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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93 年到 2002 年，全国先后有 64 支
考古队前往三峡，对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
建区文物古迹进行抢救性保护。当年全程参与
其中的吉林大学考古队领队赵宾福发现，60 多
支队伍中有超过半数的领队是吉林大学考古专
业的毕业生。
　　 20 多年后，已担任吉大考古学院院长的
赵宾福回忆起这一幕，感慨这只是“吉大考古人
遍天下”的冰山一角。
　　今年是吉大考古学科创立 50 周年，50 年
来，从这里走出了近 3000 名毕业生。他们几
乎参与了国家所有重大考古工程、项目，从“三
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许多
人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栋梁，如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首席专家，良渚古城的发现者……
　　在全国高校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吉大考古
被评为 A+学科。
　　 50 年间，从一个小专业到建系、建院，从
初创的籍籍无名到今天桃李天下，成为中国“考
古人才培养”重镇。这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从
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的故事，也是中国考古人
筚路蓝缕，不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故事。

  一条学脉 在接续传承中形成考古

发展的中国特色

　　 1977 年，当 23 岁的王巍坐在张忠培先生
的课堂上，搜肠刮肚地思考如何提出让老师满
意的问题时，他可能想不到，多年以后，他会以
校友代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的身份，
跟 2022 级的新生们分享这段经历。
　　那是王巍考古生涯的起点，也是吉大考
古学脉的草创时期。学科创立者张忠培先生
以“严”著称，要求考古学“一切从材料出发”。
王巍多次回忆，在张忠培讲授的《新石器时代
考古》专业课上，先生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根据
课堂上的内容提出问题，“问题靠谱才算听
懂”。
　　要求你看的书没看，不准发表意见；田野考
古没做，必须回去挖一次；论文语法标点有错
误，打回去重写……同样师从张忠培的赵宾福
对此记忆犹新。“我们的学生时代，张忠培先生
要求的是做学问必须一丝不苟，犯错误被骂哭
是常事。”他说，“50 岁时再见老师也很是忐忑，
不知有没有学术上做得不妥之处。”
　　这种做学问的严格在一代代师生中传承下
来，养成了吉大考古“求真务实”的学风。
　　“直到现在，我对我的学生们要求也一样严
格，拿来主义、学术轻浮，学生们是不敢触碰
的。”赵宾福说。
　　 1972 年吉大考古创建时，曾面临七门课
程只有两位教师的难题，因此，张忠培等老一辈
教师采取了联合培养、请人代培等方式。他将
朱泓送到中科院，将杨建华送到东北师大，将陈
全家送到北大，将魏存成介绍给自己的老师宿
白……当这些学生成长为大师后，他们又像自
己的老师一样，无私地培养学生。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段天璟曾是赵宾
福的硕士生，毕业后在赵宾福的推荐下考取了
张忠培的博士生。从“师徒”变“师兄弟”，在一
些人眼中是辈分乱了的笑谈，但在他们眼中，这
就是一种学脉的传承。“只要把事业延续下去，
就是我们的光荣。”

  一项传统 在扎根田野中塑造考古

群体的中国风格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
是一门重在实践的学科。
　　 50 年的耕耘中，吉大考古不断拓展学科
外延，不断进行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但“田野考
古”这门课程的地位从未被削弱。
　　“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
才知道是捡陶片的。”既是考古人曾自我调侃的
一句话，也是过去他们长期野外工作的真实
写照。
　　 1996 年入学的段天璟还记得，田野实习
时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步行两个小时到野外的
工地。女同学住在条件稍好的老乡家里，男生
们则有啥住啥。他甚至住过村委会的马棚。那
是一座土坯房子，老乡怕他们冷，还特地在墙上
糊上了报纸。但一到秋冬雨季，土坯房返潮严

重，报纸一片片地往下掉。同学们躺在行军
床上，把能盖的都盖在身上，还是会觉得
很冷。
　　这样的经历是一道天然的“分水岭”，更
像一把筛子。有的学生畏于条件的艰苦，“这
辈子都不干这行了”，有的学生反而痴迷于在
自然中探索未知的乐趣，“一辈子就干这个
了”。
　　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正是后者。“在河北
蔚县的三关遗址，长时间的田野实习，师生们
在艰苦的乡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同甘共
苦，不仅学习了知识，磨炼了意志，也增进了
师生间、同学间的友情、亲情，培养了务实的
风格。”
　　 50 年来，这样的培养方式延续至今。

