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关注
2020.8.6 星期四 编辑 刘蓓 校对 祝东阳

河
南
鸿
雁
国
旅地址：诚朴路东城国际1B23楼 电话：18537500900 许可证号：L-HEN-CJ00054

★老界岭＋中原第一漂（鹳河）纯玩
两日游 398元

★老界岭＋内乡宝天曼漂流纯玩
两日游 398元

★老君洞纯玩两日游特价298元
★恐龙谷漂流一日游特价138元/人
★西泰山天天发
报价:138元，1.4米以下小孩88元

★灵山秀水阿婆寨
特价99元，6人以上天天发

★庐山避暑双卧4日 1160元
★绝美武功山双卧4日 1350元

★山西免门票！山西免门票！
山西全景纯玩6日游特价599元

（10日发团，后每周一发团）
所含景点：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壶口瀑

布、五台山、北岳恒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雁门关

晋祠、东湖醋园、八路军纪念馆、大同古城

★船进三峡、体验豪华游轮、船过葛洲坝
船闸赏两坝一峡两日游特价69元

（8日发团，服务费船票188元上车交导游）
★黄山千岛湖4日游特价199元

（每周五发团，服务费160元上车交导游）

在北大学考古，徐斐宏认
为，不仅收获了学识，思维方式
也得以训练。他说，开展考古，
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的基本
时空关系，考古学最基本的方
法——地层学与类型学，就是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以此为基础，
再以相互联系的视角考察遗迹
遗物，“不光是考古，干其他行业
或者很多具体的工作，都可以应
用这种思维方法，这一招听起来
简单，但是很实用。”

燕园求学十载，除了学术
的熏陶与人文的浸润，卢亚辉
认为，自己还深刻体会了两个
字——坚持，“是像樊锦诗先生
一辈子对一件事的坚持；是自我
学术训练，遵守学术规范的坚
持；是做好学术规划，驰骋于广
阔的学术研究领域，聚焦重大学
术问题的坚持；是潜心学术，耐
得住寂寞的坚持。”卢亚辉如今

已成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青
年学者，他像许多前辈一样，执
笔著文，为历史写生。

至于网友们担心的没“钱
途”，卢亚辉并不赞同，优秀的学
生可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里教
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亦可以在
田野里挥舞手铲，释无字天书。

奚牧凉的博士研究方向相
当小众，聚焦于公众考古、文化
遗产与社会关系。他开玩笑，与
考古相比，“这个方向更孤独”。
身为“90 后”的他，找到了新的
研究工具，他创办了公众号“挖
啥呢”，从事考古相关的科普，
分享考古圈日常，也发表对社
会问题的看法，并借此观察社
会现象。他还关注抖音上的文
化遗产和考古，这是一种新的文
化现象，“背后可能映射着当代
社会对于政治、集体心态和历史
的态度”。

“我们有幸见证一个中国考
古转型的大时代，有着无数学科
增长点亟待年轻人挥洒才智。”
奚牧凉分析，目前，中国考古的
前景也绝不是“面朝黄土背朝
天”唯一一种模式了，传统的考
古学生少有通晓理科者，但现在
几乎每个考古流程都仰赖科技
的帮助，酷酷的考古极客会越
来越吃香；考古在社会公众间
越来越热，但真正擅长传播学、
社会学、文化研究的‘社会人’，
仍屈指可数，被千呼万唤；更深
层次的，还有那种精通外文、放
眼世界的综合性人才，他们关
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思
考中国考古之于世界考古理论
与方法流变的位置，甚至在未
来，他们之中就有人将重构中国
考古的学科范式。他说，这些都
是钟同学等“后浪”们大有可为
的方向。 （任敏）

留守高分女孩学考古引争议 三位“大师兄”现身说法

在北大学考古是一种幸福
从高分报考古被疑没“钱途”，到喜提全国考古圈“团宠”、北

京大学点赞、樊锦诗先生回信……过去一周，湖南留守女孩儿钟
芳蓉和北大考古屡次登上热搜。在北大学考古到底是一种什么
体验？北京晚报记者采访了 3位从北大考古学本科一路读到博
士的燕园学子，他们讲述了在这个“冷门”专业中的求学故事。

“十年，我见证了考古专业从
‘调剂专业’到‘网红专业’的历
程。”与部分同学被调剂到考古专
业不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
奚牧凉是主动为之，他是理科生，高
考时无法直接报考古专业，于是先
选择了文物建筑专业，刚入学就申
请转至考古专业，“幸好，开明的学
院批准了申请，让我圆了考古梦。”

