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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是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
的基础。由科技部资助、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牵头单位，中国国
家博物馆、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河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等九家高校与科研院所作为合作
单位，共同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
与现代服务业”重点专项“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
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一期）项目。

本项目聚焦距今 10000~5000年前后西辽河
地区、冀北山地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中，康保县
兴隆遗址和尚义县四台遗址被列为代表性遗址。
这两个遗址集中呈现了冀北地区距今一万多年
至五六千年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发展的基本
脉络。两个遗址的考古队在房屋、灰坑中发现了
黍、粟、猪、狗等农业遗存，并开展了多学科综合
分析，为研究北方地区农耕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
供了珍贵的材料，为构建有关农业起源的中国理
论提供了重要素材。

为了进一步深化认识、总结经验，经过项目
组的商议，在张家口召开会议，总结项目研究进
展和研究经验，讨论如何更深入地推进规范化发

掘、精细化采样、科学化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
年代学、稳定同位素分析、植物考古、动物考古、
环境考古等科技考古方法，研究阐释农业的起
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对社会发展与文化演
进的支撑作用。

本次项目推进会安排了多场学术研讨会。首
先，项目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树芝研究员对“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形成
和发展研究”项目进展进行介绍，内容包括目前
的规范化田野发掘、精细化野外采样、科学分析
检测、技术路线等，系统梳理了项目进展情况。随
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庄丽娜研究馆员、河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赵战护副研究馆员就兴隆遗址与
四台遗址的发掘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规范化的
田野发掘为后续多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
强大的基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文瑞研究
馆员结合蒙古高原、华北地区和东北亚的考古发
现，对兴隆遗址、四台遗址、四麻沟遗址、邓槽沟
梁遗址、裕民遗址的陶器分期断代进行了详细的
梳理。复旦大学胡耀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陈相龙副研究员聚焦样品采集、实验规
范以及数据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邱振威副研究
馆员、刘文晖馆员对兴隆遗址有关植物考古与动

物考古最新的发现与认识进行了总结；山东大学
陈雪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吕鹏副研
究员、钟华助理研究员、廖奕楠助理研究员、王海
燕博士围绕四台、小高等早期农业起源及相关遗
址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分析、环境考古等
议题进行报告。

汇报结束后，专家组成员充分肯定了该项目
自立项以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从植物考古、环
境考古和年代学的角度提出了未来研究工作的
相关意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精确化的实验与
科学的分析助力课题组高水平成果的产出，多学
科视角下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与形成发展
过程逐渐清晰。

自由讨论环节，与会专家与项目组成员就兴
隆遗址、四台遗址等发现的距今八千年前后炭化
粟、黍等植物遗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被普遍认
为是全球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尤其在中国北
方地区，粟、黍旱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成为
研究的焦点。近年来，通过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不
懈努力揭示了中国北方地区距今约 10000~5000
年前的历史图景。大约在距今 10000 年前后，西
辽河、冀北山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先民在持续强
化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同时，开启了粟与黍的

栽培以及狗与猪的驯养。其中，项目组新近发表
文章指出，兴隆遗址出土了距今 7600 年左右的
黍，与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同时并列最早的直接
测年的炭化黍。一些遗址距今 9000 年前后的堆
积中，还发现了炭化黍粟等植物遗存，为旱作农
业起源和发展提供新证据。来自四台遗址可食用
核果类木材考古的确认，以及小高遗址大量大豆
属炭化种子的发现，都为我们认识旱作农业起源
阶段其他植物资源的多样化利用提供了新的线
索。项目组对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发展过程研究
显示，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
提升，驯化动植物逐步代替野生资源成为人们最
重要的植物来源，农业种植结构和土地利用方式
也在不断调整，这与新石器时代人口和聚落规模
的增长，文化的繁荣发展相契合。

