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追溯人类起源和中华文化根系研究中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囿于专业人才
的匮乏，一些从事旧石器考古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训练，一些省份根本没
有专门做旧石器考古工作的从业者，设有考古文博专业的大学更是普遍缺
失具有专业背景的承担旧石器时代考古教学的合格教师。在此背景之下，
一项针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专业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的研修计划逐渐形
成，并在国家文物局的推动下被付诸实施。

2022年8~11月，在湖北省文旅厅和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支持下，第二届
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培训研修班在湖北省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举办，继
续推行旧石器考古领域人才培养计划。学堂梁子遗址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
丰富，是国内难得一见的集石制品、人类化石、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三位一
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经历多年的考古发掘、古人类化石与石器研究、
地层沉积分析、多方法的测年和古环境重建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
数据，具有优厚的学术积累和工作基础。202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
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该遗址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
与研究。2022年，遗址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发掘核心区建设了设施完备的
考古方舱与实验室、多功能交流中心，组建了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团队，配备
了一流的考古发掘与信息提取、记录与数据分析的仪器设备，具备了行业
教学和实习的优渥条件，是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与研修的理想处所。

2022年8月8日，研修班在学堂梁子遗址顺利开班。8位学员分别来自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江
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贵州大
学、广西自然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均有一定
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和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实际需求。

本届研修班为期三个月。班主任高星老师精心设计了培训课程与计
划，将培训内容分为重点基础课程、野外操作实践、材料整理与标本观测、
考古简报-报告与论文撰写四个部分。作为教学实践的内容，学员被要求
全程参与学堂梁子遗址 2022年度的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并提交简
报作为结业作业；参与遗址发掘的来自湖北省文物考古单位的业务人员以
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
校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们也旁听了研修班的课程。目前培训课程与实践流程
已经过半，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研修班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组成教师团队，为学员累计授课已达28次。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奠基人裴文中先生曾形象地指出：考古学，尤
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要四条腿走路，这四条腿就是考古学、古人类学、
第四纪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在理论授课方面，研修班为学员精心安排了以
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为主并包括其他必要知
识的课程。

为使学员对学堂梁子遗址和培训环境有全面的认识，本次培训的副班
主任、学堂梁子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成秋老师
以“学堂梁子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题进行了学术讲座，系统介绍了遗址从
调查发现到七次发掘的全过程和最新研究进展。

由于学员的学术背景不同，本次培训特别增加了考古学绪论、中国旧
石器时代考古简史等内容，由浅入深，涵盖了考古学基本概念和旧石器时
代考古的基本理念与方法。尤其是高星老师所做的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
古简史的讲授，内容丰富，案例生动，帮助学员更好厘清了我国旧石器时代
考古发展的脉络，明晰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现状，了解到该领域
所面临的前沿课题，并通过对一些具体课题研究的介绍（现代人起源、旧石
器时代人类用火），使学员对国内外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和前沿
进展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北京大学夏正楷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
关莹、邢松、葛俊逸、饶慧云，南京师范大学邵庆丰等老师分别从环境考古，
新生代哺乳动物的演化与环境，旧石器时代残留物与遗传样本的提取与分
析的方法、理论与实践，人类的生物演化历程，年代学框架建立等角度为学
员做专题讲授，让学员了解旧石器时代考古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
法。夏正楷老师还带领学员对学堂梁子遗址周边的第四纪河流阶地进行了
地质考察。

为了让学员能够熟练掌握田野调查、发掘、记录、采样及相关分析的基
本技术、方法和操作流程，北京大学李锋老师线上讲授了旧石器时代遗址
野外发掘操作规范；中央民族大学彭菲老师讲授了《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
数字化发掘案例——水洞沟与鸽子山》，为学员们介绍了水洞沟和鸽子山
两个晚更新世的旧石器旷野遗址的数字化发掘理念与实际操作；张晓凌老
师则为学员讲授了《石器研究中的微痕分析理论与实践》课程，使学员对于
经常接触到的石器的生命史和功能、使用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社江老师
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老师分别以“大秦岭地区的旧石器研究进展”
和“浙江旧石器调查与发现”为题讲授，介绍了区域系统调查与发掘研究的宝
贵经验，培养学员以旧石器考古项目负责人的视角看待区域性考古工作。

研修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野外操作实践。以高星老师为班主任的教
师团队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和人才培养经验，并在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
野考古操作规程》指导下，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考古发掘方法与
流程。同时，通过重点基础课程的培训，学员、队员们得以将学到的知识和
技能运用于田野实践中。