北大考古实力相当“硬核”，这
是中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在
全国排名第一。这里的课程体系
设置丰富而完备。奚牧凉说，对于
本科生，除常见的公共必修课、通
识课以及中外历史、考古学导论、
博物馆学概论、古典文献学基础等
学科基础课程之外，“硬核”专业课
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前人
挖出来什么东西”，即中国考古发
现成就，主要是《中国考古学》。课
程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时代大
致分为6个时间段，三个学期内，6
位老师将带来 6 次课程。还有多
种专题类课程，包括《中国古代陶
瓷》《中国古代青铜器》《丝绸之路

考古》《地中海考古》等。第二类是
“怎么挖”，主要是从事考古工作相
关的理论、方法技术类课程，包括
《田野考古技术专题》《动物考古》
等。第三类是“真刀真枪地去挖”，
主要是田野考古实习，12学分的课
程，持续一学期，安排在大三。

来自河南商丘的卢亚辉2009
年考入北大。他坦言，入学前只从
电视栏目中零星获取了一些知识，

“选择考古，更多是出于圆梦北大
的现实考虑。”入学后，卢亚辉发
现，幸福感很高，可以聆听名师讲
授丝绸之路上下几千年的考古往
事，也有机会了解专家对周原汉墓
的新看法，还能向老师请教版本目
录的艰深学问。因为学院隶属于
北大人文学部，很多学部内文史哲
课程可供自由选择，例如《中国历
史文选》《中国哲学》《西方文明史
导论》等。“如果学有余力，还可以
去历史系、中文系、社会学系等兄
弟院系‘蹭课’，扩展自己的知识和
眼界。”在本科和博士阶段，卢亚辉
自己就旁听了不少历史系的课程。

在北大学考古，若论最难忘、
最独特的经历，非田野考古实习莫
属，这是延续 60 多年的老传统。
如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已在陕
西等多个“文物大省”建立了14个
考古实习基地，每一届考古专业的
本科生前往基地，大家戏称组团

“挖土”。
据统计，自1990年国家文物局

开始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以
来，北大师生参与的重要考古发现
已达 34 项，位居全国高校首位。
对田野考古的重视和大力投入，让
北大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田野考古
课程中独树一帜。不少学生就是
在考古实习中，见证了地下文物的
重见天日。2003年年底，北大师生
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附近意外
地发现了两片先周时期的甲骨文，
是我国首次发现的龟背甲骨，上面
刻画的文字有50余个，刷新了在此
之前全国在一片甲骨上发现32字
的纪录。2014年，同样是在陕西，由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等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周原
遗址考古发现一套豪华的“青铜马
车”，堪称西周“第一豪车”。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徐
斐宏大三时，也曾在周公庙遗址参
加田野考古实习。当时，发掘区被
划分为一个个整齐的5×5米的方
块，名为探方。每位实习生都变身

“探长”，既要俯身刮土，又要静坐
绘图。他们要根据土质、土色等信
息，仔细辨别待发掘的遗迹单位，
透过蛛丝马迹确定下一步发掘计
划，并完整记录相关信息。

“我的探方比较复杂，涉及20
多个不同时期的灰坑，指导老师的
要求也很严格。厘清探方里各个

遗迹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挖明
白’，的确费了不小的功夫。”徐斐
宏认为，收获也很大，“能接受这样
系统、完整的田野考古训练，令
人非常难忘，是一笔能受用终身的
财富。”

奚牧凉的实习地在山东东平
陵，他解释，这里过去是一处城址，
相当于汉代济南郡国衙署所在地，
他们的任务是发掘配殿建筑。他
的探方里发掘出了一份类似石磨
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柱础石，虽
不起眼，但是连续好几个探方都挖
出了柱础石，联系起来就有价值
了，它标示出这个房子的柱网结
构。”就连小小的铺地砖也有用处，
铺地砖的朝向与建筑走向类似，代
表建筑的位置。

古代建筑的柱础分为明础、暗
础，开工前，指导老师叮嘱，如果有
坑预示可能是暗础，千万不能挖没
了。为此，奚牧凉花了很长时间观
察土层，以辨别是否有坑，“后来证
明是明础，我如释重负。”他说，通
过这次发掘，了解到了汉代建筑结
构特点，借助遗址布局，可以研究
宫殿与城址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学
术价值。

考古实习，是一道分水岭，更
是试金石。有人结束实习，毅然决
定转行，也有人继续跋涉。敦煌研
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当年正
是参加北大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宿
白先生带领的田野实习时第一次
来到莫高窟，与之结缘。她说：“我
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
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几十年后
的 2006 年，她完成敦煌石窟考古
报告第一卷初稿后，还专门送给宿
白先生过目。

▶硬核课堂◀
探索中外上下几千年

▶组团“挖土”◀
见证地下文物“重见天日”

▶“江湖”期待◀
全能型考古“后浪”

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上，惟妙惟肖的青铜编钟底座吸引观众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