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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令考古工作者心潮澎湃。

100年前，也是在这样的深秋，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迎来科学发掘的第一铲。优美古朴、图案绚丽的彩陶破土而出，将一段

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灿烂史前文明画卷逐渐铺陈在世人面前，中国现代考古学也由此发轫。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青灯黄卷，不同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到良渚文化、龙山文化，

从巩义双槐树、偃师二里头到安阳殷墟、广汉三星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

科学的考古发掘，深刻改变了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也向世界系统、完整地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走过百年历程，

今天考古愈发吸引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的目光，每有重大发现，即成网络热点，不断激发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0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高大的

秸秆上挂着硕大的玉米棒子，灿烂
的阳光下，腰杆挺得直直的。

指着地里一层厚厚的、已经发
黑腐烂的秸秆，吉林省梨树县农业
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说：“我
们给黑土地‘盖被子’，黑土地更

‘肥’了。”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吉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
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好、利用好。

一年多来，梨树模式在保障粮
食增产的基础上，朝着适应现代化
农业发展方向不断升级。

艰苦探索蹚出保护之路

东北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
得天独厚的特质，使其成为滋养粮
食生长的绝佳地域，也是牢牢稳住
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心疼得要命！”跟黑土地打了
几十年交道的王贵满说，前些年，东
北粮食产量节节高，但是过度开垦
和化肥的大量使用，让黑土地越来
越“瘦”、越来越薄。

担忧在2000年前后加剧了。罕
见的大风把地里的黑土卷走一层
又一层。从此以后，如何在稳增产
的基础上保住黑土成了他心中头
等大事。

当时，欧美国家已经探索出以
秸秆还田和少免耕播种为主的保护
性耕作方式。一些科研人员因地制
宜，在梨树开发试验田，陆续开始保
护性耕作的探索。

其中一位就是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李保国。2008年李保国来到梨树
县考察后，次年与同事们在泉眼沟
村建立了试验田。2011 年，他又成
为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站
长，与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
家们共同研究适宜当地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

从土壤测试，到计量不同秸秆
还田量，再到研究不同播种方式
……每年，李保国几乎每个月都会
来梨树，还在这里设置研究生实习
基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起初工作也有不少困难。把秸
秆留在地里，改变了千百年传承下
来的耕作方式。当地农民坚决反
对：“啥？不行！种了几十年地，没见
过这样的。”

王贵满出手了。他先找到当地
种粮大户杨青奎，拍着胸脯给他画
了个“大饼”：“你按我说的做，我保
你一垧地多收 2000 斤。”杨青奎一
咬牙同意了。

“还真信对了！”时隔十年，杨青
奎告诉记者，通过给黑土地“盖被
子”，试验地块 1 公顷土地比过去
节本增效 2000 多元，年增产 2000
多斤；秸秆全覆盖免耕 5 年后，表
层土壤有机质增加 20%左右，每年
每公顷可减少土壤风蚀量 800 多
吨……这是十多年来，李保国等众
多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经过不懈
努力，探索出的保护性耕作体系
——梨树模式。

“黑土地保护联盟”
为黑土粮仓保驾护航

最艰难的时候，是总书记的讲
话给了他们前进的指引。2013年12
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上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

政策举措密集出台，让推广工
作恰逢及时雨。2015 到 2020 年，中
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在东北四省
（区）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并
逐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扩大项目
实施范围。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
出台，将黑土地保护上升为国家工
程；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2021—2025年）》，明确“十四五”期
间我国完成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任务
和目标。其间，黑龙江和吉林纷纷出
台黑土地保护相关实施意见。

为了进一步扩大黑土地保护研
究的参与度，当地政府每年举办“黑
土地论坛”，李保国和同事们会邀请
众多国内外土壤学专家来到梨树，
与农业干部、种粮大户、农机厂家等
汇聚一堂，共同出谋划策。如今，“黑
土地论坛”已连续举办七届，影响力
也与日俱增。

他们还组建了“黑土地保护联
盟”。联盟的特色活动之一是“挑刺
会”，专家和农民坐在一起，面对面
剖析问题——专家说秸秆要还田，
可是种植覆盖后地温不够了，春天
不出苗，咋办？免耕播种机使用时走
走停停的毛病到底在哪儿？……一
次次“挑刺”与争论中，专家们不断
改进机械和技术，农民操作也越来
越规范。微信群是联盟的日常沟通
平台，几百人的群里，天天都有热火
朝天的讨论。