“从学科创立之初就定下每个学生都需经过
两次田野实习，到后来规定田野实习课占两
门课的学分。而且实习地点多选在生活比较
艰苦的冀北、晋北等农村地区。一方面，这些
地方当时是考古能有关键性突破的地区；另
一方面，这些地区是锻炼学生艰苦奋斗好作
风的理想地区。”吉大考古资深教授林沄说。
　　对学生而言，一次田野考古实习，也是他
们重新认识老师的机会。平时严格严厉的老
师在长期野外实践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

动，师生之间变得亲密无间，从学术到生活到
成长，无所不谈，像父亲、像兄长、像“哥们
儿”。
　　距离感的消失，让学生们能够从一言一
行中更加真实地感受到老师们想要传递的知
识和品格。因此，在 50 年不间断的田野考
古实习中，一代人影响一代人，属于中国考古
人的那种朴素、务实、求真的特质得以原汁原
味地传承下来。
　　“它是一种氛围，也是一种气质，无论是
老教授还是年轻教师，朝夕相处中，你都能从
他们的身上找到它。”20 岁的大三学生曹雪
妍说，“你会心生敬畏和敬仰，并想成为那样
的人。”

  一种担当 在不断创新中打造考古

新军的中国气派

　　在 2021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吉
林大学考古学科位列全球第 44 位，中国第 2
位。在全国高校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吉大考
古被评为 A+学科。
　　很多人奇怪，地处北疆的吉林大学是如
何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的？赵宾福说，从学科
建立的第一天，吉大考古就没有将自身定位

为在东北一隅搞东北考古，而是立足东北，放
眼全国，走向世界，培养一流的考古人才。从
张忠培到林沄，从魏存成到朱泓，再到赵宾
福，考古学科的负责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是
以中国考古为担当，以全球视野办学的理念
始终未变。
　　吉大考古在创立时期就开设了“西伯利
亚考古”课程，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内
率先开展外国考古的研究，推出了中国第一
部外国考古著作。
　　如今，吉大考古在西亚考古、欧亚草原考
古、东北亚地区考古等领域形成了特色学术
体系，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为了拓展学科，吉大考古早在 1998 年
就与吉大生命科学学院合作，成立了国内首
个考古 DNA 实验室。时至今日，实验室已
有超过万例的古人类、古动植物样本组成古
代 DNA 基因库，成为国内科技考古研究的
前沿阵地。
　　全国唯一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
验室、唯一的教育部考古学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 2.0 基地、唯一的古文字学强基计划专业、
国家文物局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重点科
研基地……
　　脚步不停，吉大考古在田野考古上也率
先做起了新文章。
　　 2020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古代文明
考古的重要区域——— 运城盆地上，吉林大学
山西运城夏县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正式启
用，这是一个全新的、在国内高校具有引领示
范作用和里程碑意义的考古实践教学基地。
　　学生们田野实习的生活从“老乡家”搬到
了“基地”里。有铃声、有课堂、有各类实验
室，每个寝室还配有空调和 24 小时的热水，
教学资源丰富、设备齐全、管理先进。
　　“我们要改变中国田野考古教学的现状，
考古人不是专门找苦吃，而是为了科研不怕
吃苦。”赵宾福说。
　　在这座最新式的田野考古基地里，像曹
雪妍一样的“00 后”新人成了“主力军”，一
系列新技术、新手段被应用到他们的考古挖
掘和教学当中。
　　“无人机遥感、三维扫描建模等技术已经
是很成熟的考古工具。”基地负责人、吉大考
古学院副院长方启介绍，“我们还在测试无人
驾驶运输车，每个学生在探方中挖出来的渣
土不用再靠人力推，用手机 App 一键呼叫，
无人车就可以自动运走渣土，自动倾倒到指
定地点。”
　　在这里，考古学在不断迸发新的生命力。
　　“我们的考古不仅仅与化学、生物学等理
科相结合，还要探索与民族学、社会学甚至哲
学等文科进行交叉研究，更好地为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等重大考古项目服务。”赵宾福说。
　　在这里，学生们不必再体会老师们年轻
时那种艰苦的考古条件，但艰苦奋斗已融入
他们的学脉里。年轻人们可以肆意将汗水播
撒在田野里，书写属于新一代考古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郎秋红、张博宇）