田野考古的扎实推进为深入研究旱作农业
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而
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也为我们揭示了更为精彩的
历史画卷。在植物考古领域，来自植硅体、淀粉粒
以及大植物遗存等各类材料的信息更为清晰地
勾勒出了北方旱作农业的生业模式与生业结构。
环境考古方面，多样的环境指标再现了古代环境
的面貌，为后续深入探讨人地关系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年代学方面更是丰富了研究的时代框架，
特别是近年来对重点遗址的大植物遗存进行直
接测年，揭示了更为精准的时间轴。与此同时，多
学科的视角以及技术手段与实验分析方面的不
断突破，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北方旱作农业起
源、演变和发展过程的认知，同时也为相关领域
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为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索
这段悠久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然而，如何通过现有材料进一步丰富中国北
方旱作农业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细节与线索？如
何在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将田野考古与科技
考古进一步深度融合？如何以本次课题项目的研
究成果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都将在未来研
究工作的点滴中逐步酝酿汇成答案。

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不
仅是目前亟待攻关的基础科学问题，也是考古学
走向多学科深入融合发展的试验田。未来，课题组
成员将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就深化考古学与科技考
古的融合、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提炼创新性成果
等方面多花力气、多下功夫，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
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
国国家博物馆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你好、你好”，在 2023 年 3 月 9 日 18 时的
2201 教室，一位社交恐惧症患者正在大谈他的
网络交友之道。这其实是中国人民大学王晓琨
老师《考古纪录片制作与欣赏》的课堂，分享的
这位正是课堂的特邀嘉宾之一——央视纪录片
导演崔宇。他从一个社恐人士的网聊经历谈起，
徐徐引入到纪录片文案写作，为同学们带来了
一场关于“考古文博类纪录片文案写作”别开生
面的课堂。

《考古纪录片制作与欣赏》课程是中国人民
大学王晓琨副教授于 2018 年秋季学期开始开
设，旨在通过对考古纪录片的制作与欣赏，提高
学生对考古学的直观认识，增强学科兴趣体验，
更好地普及考古知识。课程建设得到了人民大学
艺术学院动画新媒体专业赵前教授、央视崔宇、
马凯、习昆等导演们的大力支持，课程在专业性
和趣味性上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成绩，2020 年
成功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校金课建设
推进平台计划”。

崔宇导演作品丰富，如执导耳熟能详的《如
果国宝会说话》《我从汉朝来》等纪录片；撰写《红
楼笔记》等著作；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提
名、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学院奖、广州纪录片节
金红棉奖以及一系列行业奖项。

第一堂课 四个圈里看文案

逻辑、句式、认知 6 个大字醒目地出现在
PPT上，崔宇老师认为文案的撰写主要由这三大
要素构成，第一节课他将主要从“逻辑”方面展开
详细介绍。

崔老师自称为“健身大师”，认为健身的秘
诀就是简单的动作重复做，重复地做简单的动
作。而大道至简，世间万物总有相通之处，那么
健身也是与文案有所关联的。这二者的关联就
在于逻辑，健身的秘诀中蕴涵着重复的逻辑，文
案写作中同样呈现出引人入胜的逻辑。崔老师
从网聊讲起，从话题终结者到一聊五小时的网
络社牛，他正是在对话中寻找逻辑，使话题不断
深入进行。崔老师还叙述了如何从网聊照片中
寻找新话题的开启点：有树，就说说是什么树；
爬山，就来判断一下什么天气。一张照片中的小
小事物，都可以成为开启话题的钥匙。就这样，
崔老师带领同学们在网聊的世界里徜徉，自然
而然地总结出“近推、远拉、平行、抬升”的文
案写作秘籍。

“近推、远拉、平行、抬升”其实就是四个有
所关联的大圈，文案写作就在这四个圈中“摸爬
滚打”。崔老师总结道：所有的书写都离不开这
四个逻辑，在四个圈里来来往往就能成就文案。
随后，同学们在欣赏纪录片《卢浮宫的珍贵艺术
与故事》的同时，体会着这四个大圈的灵活运用
方式。

崔老师指出，文案写作对于纪录片具有重
大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为什么我要在乎？”。考
古纪录片不是一项严肃的科研记录，而是面向
大众的文娱产品；既要有科普性质，更要充满吸
引力。从埃及深井之下的坟墓到中国南海古沉
船，崔老师带领我们从对比中反思“什么是真正
的好纪录片”。文物，从历史长河中慢慢浮现全
貌，有积淀、有深度、有美感；只是它们往往被泥
沙覆盖，需要文案写作人轻轻拂去它表面的污
浊，展露它的光彩。从文物或遗址带给人的直观
感受、社会认同、稀缺性、丰富性或是未知性，我
们都能感受到“在乎”。这就是文案写作需要做到
的，让文字展现“在乎感”，让文字带领观众走进
文物的前世今生。

