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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8日，第二届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培训研修班于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学堂梁子遗址举办开班仪式。本届研修班是
针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目前专业队伍小、合格的考古项目负
责人和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而开展，旨在帮助学员了解国内外旧
石器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和前沿进展，了解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研究
方法并掌握相关技能。时光飞逝，课程与实践已然走到尾声，八位
学员在此期间认真学习，积极实践，于11月6日顺利结业。

“知为行之始”：于理论课程中提升素养 本届研修班历时
三个月，先后有 20位各领域的专家或前往遗址，或囿于疫情防
控，于线上进行了共计 37次授课，贯穿了培训始终。班主任高星
研究员在承担主要的教学任务之余，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各领域专家为学员进行授课。

高星老师讲授了考古学绪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简史，人
类起源与演化概略，现代人起源研究进展，旧石器时代考古实践
中的地层学，旧石器时代石制品的判定、分类与描述，旧石器时
代用火证据的提取与分析，考古报告-研究论文撰写要义等课
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邓涛、王社江、裴
树文、付巧妹、邢松、饶慧芸、关莹、张晓凌、葛俊逸、张乐等老师
为学员们讲授了新生代哺乳动物的演化与环境，分子古生物学
与人类演化，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埋藏学，更新世古人类活动遗
址形成过程，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残留物分析理论与实践，石器
功能研究的微痕分析理论与实践，旧石器时代石器原料鉴定与
分析，大秦岭地区的旧石器研究进展，脊椎动物演化与古人类-
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的年代学等课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
庞树鑫老师讲授了激光雷达技术在考古文博领域的应用；北京
大学的夏正楷、张弛、李锋老师讲授了旧-新石器文化过渡的环
境背景，以堆积物为中心-关于田野考古的若干问题，旧石器时
代遗址野外发掘操作规范讨论等课程；中央民族大学的彭菲老
师讲授了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数字化发掘案例-以水洞沟与鸽
子山为例；武汉大学的李英华老师讲授了旧石器技术的新探索
与思考；吉林大学的王春雪老师讲授了石器绘图；南京师范大学
的邵庆丰老师讲授了地层的数字定年方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的徐新民老师讲授了浙江旧石器调查与发现。这些课程内
容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和相关理论与方法及相
关的古人类学、考古年代学、哺乳动物学及生物地层学、动物考
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分子古生物学、具体研究案例等方面，
使学员们在理论上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和相关领域有了更深的认
识，对领域内热点问题和学术前沿有了更好的了解，更为之后的
操作实践、材料整理与标本观测、简报-报告与论文撰写奠定了
良好基础。

“行是知之成”：在实践操作中磨砺成金 实践操作内容包
括考古发掘、发掘现场测绘与记录、野外调查、地质地貌地层观
察、地层与环境及年代样品取样、石器模拟打制与使用、石制品
观测与绘图、人工取火等。学员们参与了学堂梁子遗址核心区的
发掘工作，并在遗址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对遗址周边的地质
地貌地层有了一定了解。在发掘和调查的过程中，学员们掌握了
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方法，能够熟练使用相机、全站仪、无人机
等仪器。在发掘和调查之余，学员们进行了石器的打制和使用实
验，制作各类石制工具并用其肢解动物、切肉剥皮、砍伐树木等，
进一步深化了对石器技术与用途的理解。在实践操作后，学员们
融汇所学，对发掘、发现和实验制作的石制品进行了观察、测量、

描述与绘图，并完成了调查、发掘和实验报告，通过古今对照，解
读古人类认知与技术，复原古人类生存图景。

“知行合一”：在橙黄橘绿时稇载而归 经过各项学习实践
和综合考核，学员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了有关人类起
源与演化研究的现状和前沿进展；进一步领会了旧石器考古及
相关学科的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进一步明晰了最新的田野调
查、发掘、记录、采样的技术、方法和操作规程；进一步掌握了对
文化遗物遗迹进行分类、观测、描述和分析的技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撰写考古报告与研究论文的能力；增强了做一名合格
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业人员和考古项目负责人的意识、责任感
和能力。培训期间，学员们勤奋自律，努力学习与实践，克服了
疫情带来的困扰以及来自工作单位和家庭的困难和压力，取得
了知识的收获和业务能力的提升。同时，学员、队员间建立起了
密切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关系融洽、比学赶帮超的团队和大
家庭。