这所高校缘何成为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重镇？

　　在“和合文化”发源地浙江省台州市天台
县，2022 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吸引了中国、日
本、韩国、西班牙、荷兰、泰国、尼泊尔、印度尼西
亚等十余个国家的政界人士、国际组织代表、国
外驻华使节、国际汉学家，以及有关智库、高校、
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等约 200 人参与研讨。
　　从天台到天下，“和合文化”何以绵延千百
年、勃兴域内外，并不断丰富外延和内涵？

何谓“和合”

　　寒山问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
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
　　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
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古尊宿语录》中所载隐僧寒山和拾得的问
答，揭示了绵延千年的“和合文化”精神一隅，成
了如今“和合文化”最为世人熟知的妙语对谈。
　　虽众说纷纭，但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寒山、
拾得者，在唐太宗贞观年中，相次垂迹于国清
寺。”
　　清雍正十一年，皇帝下诏封天台寒山大士
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从寒山、拾得隐居天
台到“和合二圣”的身份由官方确认不过千年，
然拉长时间轴，“和合”融贯植根于中华文化却
源远流长。
　　据专家考证，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和”“合”
字形。“和”本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地跟着唱或伴
奏；“合”表闭合，后延伸为结合、合作、凝聚等。
　　相传“和合”最早成词连用，出现在《管子》：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据此，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
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文忠说，这段关于和合的
记述，记载于《管子·兵法》，后十余字实际上更
为重要：“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
之能伤。”
　　“意思是‘和合’了才能和谐，和谐了才能
辑，在《说文解字》里，辑的意思是车和辑也，就

是把各类材料装配成车，每个零部件相互配合，
共同运作，相互辅助，绝不相碍，推动这辆车在
道路上顺利而快速、平稳地前行。”
　　和合文化全球论坛期间，中国美术学院院
长高世名认为，和合二圣的原型是唐代天台的
两位高僧寒山与拾得，但是“和合”的观念却并
非佛教所独有，就儒家而论，它和《中庸》“致中
和”的观念相通，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到了宋代，“和合”又进一步成为儒道释
三家共通的主流思想。“从这一点来看，‘和合文
化’可以说是中国式多元文化的一个实证。天台
山也是中国式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核心现场。”
　　行吟山水探求天人合一的美学哲思；圆融
和谐包容和善的处事智慧；君子和而不同的人
生参悟……和合文化绵延千年，它的内涵和外
延不断丰富。
　　今人应如何看待“和合文化”的独特价值？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希奎表示，“和
合文化”包含的“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
物、和而不同”精神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也是中国特有的人文标识和价值追求，体现
在人与人、国与国、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
系中。
　　“如今，和合思想已成为中华文化审视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根本标尺。”国家发改
委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常皓表示。

勃兴域外

　　 1997 年，美国作家查尔斯·弗雷泽出版
了长篇小说《冷山》，小说的扉页上有两句引
言，其中的一句就是寒山子的著名诗句“人问
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和合文化在大洋彼岸
引起关注。
　　实际上，“和合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滋养了
中华民族，也借助“一带一路”传播到世界各地，
并通过佛教天台宗，以及和合二圣、济公等人物

故事在世界各地焕发出文化生命力。
　　唐朝时期，佛教天台宗经由僧人远播日
本、朝鲜；明清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天台山茶
漂洋过海成为日韩茶源，这些文化交流活动，
都将“和合”种子播撒到海外。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说，早在 1905
年，寒山子的诗歌就被翻译到日本，在那里开
花结果。到 20 世纪 50 年代，它又跨越大洋
到了美国，进入西方主流知识圈，甚至被选入
大学文学教材。
　　高世名说，“在美国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中
国诗人可能并不是李白、杜甫，也不是王维、
贺知章，而是寒山子。他的诗歌和他旷达自然
的吟者生涯，粗服乱发、狂放不羁的形象，深
深地影响了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
动’。标志性的人物杰克·凯鲁亚克，写过一本
书《达摩流浪者》就是献给寒山子的。”
　　为了更好地挖掘和传播“和合文化”，此
次论坛除了在天台县设立主会场外，还专门
开辟了西班牙马德里、日本东京两个分会场。
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全球和合文化国际
传播中心”揭牌仪式、《和合文化关键词》中英
文版图书首发式、“和合文化海外驿站”授牌
仪式等活动。
　　近年来，天台当地已围绕“和合文化”，
与韩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开展政府
间和合主题文化交流达 20 多项，活动 60
多项，并在加拿大成立“加拿大和合文化研
究会”；阿联酋迪拜、日本东京、菲律宾马尼
拉等地相继成立“和合文化”海外驿站，一
批海内外人士受聘为天台山“和合文化”海
外传播大使。
　　专家表示，“和合文化”崇尚以和为贵、和
而不同，主张在包容中共生、在和谐中共存、
在合作中共荣，与人类文明交流交融的历史
潮流一致，与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时代需求
契合，对传递世界和平之声，促进各国人民相
知相亲等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