第二堂课 笔下万般滋味生

2023 年 3 月 16 日，崔宇导演再次走进人大
课堂，带来第二节的考古文博纪录片文案写作
课。本次课堂聚焦“解说词的实战演练”，让同
学们也当一次文案写作人，体验“笔下万般滋

味生”的感受。
一颗苹果跃然纸上。这是一颗普通的苹果，

怎么用文字将它变得不平凡呢？这就需要找好描
述的角度——人有五感，看、听、嗅、尝、感；从这
个五个角度出发，一颗苹果可以是红润的，可以
是香脆的，可以是砸中牛顿的；它可以只是一颗
苹果，也可以是世间万物。由此，崔老师引出《江
南春词意图卷》的文案写作。《江南春词意图卷》
是一张模糊的照片，如何在模糊的照片中寻找春
色？既然视觉受限，那么就需要其他的感官去感
受。于是“吸一口来自江南的春风”就这样诞生
了。借由此画，同学们不禁联想到古代诗人们描
写景色的名篇佳作，“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
近酒家”“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
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从这些耳熟能
详的诗句中，我们能进一步体味多感官描写所带
来的细致感受。

接下来，崔老师又带大家回归文案写作圈
——“近推、远拉、平行、抬升”，进一步从空间和
时间两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先是空间：以曹操
的《蒿里行》为例，从义士起兵到白骨露野，既远
拉又平升，多种视角的转换使整首诗呈现一种
大开大合之势。又举苏轼《赤壁赋》为例，看诗人
如何在极大与极小之间来回切换，营造一种空
旷浩渺的氛围。然后是时间：崔老师举杜甫的名
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以星辰的变化突
出了时间的飞逝，让同学们品味古诗中的“白驹
过隙”。

总而言之，崔老师认为解说词的表达主要有
三大维度：一是五感觉——看听嗅尝感；二是时
间——过去现在未来；三是空间——远近中特
微。三大维度运用得当，文案必定妙笔生花。

最后，崔老师通过看图找逻辑的形式，带领
同学们进入寻找中心思想环节。并列、对立、递
进，是寻找中心环节的三个主要方法。崔老师以

《六国论》引入，又举《动物世界》《舌尖上的中国》
《故宫一百年》中的解说词作为代表，使同学们穿
梭在非洲草原、民间小巷、宏伟紫禁城，在抽丝剥
茧中感悟纪录片的中心所在。

第三堂课 从巴芬岛到香格里拉：纪录片
中的“故事”设计

课堂的开篇是欣赏纪录片《北方的纳努
克》，由此引出了这堂课的主题：如何给你的故
事加点料。

首先是故事的动机与困难。以纪录片《地球
脉动》的开篇为例，南极，正是极夜之时，雄性帝
企鹅要留守在这块寒冷之地，孵化他们的孩子；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北极，北极熊妈妈才从漫
漫极夜中醒来，带着她的两个宝宝前去觅食。

故事有了，下一个环节就是如何解决问题。
在这一环节中，崔老师带同学们分析了为什么企
鹅的故事放在《地球脉动》的最开端，因为它体现
了团结这一价值观，而在解决问题之中，是最容
易植入价值观的。

接着，由《地球脉动》引出了与其使用同样故
事模型的《舌尖上的中国》：卓玛与妈妈在香格
里拉的大山深处寻找上天的馈赠——松茸。在
这部纪录片中，多次出现烹饪松茸的场面：油脂
在烧得沸腾的铁锅上融化，松茸切片，下锅翻
炒，滋滋作响，香味四溢。这就是故事的最后一
部分：奖赏。