梨树模式升级版
精准对接农业现代化

梨树县种粮大户张文镝这几天
正忙着在地里收割玉米。他随手从
秸秆上掰下一穗玉米。“这一穗玉米
得有七八两重，一垧地收获 25000
斤不成问题，又是大丰收啊！”他高
兴地说。

一年多来，梨树模式不断升级。
根据相关规划，未来保护性耕作将
覆盖东北 70%适宜耕地。为了破解
推广中出现的“争秸秆”“靠补贴”

“赶任务”等问题，联盟正朝着构建
现代农业体系的方向进一步探索。

2021年开始，梨树模式试验团
队尝试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单元，打
造升级版，即以 300 公顷集中连片
土地为一个单元，在保护性耕作技
术推广基础上引入金融、保险、粮食
仓储、农资等服务环节，从保护黑土
地向构建现代农业体系过渡，最终
形成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银行能否给 50 万元透支额度
周转，保险能否开辟方便险种，农
药服务能否保效果……今年 3 月，
王贵满把当地种粮大户和银行、保
险、粮食收储等企业负责人召集一
起，供需双方积极对接，讨论气氛
热烈，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方案：
中国农业银行为梨树模式推出“黑
土粮仓贷”，中粮贸易有限公司蔡
家库提供专业仓储，吉林省八达农
药有限公司成立专门公司提供农
药支持。

“如果试验成功，将大大提升农
业生产综合效益，实现黑土地保护
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对接。”李保
国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夯实粮食
安全基础，端牢中国饭碗，还要让碗
里装好粮、装精粮！”

新华社长春10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 俊 郎秋红

孟含琪 薛钦峰

“耕地中的大熊猫”
要保护好

10月17日，游客在山城巷游览。
重庆山城巷坐落在长江之畔，

依山而建、沿崖而上，保留了明清以
来的院落、吊脚楼等历史建筑，给人
以厚重的历史感，是重庆“母城”的
重要记忆。

自2018年以来，重庆市渝中区

对山城巷进行“微更新”改造，通过
保留历史建筑肌理和脉络、完善公
共基础设施、适度调整片区功能等
举措，打造出一个有文化、有记忆、
有新生、有活力的全新山城巷，受到
市民和游客青睐。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山城巷受青睐

半空中，嗡嗡作响的无人机持
续盘旋拍摄；地面上，3D激光扫描
设备的机械臂上下翻飞；探方外，崭
新的考古大棚拔地而起，甚至自带
监控及预警系统；实验室里，碳十四
测年、DNA分析等技术应用更是令
人目不暇接……当年，骑着毛驴、紧
握手铲的考古前辈们或许很难想
象，中国田野考古会变得如此充满
科技感。

“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夏
鼐先生就已将碳十四技术引入考
古文博界，但多学科交叉研究和高
科技手段应用成为常态，得益于两
个国家级工程的引领和示范。”李
伯谦说。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
启动，这是我国第一个多学科交叉

联合攻关考古课题的科研项目。五
年后，吸纳更多学科参与、运用更多
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启动。时至今日，科技考古已达
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高精
度测年、人骨研究、材料属性分析、
同位素分析、遥感监测等方面均取
得丰硕成果。

100 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懵
懂起步，艰辛探索，始终砥砺前行。
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摆到更
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现代考古学迎
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工作体系愈发健全、专业队伍
不断壮大、工作规模不断扩大，一系
列重大考古成果得以揭示。同时，曾
经的冷门学科正在“热”起来，成为

“显学”，“自带流量”不断引发公众关
注：良渚申遗、三星堆上新等话题频上
热搜，“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供不应
求，众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
物馆成为网红打卡地……无声的历史
文化遗存，正以生动鲜活的方式与公
众跨时空对话。

“百年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夯实
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河南省文物
局局长田凯表示，“细观中华文明走过
的路程，自然而然就有了文化自知、文
化自豪、文化自信。”

面向世界，中国考古人不断加快
“走出去”的步伐，从游离在国际考古
学边缘，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国派出
30 多支考古队赴国外开展合作考古
项目，足迹达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并与多家国外科研机构、博物馆等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考古‘走出去’，促进了我国考古
人与各国学者的交流，中国考古的国
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为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出了
中国考古学者的贡献。”王巍说。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正是考古，在
为我们寻回那关乎历史遗产与文明根
脉的一块块“拼图”。

