丰
富的罗布泊早期文明信息，被评为 2004
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小河墓地发掘墓葬33座，获服饰保

存完好的干尸15具，发现两组重要的祭
祀遗存，发掘和采集文物近千件，不少文
物举世罕见。尤其是小河公主，随葬品
也很丰富，小河公主本身的眼睫毛保存
得非常好。随葬草编篓里放着一些植物
的种子，有小麦、小米等。干尸头戴毡
帽、脚穿皮靴，毡帽上插的羽毛都十分珍
贵。小河墓地传递的大量信息，对于研
究4000年前当地经济、宗教、文明、社会
结构提供了研究基础。“用发酵乳制作奶
酪”、“发明中国最早明胶”、“当年为一女
人进行开颅手术”等，这些研究发现也都
源自小河墓地发掘！

讲座中，虽然涉及很多专业知识，但
朱泓教授的讲解通俗易懂，许多细节将
听众的思绪带到神秘的远方……
据郑说广播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第二日火爆继续

考古学专家给你讲“故事”
原来这么有趣，你不来听听？

专家带你看“最美千年女尸”的微笑

与会学者和社会大众各取所需，从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中汲取各自需要的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