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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回眸百年考古，忽然想到
了“时空”。百年前，从战火纷飞中几
位前辈起步，到如今中国考古开辟
新境屹立世界东方。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
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
作。作为考古工作者，该如何理解这
句话？

朱岩石：百年考古，初心如磐。
考古，不是在“象牙塔”里闷头工作，
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
发现和再阐释，对增强文化自信及
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具有深远影
响。比如说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就
是考古实证出来的。2019年7月，实
证中华 5000 多年文明的良渚古城
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良渚
古城遗址早期文明古国的完整画
卷徐徐展开，世界由此重新认识一
个远古中国。所以，考古不是一般的

工作，是承担着展示和构建中华民
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

我在河北邯郸邺城考古多年，
当时条件很艰苦，但是几代人扎根
下来，考古成果很丰硕，丰富了历史
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而且考古工
作，对当地的发展带动作用非常明
显。考古工作要有“长远的眼光、世
界的眼光”，要有严谨扎实的科学精
神。今后，我们要更加扎实地开展考
古工作和综合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增强民族自信。

记者：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其进
程是在艰难中摸索跋涉，不断照亮
前进道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
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

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要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
古学。面对新机遇新挑战，请您谈谈
河北考古今后该如何发力？

张立方：开放包容，是中华文
明最核心的文化因子之一。中华文
明，我们常说“多元一体”，就是因
为能够用包容去实现本土化、中国
化，不断在补充新鲜血液中强大自
我，向世界贡献深刻的思想体系。
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引擎，理论的完
善与创新可有效带动、推动学科的
进步。中国考古经历百年，其理论
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从展
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

瑰宝的层面对考古学作出重要判
断，明确了考古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和使命，指明了中国考古学科的发
展方向、中国考古工作的努力方
向。为谋划和推动“十四五”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河北考古界要抓住机遇，聚焦
文物考古重要线索，找准定位，高
站位谋划项目，积极争取纳入考古
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课题
项目。河北考古遗存包罗万象，许
多问题和历史信息的解读需要相
应专业力量和多学科协作，要根据
实际建立多领域协作机制。今后，
要强化文物考古基础研究工作，积
极探索建立资料整理与多学科合
作机制，在考古事业的春天里砥砺
奋进。

一口气追完了国产悬疑
网剧《沉默的真相》，捧着一腔
无处安放的感怀，久久意难
平。“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
席”，剧中江阳、朱伟们以一腔
孤勇，甚至不惜以身击缶的悲
壮给这句话做出注解。该剧为
国产网剧正名翻身作出了贡
献，短短12集的体量，不但创
下豆瓣9.2分的年度最高分，
而且收官半月依然热度不减。
其实不只是《沉默的真相》，它
的姊妹篇《隐秘的角落》以及
其他多部国产网剧也令人“不
忍快进”“截屏背词”，甚至二
刷、三刷地由衷喜爱。

回到《沉默的真相》，自
始至终，这部剧的节奏就没
慢下来过。发生在 2000 年、
2003 年、2010 年三个时空中
的三段故事，却因为年轻检
察官、老刑警以及他们“团
队”诸人对正义的探寻而毫
不违和地聚在一起。不同职
业，不同性格，甚至对信念坚
守程度也不同的三组人，在
不同的时空转换中错身，回
眸，找寻，携手，碰撞，然后重
新归类组团，成为真正的生
死之交。又是他们，所有这些
人，构成一个整体——严良
严丝合缝的逻辑，借李静的
嘴，借张超的手，借陈明章的

“遥控器”，组成这个强大的
叫作“力量”的巨人。这个巨
人轮廓渐渐清晰，从匍匐在
地到缓缓挺身而起，直接走
进观众心里去。屏幕外的我
们，眼睁睁看着不同时空维
度中的他们，都走在望不见
尽头的浓浓墨色中，在共同
的暗夜中挣扎，对正义和真
相的向往成为支撑他们坚持
下去的一点微光。

更高明的是，节奏虽快，
却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一气呵
成，丝毫不曾乱过，严良手中
的小球一下又一下有规律地
撞击着地面墙面，如鼓点般，
直接敲打在观众心上。还有一
个无法被忽略的情节，江阳两
年牢狱后再与两位兄弟相聚，
他的眼中已经光彩尽失，一
举一动中透出的自卑茫然让
人心如刀绞，丢了钱包是压
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
崩溃蜷缩痛哭的那一刻，弹幕
中满屏都是“我也崩溃了”“大
哭”“为什么他温柔以待全世
界，却回之以刀山火海，还我
那个意气风发少年郎”。

当影视作品不只是自娱
自乐或当局者迷，当屏幕前的
人也能跟着满心愤怒、激动难
抑、泪水长流或欢欣鼓舞的时
候，剧便不仅是剧，戏也不再
是戏，它所引发的呐喊、坚守、
思索就有了强大的现实力量。
其实剧情过半，整个事件的脉
络就已逐渐清晰，吸引大家一
直看下去的不仅是制作的精
良，故事的曲折离奇，更是这
一切背后的社会真实，这也是
近几年备受欢迎的影视作品
普遍的特点，手撕鬼子、霸道
总裁配傻白甜，虚无缥缈的玄
幻和人生赢家玛丽苏的戏码
早已过时，只有关照现实才能
有让人追剧的吸引力。

