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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了夏商周断
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研究。李伯谦先生
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
席科学家和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
他具有高超的策略和宽
广的胸怀，对出色完成这
些大型工程发挥了重要作

用。他的最大贡献是开创
了一条多学科相结合研究
人文学科的路径，提出了
对南方考古的研究实践。”
王巍表示，李伯谦老师从
北大退休后回到家乡河
南，耕耘不辍，尤其为巩义
双槐树遗址发掘研究做出
了巨大贡献。

著名考古学家、历
史学家李伯谦于 1937
年出生于河南郑州，
1961年从北京大学历
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
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
学考古学系主任、考古
文博学院院长、北京大
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
心主任、北京大学古代
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
席科学家、“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
人，在中国考古界享有
极高的学术声誉。

他60年耕耘不辍，
始终奋斗在考古第一
线，致力于华夏文明
的探索和构筑，取得
累累硕果，为中国考
古事业培养大批优秀
人才。他不仅完善了

商周考古教学模式，
构建青铜文化结构体
系，确立三代年表，更
注重全力打造高水平
教育平台，致力于高
素质考古人才的培
养，对中国考古学，尤
其是夏商考古学的发
展做出巨大贡献。退
休后，他更加关注家
乡郑州的考古事业发
展。家乡很多重大考
古发现、重大研究突
破都与他密不可分，
新密新砦遗址、郑州
老奶奶庙遗址、郑州
东赵遗址、巩义双槐
树遗址等考古工地上
都有他辛勤耕耘的身
影。近年来，他一直
担任郑州中华之源与
嵩山文明研究会会
长，致力于推动相关
重大课题研究。

从郑州走出的著名考古学家

六十载耕耘不辍

继往开来，薪火相传

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实习生 马素
文/文 李焱/图）六十载耕耘不辍，一甲子春华秋
实。今年恰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也
是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研究
60周年。7月17日下午，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
研讨会在这位考古“大家”的家乡郑州举行。会
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何驽先后致辞，来自全国李伯谦先生的同
仁及弟子代表纷纷发言。大家深情回忆与李伯谦
老师一起学习工作的点点滴滴，高度评价其在中
国考古界的杰出成就及其宽容仁爱、勤勉谦逊、
勇于创新的师德师风。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主办，郑州嵩山文明
研究院、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承办。

2∶0击败青岛
嵩山龙门以少打多迎首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
韬略）卡兰加雪中送炭，陈蒲锦上
添花。18日晚上，河南嵩山龙门
队在以少打多的不利情况下，最终
以2∶0击败青岛队，在迎来赛季首
胜的同时，也赢得了更多信心。

两支同样是以防守反击见长
的球队之间的交锋，打得都相当谨
慎，除了青岛队开场阶段一粒进球
被吹越位在先，在相当长时间内场
上都难觅火花，但比赛进行到 33
分钟时出现的意外情况，一下子
把嵩山龙门逼到了悬崖边：边后
卫柯钊在一起进攻中蹬踏对手，
此前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他的被
主裁判红牌罚下。也正是这张红
牌带来的不利局面逼迫哈维尔在
下半场一开始就早早出牌，一口
气换上了卡兰加、陈蒲、牛梓屹三
名球员，以搏命式的姿态最终
“赌”来了胜利。

卡兰加这一次不辱使命，下半
场开场不到5分钟，就利用角球机
会头球破门，就此将比赛导入嵩山
龙门擅长的节奏。临终场前，他又
助攻陈蒲，彻底杀死了比赛。

球队在不利的情况下，从精神
面貌、战术执行，到换人调整、个人
发挥，各个环节的表现都堪称优秀，
也终于捅破了取胜这层窗户纸。

李伯谦先生出席研讨会

来郑州美术馆
看儿童艺术项目展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崔
迎）17 日上午，“星星计划——
2021郑州儿童艺术项目展”在郑
州美术馆新馆开幕。

此次展览是7名艺术家与200
名“小星星”经过 7场主题性互动
创作的艺术成果。艺术家导师携
手孩子以艺术为载体，以水墨、装
置艺术、3D打印等丰富多彩的形
式，让孩子参与、体验、互动、合作，
激发孩子自由创作的天性，让孩子
们的情感和想法在创作中自然而
然地生发。在艺术家和孩子们共
同完成的作品中，有近似“表现主
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充
满绘画趣味和梦想的作品，孩子们
用充满好奇和善意的眼睛看，画身
边的人、事、物……其中，有当代水
墨的创意绘画，有加入剪裁、缝合
等综合艺术形式的艺术创作，有古
典蓝晒工艺的巨幅蓝色画像等作
品。艺术家和孩子们用天真感悟
生命，用画笔涂鸦展示出一个多彩
的艺术世界。

作为李伯谦的弟子
代表，何驽在致辞时说，
李老师非常注重学术的
百家争鸣，从来不要求弟
子们的观点一致。他还
特别重视田野考古技能
的全方位培养，经常让学
生牢记考古工作是安身
立命之本。李伯谦先生
的学术思想体系是以文
化因素分析法为手段，构
建中国青铜时代时空与
文化结构体系，以夏商周
断代工程为学术道路的
转折点，向中国文明起源
理论探索转移，构建中国
文明判断的十项标准，提
出中国文明的两种模式
和三个阶段，为丰富中国

文明起源理论做出了重
要贡献。

随后，来自江苏宿
迁、河南郑州、湖北武汉
等多地的文物界等相关
领域代表及其 10多名弟
子纷纷发言。

认真倾听大家的发
言后，李伯谦谦逊地说：
“非常感谢大家，虽然
我已经 80多岁了，但我
觉得我还可以再干下
去。10 多年来，围绕中
华之源与嵩山文明课
题，郑州中华之源与嵩
山文明研究会做了许多
工作，但是还不够，我
觉得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一些！”

陈建立在致辞时
说，李伯谦先生长期在
北京大学任教，主导中
国考古学多次改革，为
考古学体系建设做出
突出贡献。他善于调
整课程教学模式，注
重学生的动手和分析
能力，培养了一批卓
有建树的考古学者。

他提出中国考古的发
展阶段及考古体系方
法理论体系，系统开
展文明研究的方法、
研究步骤以及文明研
究阶段，文明的起源
模式和标准，提出文
明的判定标准以及文
明演进的模式、文明
进程的三大阶段。

提出中国考古发展阶段
及考古方法理论体系

崇尚“授之以渔”和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