“面向未来，中国考古人会继续发
扬‘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术传统，
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为己任，推动我国从‘考古大
国’向‘考古强国’迈进。”陈星灿说。
新华社郑州10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桂娟 双瑞 袁月明

进发：风华正茂的中国考古

“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将中国史
前社会发展史从文献记载的夏商时
期，向前推了至少 2000 年，成为研
究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承上启下
的重要支点。”陈星灿说。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
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作为中国分
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
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长达两
千余年。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在黄
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
方施加文化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
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
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

“早期中国”。
“修国史，写续篇”，从李济、梁

思永到夏鼐、苏秉琦，几代考古人秉

承初心、筚路蓝缕，通过对一个个重
大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中华文
明的历史轴线不断延伸。

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周口店遗
址的“北京人”，不仅是有关远古时
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罕见历史证
据，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黄帝时代的都邑在哪儿？郑州
双槐树遗址的发现，使距今约5300
年的“河洛古国”掀起盖头，填补了
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
的关键材料。

夏朝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偃
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勾勒出“华夏
第一王都”的辉煌气象，华夏国家在
此完成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最早
的中国”由此启程。

汉字的童年是何模样？安阳殷墟
的大量刻辞甲骨，将中国有文字可考
的信史提前到了3300多年前，商王朝
迎来揭秘时刻。

通过考古发掘，我国“百万年的人
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
明史”得到实证，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不断
被揭示，丰富和深化着我们对祖先和
历史的认知。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以宏
大巍峨的“曲悬”架构、“一钟双音”的
绝妙构造、丰富生动的错金铭文，引发
今人对先秦时代礼乐文化的遥想。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掘，
让“势如彍弩，节如发机”的泱泱秦军
重现人间，为研究秦代历史、军事制度

及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彰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
恢弘气象。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
千年不腐，素纱禅衣、T形帛画、云纹
漆钫、中医帛书……全方位呈现2000
多年前的西汉“精致生活”。

一壶、一罐、一妆奁、一帛书，只需
要一个物件，就可以将史书中密密麻
麻的铅字，化为可感知的存在，述说那
些宏大叙事背后的真实细节。

“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
的历史脉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根本任
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感受、阐释和
宣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
考古人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荣幸。”

求索：不断延伸的历史轴线

坐落在黄河南岸一块黄土台地
上的仰韶村，三面环水，抬头可见葱
茏的韶山。80岁的村民王二保家的
小院里，还保留着一口老窑洞。100
年前，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部地
质调查所研究员、瑞典地质学家安
特生考察时就借住在这里，王二保
的父亲是安特生的助手之一。

1921 年 10 月，秋风微凉。在中
国政府的许可下，安特生与袁复礼
等中国学者来到仰韶村，进行了36
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共开挖 17 处
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
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在此之前，安特生已经来过仰
韶村。“1921 年 4 月，安特生在村南
冲沟的断崖剖面上，发现了石器和

彩陶片共存的地层”，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他
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平平无奇的豫
西村落之下，很可能存在着一处中
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

半年后的发掘，使一种新的史
前文化类型被发现并以“仰韶”命
名。“仰韶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
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
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没有新石器时
代的认知空白。学界普遍认为，这是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

一块块红褐色陶片上，变幻莫
测的纹饰令安特生着迷，但他错误
地判断，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
可能并非本土起源，而是从中亚地
区传入。

彼时，新文化运动风起，在提倡民
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史学
界掀起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
潮”，外国学者普遍认同的“中国文化西
来说”，也博得不少本土学者附和。

中国文化究竟从何而来？“‘中国
文化西来说’深深刺痛了当时的很多
中国学者，也更激发出他们通过考古
资料重建古史的热情。”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所长陈星灿说，“中国上古有什么
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中国文化的源
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国
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

肩负寻根问祖、证经补史的使命，
中国第一代考古人李济、董作宾、梁思
永等分赴多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

手动脚找东西”，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
西阴村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山东
章丘城子崖遗址等重要遗存。

“百年考古，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
到青铜器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址，建立
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发展谱系，
证明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脉
相承、不曾间断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李伯谦说，“以考古发现为基础，
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
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
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如今，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依托愈来愈丰富
的考古材料，远古先民的社会生活图
景被不断还原。

溯洄：找寻失落的文明印迹

百年筚路蓝缕 勾勒文明脉络
——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