当世“和合”

　　与会中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新冷战等思
潮冲击的背景下，来自东方的和合思想对解
决争端、全球治理具有现实意义，也因此更具
有广泛被传播、借鉴的意义。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
鸠山由纪夫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受
到局部冲突、新冷战思维等影响，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增多，在此背景下，更显示出“和合
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要积极用和合思维解决
问题、推进合作。
　　韩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金胜镐表示，
中国“和合文化”在治国理政方面有生动实
践。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当今世界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和
平、和谐共处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中华文化学院教务长徐绍刚表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蕴含了和合文化的
深厚底蕴，彰显了和合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和
合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旺盛生机活力
的生动体现，为回答好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提
供了丰富的经验启示。
　　“我们应发掘天人合一智慧，推动人类社
会有序发展；弘扬协和万邦精神，促进国际社
会共同繁荣发展；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实现多
元文明，开放包容发展；倡导人心和善价值，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徐绍刚认为。
　　“和合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的一颗璀璨
明珠。”中国外文局负责人在视频致辞中说，
我们要坚持以和为贵，筑牢共同发展的坚实
根基；要坚持和衷共济，以团结合作构建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要坚持和谐共生，推动实现更
高水平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坚持和而不同，以
文明对话助力全球发展进程。
       (本报记者王俊禄、吴帅帅)

绵延千年的“和合文化”正在走向世界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在田野考古实践教学与遗址保护研究中写考古日记。    （资料图片）

（上接 1 版）他们主要是当地的低收入群
体。捡拾海洋垃圾，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
而连续工作一定时间后，“小蓝之家”还会
为其缴纳社会基本保险。
　　椒江区是台州市主城区，位于台州
市母亲河椒江的入海口。近年来，发展海
岛旅游和近海水产养殖成为沿海百姓的
重要收入来源，但是近海面源垃圾也随
之增加。“小蓝之家”依托当地发达的塑
料产业，走出了一条治理海洋垃圾的新
路子。
　　回收的海洋塑料垃圾经过压缩破碎之
后，会被送到造粒工厂制作成塑料粒子，生
产出更符合国际生态环保理念的塑料产
品。椒江外沙“小蓝之家”的负责人邱普法
介绍说：“经国际认证的海洋塑料粒子，相
较传统再生塑料将升值一倍以上，而以海
洋塑料垃圾为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售价则要
比同类产品高两倍。”
　　台州市椒江区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
说，今年以来，当地运用数字化手段，在省
市有关部门指导下，构建了“政府主导、陆
海统筹、多元参与、社会协同”的“蓝色循
环”海洋生态治理新模式。“我们把海洋生
态治理的困境变成群众、企业共富的红利，
走出了一条海洋生态治理助力共同富裕建
设的新路子，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了可持
续、可复制的方案。”
　　目前，椒江区已设立“小蓝之家”5
个。而这项工作还拓展到台州沿海其他
4 个县（市、区），共计设立海洋垃圾暂
存 点 1 6 个 ，“小 蓝 之 家 ”1 1 个 ，吸 纳
217 人从业。“蓝色循环”模式则已实现
对 台 州 市 6 个 沿 海 县（市、区）的 全 覆
盖，吸纳 3400 多艘渔船、5300 多名渔
民、沿海镇村 500 多名群众加入，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海洋垃圾立体收集网络。
今年 4 月以来，全市累计收集处理海洋
污 染 物 4 7 2 6 吨 ，减 少 碳 排 放 约
2496 吨。
          （本报记者冯源）

为海洋“减塑”，助百姓共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