结合北京周口店遗址、泥河湾东谷坨和宁夏水洞沟遗址的多次发掘经

验，学堂梁
子遗址也形
成了一套完
善的田野考古
发掘与记录规
范。比如遗址布
方，运用全站仪
进行坐标系法布
1×1米的探方，再
分亚方进行发掘；
发掘是在自然层内
设操作层，逐层发
掘，用激光水准仪控
制整个发掘区的进
度，一层做完统一做
下一层；发掘的土样堆
积用全站仪测点给号，
全部过筛；出土的遗物
尽量保证其原始位置，大
于 2厘米的石制品、砾石
和化石均在整体揭露后测
量其三维轮廓和产状，小于
2厘米的记录三维坐标点；
探方日记从一开始的表格文
字填写更新为填空与勾选相
结合，前后进行3次改版和多
次讨论；无人机航拍、三维激光
扫描、三维建模等手段为发掘
与记录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

田野考古发掘规范的制定是
科学获取考古学研究材料的重要
保证，而最终是否能达到考古人员
的预期目标，很大程度依赖于发掘
过程中的执行力。为了尽量提取科
学、全面、综合的信息，解决预期问
题，“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实为必然。

在学堂梁子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
中，每位考古人员均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考古发掘和记录。以按操作层进行发掘
为例，我们在单位文化层内按照亚方进
行水平层发掘，并根据本遗址情况对水平
层厚度（2厘米）进行合理掌控。过程中使用
激光水平仪对地层深度进行找平，可保证
多亚方和各探方发掘深度保持一致，并运用
全站仪对每层堆积进行测点给编号。这样看
似“磨洋工”的精细发掘，让我们发现了许多
易被忽视的小尺寸石制品和动物碎骨，也有利
于进行精确观测、记录遗物遗迹的分布位置和
产状信息，为后续每件遗物和每个遗迹之间的
空间信息联系的研究提供可能性。

高星老师在他的论文集《拼合的石器》的
前言中做过这样的阐述：“考古是一项集体、团
队的事业，每个人从一个遗址、一个领域、一个思
路尽一份力量，做一份贡献，拼合起来成就了中
国百年考古的事业！”

两个月以来，来自四面八方、学术背景不同的
学员们，在学堂梁子遗址工作、学习和生活，形成了
一个绵密的集体，共同为学堂梁子遗址的发掘与研
究和学科发展贡献着力量。

在未来的一个月，学员们还将进行学习石器打制
与使用实验、石器技术与类型分析、拼合实践和微痕观
测，实习简报、报告和论文撰写。结束考核后，学员们将
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火种带回去。

星星之火，虽可燎原，协力共进，方不溃散。我们学
习，我们实践，我们成长，我们期待！

新锐培训上学堂
梁子发掘手铲忙

第二届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研修班正在进行时
高黄文 赵文杰 王晓阳

2022年 9月 27日上午，“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
班”结业仪式在辽上京遗址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
东镇举行。至此，三个月忙碌充实的田野发掘实践和学习告
一段落，本届实训班顺利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室内整理与研
究阶段。

课程规划设计

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此
次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主办，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内蒙古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
（文物局）、巴林左旗政府协办。

实训班开设的初衷是提升从业人员的田野
考古工作能力和科研水平，培养田野考古发掘
项目负责人。将实训班开设在地处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交错地带的巴林左旗、依托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上京遗址
的年度考古发掘项目，体现了本次实训班侧
重历史时期城市考古与文化交融多元一体
的特色。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推荐，由
国家文物局核定，实训班共录取 10名一线田
野考古工作者参加实践训练。学员分别来
自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
工作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
研究所、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等全
国各地考古科研单位。此外，还有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入职
人员、赤峰文博院业务人员以及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内蒙古大学等
高校的研究生们共同参加学习。实
训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董新林研究员、汪盈副研究员
和肖淮雁副研究员担任教员。

2011 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
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
古队，对辽上京遗址开展了
系统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学术
成果；对辽上京皇 城 遗 址
的主要格局和历史沿革、
地 层 堆 积 特 点 、遗 存 保
存 状 况 、辽 金 时 期 遗 迹
遗物的年代序列等形成
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地
层堆积和时代的复杂
性、遗迹的丰富性、建
筑营造的多样性以及
系 统 的 前 期 工 作 基
础，保证了各位学员
在辽上京遗址都能
接受到较为系统科
学的田野训练，同
时也使得培训任
务和学术科研能
够齐头并进。

2017~2021
年，辽上京考古
队曾连续五年
受国家文物局
委托，承担全
国性城市考
古（开 放 工
地）专题研
修 班 的 培
训 工 作 ，
积累了较
为 丰 富
的 教 学
和管理
经 验 。

在此基础上，本次实训班在教学规划、学员管理上延续了往年研修班的优
良传统，并加以创新。课程安排从系统性和实用性出发，仍以田野发掘实
践为主干，对专家授课和研讨交流内容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室内整理和
研究内容。

