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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 世纪，汉帝国的西南边地兴学之风隆盛。汉景帝末年，文翁在成都创

办了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成为后来和四川大学文脉一系的锦江书院的前身。1896

年，奉光绪皇帝特旨，四川中西学堂建立，标志着近代西学东渐已蔚然成风。这一

年，被定为国立四川大学建校之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近代西方考古学开始传入

中国。

1960 年，地处中国西南的四川大学创建了“考古专门化”，来自全国各地的 13

名 1956 届学子成为首批考古专业学生，标志着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成立。这是继

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之后，中国首批设置培养考古学专门人才的高校之一。此时的

川大，大师云集，名家荟萃。首任川大考古专业主任是冯汉骥教授，而历史系主任

则是徐中舒教授。

徐中舒先生在清华国学院师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李济等人，精于古文

字、先秦史和考古学，自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川执教，长期主持四川大学历

史系工作。1931 年夏，冯汉骥先生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也是在 1937 年抗

日战争的烽火中返回祖国，并在 1941 年受聘为四川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史学系

教授。两位先生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学术风范和学术传统也融入川大考古

的血脉之中。

在国家危亡、烽火遍野的艰难岁月里，前辈学

人对中国考古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崇高抱负从未中

止。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调查、前蜀王建墓的考古发

掘、邛窑遗址的调查、唐宋墓葬的清理，都为未来

的川大考古绘制着蓝图、孕育着生机。

与考古学科的创立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作为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创立于 1914 年的华

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是中国高校最早建立的博物馆。

葛维汉、郑德坤、闻宥、成恩元等著名中外学者，

也同时为川大考古和博物馆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卓越

贡献。1929—1934 年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和发

掘，就是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主持进行的，从此也揭开了巴蜀考古的篇章。

涓涓细流终于汇入浩浩江河。在徐中舒、冯汉骥先生旗下，开始汇聚起川大考古的第二代精英，来自四

川大学的张勋燎、童恩正、林向、王子岗、李克林，来自西北大学的马继贤、宋治民，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建

芳、张鸣寰，等等，如同一颗颗种子，播散在西南沃土。考古实习渐次展开。资阳人发现地点、长江三峡大

溪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岷江上游石棺葬……师生们的足迹开始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60 年来，春华秋

实，硕果累累。从川大这洒满金黄色落叶的校门之内，先后走出了数十届、数以千计的考古学子，遍布于祖

国大江南北，成为中国考古、文博的栋梁之材。

六十华章，弦歌不辍。一度被视为冷门绝学的川大考古，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拼搏，继承传统，又开拓

创新，至今已是体系完备、阵容齐整。近 40 位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的中青年学者形成精锐的师资团队，教

学精湛，科研强劲。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生态和文化面貌复杂多样，民族互动频繁，被张光直先生誉为

中国考古学研究“最有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的地区”。因此，以西南考古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成

为本学科最显著的优势与特色。近年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等一系列在国内外产生了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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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的考古工作，均显示出这一领域的领先水平。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领域，川大考古实

力雄厚，成果丰硕。由中国道教考古、藏传佛教考古、汉传佛教考古等构成的宗教考古与美术考古，以及

由汉唐考古、中国考古学史、考古目录学等构成的历史时期考古学，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近年更

以历史时期青年沙龙、历史时期考古的理论探索体现出川大考古学科既注重国际化又坚持自身历史文化传

统的学术理念与科学实践水平。川大考古与时俱进，紧密追踪国内外考古学前沿，着力发展实验考古、体

质人类学、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学等新兴学科领域，探索新型考古学与传

统考古学交叉融合，促进学科的创新和全面协调发展，尤其是冶金考古、生物考古已取得若干新的突破和

重要进展。

立足西南，放眼世界，是新时代赋予川大考古的新使命。川大考古与哈佛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艾克赛特大学、哥本哈根大学、九州大学以及台湾大学、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香港中文大学等建立了广泛的学术合作，开展学者互访、实验室合作和联合培养

学生。通过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政府奖学金”和自主设立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招收来自

斯里兰卡、伊朗、老挝、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留学生，并在斯里兰卡、老挝等国开展田野考古

工作，成为国家布局的东南亚、南亚考古和文化遗产海外留学生培养基地。

近年来，川大考古师生先后在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湖南等地建立了十多个

考古学科研实习基地，持续在高海拔的西藏高原、中海拔的西南山地开展了多个极具影响力的田野考古研

究项目，如在西藏西部阿里的象泉河流域、青海西部通天河上游、贵州中西部的喀斯特洞穴、横断山区的

剑川坝子等区域发现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诸多古代遗存，同时也在境外的老挝、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田野工作，卓有成效地不断展现出古代文明的图景。

今日的川大考古，已经拥有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由中美共建的山地考古国际合作实验室，

下设 10 个实验室和省级虚拟仿真教学中心，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发展迅猛。投资近 14 亿元、由成都市和

川大共建的国内高校规模最大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群，将为未来的川大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提供最优的物

理空间，成为国家培养文博考古人才的国际平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藏学研究所、四部委“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级研究基地”、国家“双一流”建设考古学超前布署，都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展望未来，川大考古将为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考古学”，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作者简介： 霍巍，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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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新科技手段进行测试分析考古发掘中的川大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