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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

院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局、上海

研究院和上海大学承办的第五届“世

界考古论坛·上海”在上海大学开

幕。现场，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气候变化考古

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研讨。

据介绍，“世界考古论坛·上海”

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国际考古学界的

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全球考

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与利

用，是宣传考古成果、促进考古研究、

彰显文化遗产现代意义的国际平

台。论坛致力于创新与合作，关注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自2013年创

立以来，论坛逐渐发展壮大，已成为

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密切联系

的纽带和推动全球考古学发展的重

要力量。

论坛设有终身成就奖、重大田野

考古发现奖、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奖。

其中，对世界范围内德高望重、学术

成就卓著的考古学家授予终身成就

奖；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表彰那些能

够加深，甚至改变人们对特定地区或

全球范围古文化认识的田野考古调

查和发掘。在本届论坛中，来自40

多个国家的83位世界考古论坛通讯

委员参与了推荐奖项的评审。第一

轮评审共收到973份评选表，初选出

40个项目。第二轮评审中，76位通讯

委员参与投票，从40项候选提名中选

出19项，其中包括9项重大田野考古

发现奖与10项重大考古研究奖。

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陈星灿宣布了第五届“世界考古

论坛终身成就奖”获奖人名单，北京

大学教授严文明获此殊荣。

同时，上海大学校长刘昌胜宣布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

发现”“世界考古论坛重要考古研究

成果”获评名单。其中，“四川广汉三

星堆遗址：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见证”入选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获评

重要考古研究成果。

大会期间，与会专家通过对气候

变化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考古学

研究理论与方法、文化多样性和本土

知识在气候适应中的作用、文明兴衰

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

影响等多项关键性议题进行深度讨

论，旨在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历史中汲取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

和智慧。

依照惯例，本届论坛还设置了

“中国考古学新发现与研究专场”，致

力于向世界介绍我国近年来考古工

作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这是新时

代从考古学角度研究阐释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重要举措，也是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此外，论坛还将组织面向在校学

生和上海市民的公共考古讲座活动，

进一步促进考古成果的传播。与会

专家还将赴上海博物馆、崧泽遗址博

物馆、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以及江苏

省金坛三星村遗址进行参观考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
雨心 闫雯雯上海摄影报道

造型独特的青铜器，耀眼夺目的

金器，还有制作精美的玉器……一览

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文博爱好者一

定能够从中国唯一上榜的项目中发

现不少熟悉的文物，那就是近几年中

国考古文博界的“顶流”——三星

堆。在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

现场，“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古

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

项目入选了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

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冉宏

林到场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了三星堆

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2021年，三星堆再醒惊天下，6

个新发现的祭祀坑带给人们“开盲

盒”般的惊喜。时至今日，关于三星堆

考古的话题，依旧能够轻易吸引人们

的目光和关注，可见公众对于三星堆

难以磨灭的热情。就在“三星堆热”的

当下，三星堆遗址在开展考古发掘、文

物保护的同时，多学科研究也在同步

开展，并形成了诸多初步成果。

“关于各坑的年代，我们通过碳

十四测年等多种手段，明确了各坑的

形成年代范围，如4号坑的年代范围

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相当于商

代晚期。”冉宏林现场分享表示，更为

重要的是，他们还确认了一个现象，

即不同坑的文物残件可以拼合。就

在此前，利用三维扫描和3D模型等

科技手段，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及文保

人员成功跨坑拼对了两件大型青铜

器。“这一现象表明这几个坑的形成

年代相同。”

长期以来，三星堆遗址出土铜器

的原料产地、铸造地和铸造工艺不清

楚。冉宏林表示，本次考古人员也对

这一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进一步明

确了分铸技术以及加芯骨的创新方

法。“铜器的泥芯一般来自铸造地的

土壤，因此泥芯的分析结果，对于了

解铜器的铸造地有重要指示意义，本

次也有初步结果。”

此外，通过显微观察，考古人员

还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的玉石器制作

技术，如切割、钻孔、雕刻等，与国内

其他地区无明显差别。同时，通过显

微观察和残留物分析等手段，在多个

坑中发现了丝绸残留物，确认三星堆

遗址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丝绸纺

织技术。“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更

为具体、深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希

望能够重现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

都城的盛貌。”冉宏林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举行
三星堆遗址获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

北京大学教授 严文明

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9项）

1.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古蜀荣光和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飞、雷雨、冉宏林

2.墨西哥阿瓜达－费尼克斯的早期纪念性

建筑：对认识中美洲南部文明发展的意义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猪俣健

3.卡拉汉特佩的专用公共建筑群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内杰米·卡鲁尔

4.赞比亚卡兰博瀑布古木构件的发现、分析

与解读

英国利物浦大学：拉里·史蒂芬·巴拉姆

5.超大型遗址：公元前4100－3600年欧洲

最早的农业城市

德国基尔大学：约翰内斯·穆勒

6.苏拉威西早期洞穴艺术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当·罗伯特·布鲁姆

7.印度古吉拉特邦朱纳卡提亚早期哈拉帕

墓地（公元前3200年至2600年）

印度喀拉拉大学：拉杰什·萨西达兰·瓦桑塔

8.彩绘森林：揭秘古代亚马逊文明的生活方

式与世界观

英国埃克赛特大学：何塞·伊里亚特

9.激光雷达测绘揭示亚马逊地区前西班牙

时期的低密度城市化

德国波恩大学：卡尔拉·海梅斯·贝坦库尔特

世界考古论坛重要考古研究成果（10项）

1.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

院考古研究所）：王巍

2.水下聚落遗存与高精度年代学研究：古气

候变化的动态机制、环境变化，以及古气候

变化的应对

瑞士伯尔尼大学：阿尔伯特·哈夫纳

3.空间考古研究与环境危机：四十年的探索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山德·范德·卢尔

4.人类微生物基因体的演变与生态变化

美国哈佛大学：克里斯蒂娜·瓦里纳

5.大吴哥：聚落、人口与经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萨拉·克拉森

6.火山灰、环境与人群：北大西洋岛屿环境

变化考古研究

英国爱丁堡大学：安德鲁·杜格莫尔

7.干旱引发古代玛雅的内部冲突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道格

拉斯·J·肯内特

8.现代智人在南美洲的最初扩张：潘帕斯平

原最早的考古遗存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中央大学：古斯塔

沃·加布里埃尔·波利蒂斯

9.美洲早期人类文化发展与社会经济长期

转型过程的跨学科研究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汤姆·迪莱

10.阿皮迪马洞穴化石提供了欧亚大陆现代

智人最早的证据

德国图宾根大学：凯特琳娜·哈瓦蒂

获奖名单

三星堆遗址为何让世界瞩目？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颁奖现场。

三星堆五号坑出土的金鸟形饰。刘可欣 摄

冉宏林在论坛上作主题演讲。
李雨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