卓玛在松茸市场上奔走，她忧心于自己摘得
的松茸品质不太好，在市场上卖不出高价钱。纪
录片定格于卓玛忧心忡忡的面孔。一个故事结束
了，但新的动机困难出现了，新的故事又开始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人生何处不相逢？
尽管我们与诸位《考古纪录片制作与欣赏》课堂
的老师们在人潮人海中相逢又分离，但是正如纪
录片中故事的循环，我们的人生也在不断延续，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再次相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
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如何把考古的“爆红”变“常红”？

作为贵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
间最长的一处墓群，在荣获“2022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后，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成为
贵州考古“霸屏”社交媒体的热门词汇。

历年贵州获得的八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恰好串联起贵州从史前到宋明的历史。

“以考古的方法看历史”，成为大众了解“史书
以外的贵州”的又一渠道。

延续近 1400 年的古墓群“新”在哪里？获
得“考古年度彩蛋”，“彩”在哪里？抛开学术性，
作为考古“小白”，大众能从这一墓群，破解哪
些知识点？

4 月 27 日 ，《强 国 讲 堂“ 十 大 考 古 六
进”》——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首场讲座，
在贵州师范大学开启“圈粉”模式。

近百张信息量十足的PPT，带来一堂干货
满满的考古公开课。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发掘领队周必素来
看，促进考古成果向社会转化，进高校“抖干
货、抛亮点、炫宝贝”，是拿下“十大”后必须要
完成的事情。

讲座开设的线上选座，开放不到 10分钟，
就出现一座难求现象。

“大家对考古‘路转粉’的这一小细节，不
仅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影响力的体现，更反
映出大家对贵州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的增
强。”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刘瑾说。

考古进校园，一场看似“按头强学”的考古
讲座，从学术性到趣味性，数十个“硬核”知识
点让同学们听了提气又提神。

“信息量大到扑出来，没人会打瞌睡！”贵
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22级文物与博物
馆学学生刘欢歌说，第一次近距离和考古人接
触，系统了解考古发掘项目发现、认知、意义，
让他更加真实、直观的感受考古从“证经补史”
走向“考古写史”的过程和魅力，“这样学历史，
挺有趣！”

“我们看到，新时代考古既在探源，也在育
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院长黄
诚告诉记者，以学术性、趣味性与育人性为一
体的“教”，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学”。

考古不仅要挖得好，也要展示得好，还要
讲得好。“除了对价和值意义的提炼，如何推动
考古成果全民共享，也是一个课题。我们将继
续及时和大众分享考古文化，消除考古学与大
众的距离感，这样才能把考古的‘爆红’，变为

‘常红’。”周必素说。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考古？

从“出圈”到“回归”，贵州考古更在于回归
社会大众，进而进行“融圈”。而回应社会关切
的考古讲座，也成为公众文化活动和文化享受
的一部分。

5月22日，“工作进展最慢”的考古，和“网
速最快”的中国电信进行了“一场跨越 1400年
的遇见”，用最新的发掘成果，回答“今天，我们
为什么要‘追’考古？”

在近百页PPT展示中，大家看到贵州考古
人的拼劲、狠劲和较真劲。

“我们用不到10年的时间，以5个十大、一
个田野考古一等奖这样实打实的奖项，给了

‘贵州有古可考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周必素
的这句话，引来全场自发鼓掌，也让大家踊跃
提问，在线“考古”。

“有了文化自知，我们才能有更强的文化
自信。”中国电信贵州公司团委副书记邬妤娇
说，考古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频频

‘出圈’的贵州考古，让我们对探索贵州文化充
满了好奇和期待，也让我们第一次系统了解考
古工作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整个讲座十分
有意思，非常有意义！”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十大考古走进景
区，来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海龙屯。

“这是在 201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发掘地，讲 2022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掘
成果的有趣讲座。”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
局局长吉桃表示，新的考古发现将“讲好贵州
故事”的接力棒传了下来，“考古既是学术探
讨，也要全民共享，作为贵州唯一的世界文化
遗产，海龙屯不仅是讲故事的载体，也是展示
贵州文物故事的最佳窗口。”

让社会了解和理解考古新发现的价值所
在，从而让社会关心和主动参与，输出考古“新
鲜感”的又一目的地，落脚在人气最旺的公园。

7月2日，“大松山墓群发掘与收获”以“移
动考古课堂”的形式亮相贵阳观山湖公园。数
十张高清知识脉络图铺满 50 米长廊，让来往
市民游客了解考古知识、拓宽视野。

