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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高校缘何成为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重镇？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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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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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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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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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提升消防救援人员
综合救援能力，对标“全灾种、大应
急”职能定位，着力推进综合救援
水平向体系化、专业化、实战化转
变，近日，省森林消防总队特勤大
队以“冬季大练兵”活动为契机，扎
实开展绳索救援技术训练。

大队高度重视绳索救援技术
训练，指定专业教练员进行授课辅
导，把绳索救援技术作为推动转型
强能的有效抓手。

教练员主要对绳索救援技术
进行全方面授课，重点围绕绳索、
绳结、锚点知识、绳索救援技术的
标准、原理及优缺点等内容进行讲

解，强调了山地（绳索）救援中安全
意识的重要性，列举训练中的注意
事项，并对操作要领和所需使用的
装备进行详细介绍，做好操作流程
的现场演示，并提出“要想练得好，
理论知识不能少”的思想。

训练在白城市向海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模拟冰面人
员被困，救援小组采取徒步方式
接近被困地点，通过设置固定锚
点、制作锚点、搭建系统，固定担
架，完成“T”型救援系统的搭建，
为了模拟真实的救援现场，救援
小组严格按照风险评估、制定方
案、分配任务、安全保护等基本规

程进行安全操作。通过训练，参
训人员在实践操作中查找短板弱
项，磨合队伍，切实把课目和实战
的全要素结合起来，通过群策群
力、集智攻关，使参训队员进一步
掌握救援技能、检验训练成果、提
升训练水平。

训练结束后，教练员及时对训
练情况进行了讲评总结，纠正了在
绳索架设、防护措施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切实强化安全意识和救援技
术；整个教学过程，全体参训队员
情绪高涨，精神饱满，互动交流热
烈，训练秩序井然，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

通过对绳索救援技术的理论学
习和实际操作训练，提升了全体参
训队员对绳索救援技术的熟悉程
度，强化了业务技能水平和救援技

能实战能力，提高了综合救援的处
置能力，为下一步遂行多样化的综
合应急救援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张禹琳

练就绳索救援本领 提高综合救援处置能力

省森林消防开展绳索救援技术训练

冰面实施救援 森林消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