国产影视作品若想越来
越多地成就自己，比提高“制
作工艺”更要紧的是想明白要
传递的内核和现实借鉴。《沉
默的真相》是从紫金陈的小说

《长夜难明》改编而来，而剧
中，在所有人的努力之后，天
终归是亮了。有观众在微博留
言“深深感谢拍这个剧的人”，
更有网友说“因此决心将来努
力去成为警察或检察官，为正
义而战”，如此说来，的确应该
感谢拍这些剧的人，有屏幕里
这一束束光，也许便会有更多
屏幕外选择奔走燃灯，保有赤
子之心的人。而这些，便是我
们心心念念的现实意义了吧。

记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
要到哪里去？苏格拉底的千年之问，
引领无数哲人仰望星空、俯视大地。
考古，就是在星空之下，攫取大地遗
珍，研究的是过去，展望的是未来。从

“东方人类的故乡”，到大运河两岸；
从群雄鏖战的涿鹿，到白洋淀畔的雄
安；从战国中山，到冀南黄河文
化……河北考古工作者该如何扎根
燕赵沃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不断取得新突破呢？

张文瑞：中华文明进程艰辛曲
折，具体而言，进程中尚有诸多未解
之谜，如何去研究和破解这些谜团，
关乎对文明的丰富、完善和阐释。进
程的前端是源头，关于史前文明等起
源问题，已非历史学所能回答，必须
通过考古去一步步实证。

史前文明领域，河北考古取得
了世界瞩目的成果。比如被誉为“东
方人类的故乡”的泥河湾。泥河湾是
除了非洲之外，全世界最完整连续
记录人类演化进程的区域，演化历
史至少可追溯到 170 多万年前，这
是通过我们的考古对整个人类起源

的一个贡献。多年来，河北旧石器考
古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近两年，河北新石器考古也取
得重大突破。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
五项考古新成果，其中就有康保兴
隆遗址。这处遗址距今8500－5200
年，初步建立起坝上高原北部地区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序
列，出土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
是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
业起源的重要证据。此外，尚义四台
遗址发现房址4座，崇礼邓槽沟梁遗
址龙山时期夯土台基及城址为河北
省首次发现，堪称“河北第一城”。这
些为研究中国北方旧石器向新石器
时代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线索。

接下来，河北考古应扎根燕赵
沃土，乘势而为，积极推进中华文明
探源研究，推进以泥河湾盆地为重
点的华北早期人类演化与适应研究
项目；继续开展张家口坝上地区新
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发掘和研究工

作；启动冀南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
研究项目，努力构建完整的河北考
古学文化体系。

记者：早年，出生于河北的考古
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华文明

“满天星斗”说。也有前辈学者提出，
中华文明是“重瓣花朵”，“花心”是
中原文化，“重瓣”是周围地区文化。
河北，始终位于中心地带。新的历史
机遇下，河北怎样才能描绘出更好
的考古蓝图？

常怀颖：对于考古来说，资源就
是最大的优势，有这份资源，然后找
准方向，有规划、可持续地去做，一
定会朵朵花开。要提高站位，围绕重
大战略谋划考古项目。比如要高度
重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项工程
从 2001 年启动，但近 20 年研究中，
河北一直没能纳入进来。这次第 5
期马上要立项了，全国有29家单位
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中攻关
年代为距今5500年至3500年。河北

恰恰缺少这个时间段的核心遗址。
我曾梳理基本材料，上世纪从50年
代以后，河北围绕新石器时代的集
中考古，主要就是磁山。另外，一些
工作缺乏持续性，开了头却没有长
期性地统筹安排。所以，接下来可以
围绕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去寻
找一些新石器时代核心性遗址，依
托这些遗址来争取纳入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

巧借东风，增强课题合作意识。
比如“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提出
的重大研究工程“考古中国”项目。去
年，河南就增加了30个编制，还成立
了夏文化研究中心。实际上，河北优
势得天独厚。先商文化的核心遗址
应该主要在河北，河北是商文化发
源地之一，上世纪70年代曾发现下
七垣文化，随后在河北中南部发现
大量先商文化遗存。所以，建议在推
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可
以围绕先商文化探索设立一个重要
课题项目，河北发挥主导作用，联合
山西、河南等周边省份共同进行考古
研究。

记者：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
历史的见证，必须搞好历史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邺城遗址考
古是我省持续时间很久的重大考古
项目，考古成果丰硕，保护工作也为
人称道。作为一线考古领队，请谈谈
如何推动河北考古遗址保护？

何立群：考古，不是埋着头挖就
成的，保护工作实际贯穿整个考古
过程。这些年，我一直在河北邯郸邺
城考古，主要感受是要有责任感，要
扎扎实实做、认认真真研究。一线田
野考古，是一切文物保护之基础。

类似邺城这样的大遗址，保护
工作旷日持久，仅依靠考古队远远
不够，需要地方和各级文物部门全
力支持。目前邺城遗址正在努力建
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怎么把遗址
公园建设和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结
合起来呢？这条路若能有所突破，意
义是深远的。