现场，来自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80、
90后”青年考古人当起讲解员，为来往市民、游
客讲解发掘始末和收获，用青年考古人的严谨
与专业，展示着考古事业中青春而充满年轻的
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宝藏！”“95后”胡先琼是位
汉服爱好者，来公园拍照打卡的她，意外观看
了这场考古成果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贵州
也称得上是宝藏贵州，从考古的视角了解一座
城，以考古的方法看历史书籍之外的贵州历
史，更加深了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胡先琼说。

在新区建设面前，考古真的重要吗？

历时半年多的考古发掘，让当地村民知道
村里“到底挖出了啥，东西有多重要，考古发现
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是推动考古走向
大众的关键一环。

带考古成果回到发掘地！7月6日，在大松
山墓群所在的马场镇平寨村村委门口，由数十

张展板组成的知识点，将大松山墓群的发掘与
收获完整清晰地展现出来，让村民足不出村，
就了解脚下这片土地近 1400 年来，都有着怎
样的遗存。

村民对脚下的土地、考古工作有更多了
解，对今后提供考古线索、帮助考古发掘、保护
文物等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而比起学术价
值，让村民感受更强烈的，是对自己家乡和民
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考古发现在逐渐融入村民生活的同时，也
将改变着他们的生活。

“这些丰富的考古成果，让大松山墓群关
注度越来越高，村里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也让
村民有了更多发展的希望。”贵安新区马场镇
栗木村党支部书记曹政涛说，考古促振兴最直
观的表现，是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看到大松山
墓群的热度后，产生了回家乡发展农文旅的念
头，“未来，大松山墓群原址将修建遗址博物
馆、考古标本库房，将成为我们村的最重要的
文化符号。”

挖掘文化基因、梳理文化脉络、提炼文化
符号，贵州考古也用多种方式助力贵安新区文
化多样化的发展。

7月15日，“十大考古进机关”来到贵安新
区，和 545 位部门、街道乡镇负责人以考古的
方式认识脚下的土地。其间，还通过网络直播
让公众更好地参与进来，让考古更好地普及出
去，构建公共考古的传播交流平台。

“贵安是全国新区建设中，考古成效最好
的。”说这话的底气，是贵州考古6年拿下牛坡
洞遗址、招果洞遗址、大松山墓群三个“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的自信。

随着各时期遗存的陆续亮相，讲座既是一
次“亮家底”的分享，更是“看谋划”的鼓劲，并
正面回答新区建设和文保的“冲突点”——考
古会影响城市建设吗？

“丰富的遗迹将给新区的魅力、活力、竞争
力，再添重要砝码。”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熊列认为，在推动“强省会”建设
中，贵安新区将考古前置落实到位，是把考古
这块城市建设“绊脚石”，变为城市发展“垫脚
石”的最佳案例，“一座城要立得住，关键是传
承好自己的文脉，而考古赓续了贵安新区的历
史文脉。”

“中国百年考古学的价值，不仅是学术意
义，还体现在满足公众好奇心、坚定文化自
信，进而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对此，周必素表示，从“进校园、进企业、
进景区、进公园”，再到“进乡村、进机关”，贵
州将不断创新公众考古活动形式，为做好考
古研究成果的活化利用，推动考古成果全民
共享做出有益探索，也促进考古成果的发展
和保护。

而这也生动诠释着，“历史文化遗产不仅
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作者单位：多彩贵州网）

探索多学科视角下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廖奕楠 邱振威 赵战护

优秀考古纪录片的文案
如何炼成？

赵力诺 袁梦 吴丽蓉

全国十大考古“六进”系列活动
——从“开盲盒”到“架桥梁”看公众考古的贵州实践

应腾

4月27日，在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

墓群荣获“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第31天，由中国文物报社、贵州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学习强国贵州

学习平台、多彩贵州网协办，《强国讲堂

“十大考古六进”》系列活动正式开启。

在三个月时间里，考古人以七场公

众考古活动，将考古从“开盲盒”到“架桥

梁”进行生动实践，回答关于公众考古的

三个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