度过炎炎夏日，已是收获时节，2022年 11月 6日上午，第二
届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培训研修班结业仪式暨座谈会在学堂梁
子遗址考古方舱会议室举行。

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姚天国局长主
持了结业仪式。仪式开始前，研修班学员为线上与线下的参会嘉
宾播放了自制的学堂梁子遗址宣传视频，视频由街采开始，以社
会大众对学堂梁子遗址的认识为引，展现了学员们三个月来的
培训收获。研修班班主任高星研究员首先对本届研修班的开办
情况做了说明，对培训的成果进行了总结汇报；研修班副班主
任、学堂梁子考古项目负责人陆成秋副研究馆员代表教师发表
了结业讲话。随后，邓涛所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勤院长、
本届学员代表付琼耀、首届研修班学员代表陈苇、十堰市文化和
旅游局童华副局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考古处陈飞处长、国家
文物局考古司闫亚林司长依次进行了讲话，对培训成就表示肯
定，对主办单位和授课教师表示感谢，对学员结业表示祝贺，
并祝愿学员们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后能学以致用，使我国
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枝繁叶茂、红红火火。在欢快的
乐曲声中，班主任高星与副班主任陆成秋为研修班
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结业仪式落幕。

6日下午，学堂梁子考古项目负责人陆成
秋主持座谈会。班主任高星研究员在会上进
行了本次培训的总结主旨演讲：《如何做
一名优秀的考古领队》。他期望各位学
员能够成为优秀的考古领队，能够做
到：引领好项目，取得佳绩，获得同
行认可与好评；团结同事，关心队
员，形成和谐有向心力的团队，
让考古工地充满快乐、希望和
活力；最大化争取和利用资
源，营造友好的社会环境，
使考古项目运转顺遂；带
领团队产出丰硕成果，
在提升自身学术能力
的同时，能使考古队
员有成就感，有上
升 的 空 间 与 渠
道；做好规划，有
计划有谋略，

保障团队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安排，注重效
率，有高的产出率；善于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
高，与时俱进，做行业的引领者。

座谈会上，两届研修班学员在线下-线上纷纷
发言，对在研修班取得的收获、在培训中发现的问题
和有关未来工作的设想与建议进行了充分交流。中国
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多位顾问与专家们也对
本次培训的圆满举办表示祝贺，并从人才培养、行业培
训和学科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专委会主任王
社江进行了总结讲话，他表示，举办研修班对于学科的发
展而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学员们在未来的工作中
取得佳绩，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尽可能的贡献。

八位学员在田野发掘中磨砺信念、锻造技能，在理论课
堂上汲取真知、畅谈灼见，也在朝夕相处中收获了坚实而纯
真的友谊。相信学员们还会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学术交流与合
作，延续在此结成的友谊，在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并肩前行，他
们永远是“学堂梁子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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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更离不开考古人和考古人
的接续奋斗。祝愿各位学员作为旧石器时代考古一线工作者，
能够携手共进，成为星星之火，为迎接我国旧石器
时代考古的高光时刻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
古学院 湖北兴山县
文 物 事 业 管
理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履行
“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要积极培养壮大考

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
后继有人、人才辈出”的神圣使命，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吉

林大学考古学院于2022年8月至12月，在山西夏县承办2022
年田野考古训练班，严格执行培训计划，共培养学员17名。

训练班学员们是能够胜任新形势新任务、掌握新技术技能
的田野考古领队，是提升田野考古水平、保障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

关键，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有生力量。
为总结培训经验，全面提高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培训水平和质

量，推动中国考古学事业向前发展。2022年12月15日下午，“2022年国
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山西夏县）结业仪式”在吉林大学考古学

院山西运城夏县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举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乔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昇，国