遗址保护，说到底是为了服务
人民，但往往会产生矛盾。比如很多
遗址延伸到村中，但是村民要生活、
要盖房，怎么办？今年，一个村非要
盖 戏 台 ，挑 了 半 天 找 到 一 块 空
地——结果，那空地下面正好就是
邺南城的一处重要城门的位置。怎
么办？此类问题，很多遗址在考古和
保护中都遇到过。

财力支撑。许多遗址保护项目，
国家给立项了，也拨钱了，省里也给
钱了，但地方财政困难，匹配不上，
结果这些钱全都趴那儿，发挥不了
作用。作为考古人来说，我迫切希望
大家集思广益多想办法多干事，从
机制上梳理清楚，既对文物保护有
利，又让老百姓享受到保护所带来
的切实利益。

记者：围绕大遗址保护，河北做
了很多工作，努力推动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揭开文物保护利用新篇章。
除了元中都遗址，我省还有哪些大
遗址正在争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其建设和保护有什么新理念？整
个文化遗产保护，有哪些新措施？

贾金标：考古发掘后，面对遗址
文物，保护什么？怎么保护？避免哪
些误区？保护理念很重要。元中都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于 2018 年 6 月在
张北挂牌，是我省第一个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其保护具有示范借鉴意
义。比如，坚持风貌完整性原则，先
后进行了一号大殿遗址保护工程、
遗址环境整治工程等。目前，已完成
数字化保护方案。

赵邯郸故城（含赵王陵）、邺城

遗址、南阳遗址、泥河湾遗址群、中
山古城遗址、长城（河北段）、大运河
（河北段）……目前，这些遗址的基
础数据数字化档案建设和管理正在
进行，邺城遗址和泥河湾遗址群已
纳入当地城乡建设及土地管理“一
张图”。大幅提升遗址风貌，如赵王
城西城和中山王陵区的环境整治工
程等；加强保护设施的建设，如邺城
遗址三台提升改造项目、赵王陵二
号陵保护设施项目等。

此外，我省从机制入手，不断创
新保护方法，推动文化遗产活起来。
比如，建立出土文物数据库，完成积
压考古发掘报告整理工作，使出土文
物得到充分保护和阐释。比如，在长
城保护中，成立省级长城保护协调领
导机构，河北省出台《河北省长城保
护管理办法》。近年，喜峰口西潘家口
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是我省首次
使用社会公募资金进行长城保护。

记者：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
学。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
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
成果来建构。然而，作为学科来说，
很多人说它是冷门，嫌它枯燥。请谈
谈如何理解考古之“冷”？

李峰：泥河湾的确很偏僻清冷，
但这块土地是热的。我们就是在这
种冷中，去寻觅人类火种，寻觅光和
热。很多时候，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我的同事付巧妹就是通过研究
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逐步揭
开东亚尤其是中国史前人群南北格
局、迁徙扩散及遗传混合历史的面纱。

这是冷门之冷门，但产生了国际话语
权和国际影响力。所以，不能以有用无
用来论证学科发展，对基础研究学科
的评价不能太功利。另外，要优化资源
配置，避免冷门学科继续边缘化。

记者：“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
故宫修文物”“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中国考古正在从高冷走向普
通大众。不久前，一位高分考生报考
北大考古专业，引起全社会关注。考
古事业发展，人才是关键，如何培养

河北考古的后继青年人才？
赵海龙：考古文博事业，从没有

像今天这样贴近民众生活。今年，河
北师范大学文博专业研究生总共招
11人（硕士9人、博士2人），但是报名
的（包括申请调剂）近二百人。在校的
学生团体考古协会，今年招收到100
多个新成员。所以，考古的春天真的
来了！然而，能否培养出人才，未来能
否留下人才，这才是我们更应关注的
话题。其实河北生源很好，可本科毕

业后，很多学生就考到社科院、中科
院去了，很难回来。这非常值得深思。

衣长春：省内高校开设考古文博
专业较晚，河北大学是2011年开设
的，规模小、师资力量待提升。硕士研
究生每年不过十几个。在后备人才培
养方面，深受研究生招生指标和编制
资源限制。从未来发展来说，高校要
和省内考古机构紧密联系，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让学生们实践
中把基础知识夯实。也希望各方共同
努力，帮助高校建起考古实践基地，
让师生有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去参与考
古，成为考古事业的合格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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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闪耀，烛照未来。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生生不息。20世纪20年代，仰韶村、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此后百年间，几代人筚路蓝缕，取得了诸多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冀，希望之意。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北，自古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70多年来，河北考古在漫漫探索中不断前行，科研成果多
次获得国家级奖项。这些考古发现和成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为寻觅、破译和阐释中
华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的历史机遇，如何迎接新挑战？河北考古，如何再创辉煌？10月10日，河北省文物局举办座谈会，来自京冀的考古专家和学者，
为谋划布局河北考古事业的未来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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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二 如何潜心绘就河北考古蓝图

三 如何推动河北考古遗址保护

四 如何破解人才梯队建设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