田野发掘与授课研讨

2022年 6月 29日，“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开班仪式在巴
林左旗林东镇举行。翌日，训练班全体师生们即投入到紧张充实的田野发
掘实践中。

本年度实训班的发掘地点为辽上京皇城西南部的一处大型建筑基
址。按培训计划，学员们两人一组，各自负责探方发掘；同时要和辽上京
考古队队员共同作业，也要关注发掘区的整体进展。清晨迎着蓬勃朝阳
向古城进发，傍晚沐浴着光辉夕阳从工地归来。三个月田野发掘期间，
师生们栉风沐雨，从烈日当空、挥汗如雨的酷暑，奋斗到寒风料峭、傲雪
凌风的初冬。

在发掘中，为了尽可能用有限的发掘面积解决更多的学术问题，采
取了仅揭露建筑遗迹当心间及东半部的发掘策略。在完成晚期建筑平
面形制布局的清理过程中，发现了该基址有保存较好、规模更大的早期
建筑遗迹。继续通过局部的关键性解剖发掘，准确厘清了叠压在下的早
期建筑基址的台基四至范围和柱网平面格局，并进一步了解该建筑历
次大规模营建的营造次第和结构做法，为辽金时期都城研究提供了崭
新的重要基础资料，也为城市考古发掘与研究方法积累了难得的实践
基础素材。

利用发掘的间隙，班主任董新林为学员讲授了“田野考古学概论”；并
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为学员们筹划了一系列高质量的专题课
程。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陈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秦岭、张海、崔
剑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宾福，首都师范大学雷兴山，中国人民大学魏
坚，浙江大学李志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钱国祥、刘建
国、汪盈等学者的授课内容，以田野发掘技术和方法为核心，围绕考古学
的基本方法地层学、类型学等展开，辅以多学科、跨文化的学术视角，旨在
夯实学员们的田野考古基本理论知识，加深对田野发掘技术方法的理解，
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此外，还定期组织由学员主讲的学术研讨课，分享
学员自身工作和科研案例，学员相互提问启发，班主任进行综合点评，教
学相长，共同提高。

在主要课程之外，实训班学员还前往工地周边的辽上京博物馆、辽祖
陵遗址、召庙遗址等考察学习，以增进学员对城市、墓葬、手工业、佛教等
考古学研究的认识，更好地理解辽上京遗址发掘出土的实物材料，同时也
积极关注大遗址保护和公众考古宣传。

田野发掘顺利结业

9月2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本
届实训班班主任董新林研究员在巴林左旗主持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
实践训练班”结业仪式。

徐州市博物馆郑洪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安妮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韦其坚代表学员做了汇报发言。学员们表示，在实训期间初步
掌握了科学的田野工作流程，对大型建筑基址发掘有了全新的认识，学习
了精耕细作发掘和关键性解剖等新的发掘理念及方法，对大遗址的研究、
保护工作有了深入理解，期待将学到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日后工作中，为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结业仪式上讲话。他强调，实训班的目
的是有效提高从业人员的田野考古工作水平，树立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促进考古学理论方法研究和推广。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
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出全国文物考古事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考古
工作者要牢记初心使命，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老一辈文物
考古工作者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传承弘扬“莫高精神”，踏
实做好本职工作。要增强学术意识，在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始
终树立大局观和课题意识，将碎片化的考古信息编织到一张总图上，
全面、系统、多维度地认识城市历史和文化底蕴。要坚持终身学习，及
时了解、掌握、运用各类新技术手段，全面增强自身能力，主动参与遗
址保护、公众考古和宣传展示等工作，普及考古知识、展现行业形象。
结业仪式后，关强等检查了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工地和辽上京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情况。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灵魂所在。田野工作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文化遗
产保护和学术研究水平。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是对全国未来一线业务
骨干的一次集中培训，对规范各地田野操作流程、加强行业标准化建
设、促进学术交流进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保障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
展、加速培养考古人才队伍、推进考古学与多学科合作研究、提高田野
发掘水平都起到了有益的助力。本次实训班得以克服疫情影响顺利举
办，离不开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巴林左旗相关领导和
团队的大力支持。

从六月底开班至今，师生们远离故乡和家人，将汗水挥洒在辽阔的内
蒙古草原上。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严谨有序的考古工地、多元文化融合
一体的辽代都城帝陵、名师云集的专家讲座、热烈交流的学术探讨、丰富
多彩的党建活动……这一段草原都城记忆，定将与众不同。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相信满载而归的实训班学员们，终将成为各地考古事业的中
流砥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别样的草原都城记忆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纪要

董新林 汪盈 岳天懿

实训班发掘建筑基址晚期遗迹全景（下为东）

实训班学员集体刮面寻找遗迹现象

实训班田野发掘圆满结束合影学堂梁子遗址 董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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