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辛泸江，国家文物局考古司考古管理处处长胡传耸，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刘冉、张艺璇，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白雪冰，山西省文物

局文物保护利用处副处长张喜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运城市文
物保护中心主任卫龙，夏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旭海，吉林大学

学位办公室主任兼研究生院副院长段天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方启，吉
林大学考古学院教师林森、王震，以及 2022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
全体学员出席并参加仪式。会议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党委书记王巍主持。

仪式第一项，由方启做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山西夏县）工作报
告。方启从发掘收获、教学任务、专题报告、学术研讨、主题活动、教学成效等方面，
汇报了 2022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山西夏县）的工作情况。此次训
练班训练时长符合要求，训练计划按时完成，训练效果显著，学员成绩斐然。

段天璟代表吉林大学校长张希院士和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教授，向支持训练
班工作和考古事业的各级党政部门表示衷心感谢，向各位专家老师们致以崇高的
敬意，向各位学员同志们表示热烈祝贺。段天璟表示，参加此次训练班的学员来自
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肩负着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殷切希望，承担着探索未
知、揭示本源、续写历史、传承创新的光荣使命。在训练班举办期间，各位学员同志
们在指导教师的辛勤指导下，锻炼了考古技能，增强了学术能力，取得了重要收
获，展现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严谨认真、活跃思想的考古精神。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方启，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师林森、王震分别为来
自10个省、市、自治区的训练班全体学员颁发校友证书。训练班一百二十天的朝
夕相处使学员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学员们珍藏于心，念念不忘，将归属感与荣

誉感转化成责任感与使命感，团结一心，砥砺前行。
学员代表马晓娇和夏浙新依次发表了训练班培训期间的所学、所获、所感，对于

2022年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运城夏县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经历的一百二十天
的实训给予了高度肯定，对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和运城市、夏县各级党委政府的
领导和支持表示感谢，对训练班教师团队的无私指导和辛勤培育致以崇高的敬意。

乔梁代表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教员对参加本次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的学员们表
达了衷心的祝福，乔梁表示，通过四个多月的系统学习，各位学员掌握了基础且理念
先进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定可以担负起更多更重要的考
古任务。

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教员乔梁、马昇为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全体学
员颁发结业证书。学员们通过系统的培训，成为了“既能文又能武”的考古人才，既能
用手铲又能用电脑的科学人才，既能下方挖土又能统筹管理的领导人才。学员们在观
念上树立了现代化田野考古的工作意识与自觉，了解和掌握了田野考古操作的新技
术，田野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且具备组织和编写较高质量田野考古
发掘简报和报告的能力，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重要一线力量。

卫龙对2022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的圆满收官表示祝贺。运城作为
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地下文物遗存丰富，文化脉络完整有序。卫龙希望，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更多的专家学者多多关注运城，支持运城文物、考古工作，以运城为基地开
展各项学术研究。

白雪冰代表山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对山西考古工作的重视及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向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和所有为训练班学员授课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
敬意，向训练班的各位学员表示热烈的祝贺。白雪冰表示，山西省文物局将持续积极
配合国家文物局，承接更多类似的训练班，并希望训练班的学员们能与山西省文物考
古工作者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奉献智
慧和力量。

辛泸江代表国家文物局于线上向山西省文物局、运城市和夏县各级政府、吉林大
学考古学院表示感谢，对此次训练班承办方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训练成效表示高度
认可，对学员们在培训期间的刻苦钻研、辛勤工作表达了赞许。辛泸江表示，当前文物
考古事业蓬勃发展，人才需求日益增大，国家文物局长期致力于考古文博人才的培养
与提升。辛泸江希望，学员们继续不忘初心，深入实践，为中国考古事业贡献力量。

王巍指出，此次结业仪式，总结了 2022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的教
学成效和培训经验，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训练班的学员们
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运城夏县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
并展望了训练班的举办前景和发展态势，彰显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作为承办单位的
能力与责任，有信心做好中国田野考古培训教育攀登高峰的坚强基石。吉林大学考古
学院将持续履行中国考古教育的神圣使命，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考古学而奋斗！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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