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人类总是对过去充满好奇。考古学作为一门依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活动遗存研

究古代社会的学科，是帮助大众满足好奇心的重要手段之一。自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

学习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文章从公共考古的角度讨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考古学”，观察高校公共考古学的发展现状，探究如何在高校群体中更好地宣传与弘扬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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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历经百年之久，但因其专业

性长期与民众隔绝。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依托大众的

力量观察高校公共考古，以高校带动社会，让公众参与

其中，可以有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振民族自信。

一、 我国的公共考古学概况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源于西方，主要任务是在考古与

公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使考古工作的成果宣之于众，

也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考古工作。介绍西方公共考古学的

研究文章和著作众多，其观念也不断影响着我国的文物

工作者。

向公众宣传考古成果兴起较早，与我国考古学相伴

前行。西阴村遗址发掘作为第一次由我国学者主持的科

学考古工作，其主持者之一的李济先生在发掘后就曾向

社会做过公众演讲；抗战时期以《新华日报》为主，也曾

借由报道考古成果宣传抗战必胜的精神，提振民族自信，

借由发布文物展览消息，以文物展现中华文明、团结民众。

1950 年，我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考古是

人民的事业”这一著名观点。

经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给考古遗存和文化遗

产资源的保护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考古学界尝试通过公

众参与的方式开辟考古遗迹、文保单位、文化遗产的保

护新思路。2002 年，杭州召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

证与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

识的普及问题”，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

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在 2013 年发起了中国

公共考古论坛。在这一阶段，严格意义上来讲公共考古

学还称不上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分支。

令人欣喜的是，《2016 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郑州

共识》认为要“认真坚持考古为人民的理念，大力开展

公共考古，努力做好考古成果的宣传和考古知识的普及，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致仰

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的贺信中提

到，“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风采。”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

多重成就，在学术上对研究我国历史脉络、探究中华文

明起源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要做的不只是让书写在古

籍、遗址里的文字“活”起来，更重要的是要让考古中的“文

字”在社会、在民众中“活”起来。

二、 高校对公共考古的态度与认知调查现状

通过研究调查，可以了解高校团体对考古、文博工

作的认知情况，分析公共考古的状况。

( 一 )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以郑州大学在校师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采

取在郑州市部分公共场所进行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共

收集有效问卷 266 份。其中，收集到郑州大学在读学生

问卷 186 份，郑州大学教师问卷 13 份，其他高校在读学

生问卷 67 份。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校公共考古研究
李世豪，刘熠恒，孙碧玉

经验交流 2022 年第 5 期

208



本次调查围绕 11 个问题展开，分别为：性别、受教

育水平、学校名称、学习专业类别、所在学校是否有考

古文博类专业、所在学校是否有面向全校开设的考古通

识类课程、参观博物馆的频率、参加过的考古相关的文

化活动、最想参加的考古相关活动、对考古的认识、是

否支持考古事业的发展。题目主要采取单选及简答的方

式进行调查。

( 二 ) 调查结果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占比

52.63%，女性占比 47.37%，总体性别比较均衡。受教育

水平方面，专科在读占比 8.65%，本科在读占比 65.41%，

硕士在读占比 18.42%，博士在读占比 2.63%。郑州大学外，

有来自 13 所高校的学生参与调查。学习专业类别中文科

最多，占比 36.09%；工科其次，占比 29.70%；医科第三，

占比 21.80%；理科最少，占比 12.41%。覆盖范围较广，

具有代表性。

88.44% 的受调查郑州大学师生知道学校开设有考古

文博专业。调查其他高校学生中有 17.91%（12 名）的学

生明确表示所在学校开设有考古文博类专业；有 64.18%

的学生明确表示所在学校没有开设考古文博类专业，另

有 17.91% 的学生不能确定。71.86% 的受调查郑州大学师

生知道学校面向全校开设有考古通识课程。调查其他高

校学生中，明确表示学校未开设考古文博类专业的学生

均表示学校同样没有开设考古通识类课程。12 名表示学

校开设有考古文博类专业的学生中，有 10 名学生表示学

校有开设考古通识类课程。

高校公众参与考古相关活动的情况。有博物馆参观

经历的调查对象有 234 人，占比 87.97%。经常参观博物

馆的有 46 人，占 17.30%；偶尔参观博物馆的有 78 人，

占 29.32%；只参观过一次博物馆的有 110 人，占 41.35%；

从未参观过博物馆的有 32 人，占 12.03%。参加过与考古

相关文化活动的有 46 人，占 17.29%，其中郑州大学有

42 人，其他高校有 4 人。主要的活动形式为参加考古社

团活动和听考古类讲座。高校师生最感兴趣、最想参加

的考古相关活动为“参观考古遗址、体验考古发掘”，占

调查对象的 59.02%。

高校公众对考古事业的认识与态度。在高校群体对

考古事业的认知调查中，有 46.24% 的受访对象认为考古

是一门科学、一项国家事业，但也有 21.43% 的受访者写

下诸如“寻宝”“宝藏”“宝贝”等内容。有 82.33% 的受

访者选择支持考古事业的发展。

( 三 ) 结果讨论

此次调查覆盖范围较广，调查结果与结论具有一定

代表性。

郑州大学设有考古专业，同时也设有考古通识类课

程诸如“中国古代陶瓷鉴赏”“丝绸之路考古”等，虽面

向全校开设，但仍有 28.14% 的受访者不知道这几门考古

通识课程。受制于授课教师，在本次调查范围内的未开

设考古文博专业的学校也未开设考古通识类课程。

就参加考古相关文化活动来说，郑州大学受调查对

象参加占比为 21.11%，其他开设有考古文博类专业学校

的学生参加考古相关文化活动占比为 16.67%，而没有开

设考古文博类专业学校的学生参加考古相关文化活动占

比仅为 3.64%。由此可见，校园内有考古文博专业做基础，

对校园的公共考古建设及考古活动开展具有极大的影响。

此次调查中参加考古相关活动多为参加考古类学生社团

活动，足见考古类学生社团对推动高校公共考古的极大

的促进作用。

三、 公共考古的传播模式

考古学在其考古学理论体系中有其独特的以波链式

传播和线性穿越式传播为主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传播理论，

其借鉴的也是传播学中的传播模式。考古在公共展示时

需要借鉴传播学的传播模式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模式论》

中提到的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即香农 - 韦佛单向直线

性传播模式和双向循环传播模式。从这两种方式分析公

共考古应采取的策略。

( 一 ) 单向直线传播

单向直线传播模式是指传播者将信息简单地通过媒

介传播给受传者的方式。但是对于考古的公众传播而言，

第一，这种传播方式没有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

特别是社会复杂环境对考古学知识传播过程的影响；第

二，没有想到借助受众的反馈，只是单纯地说教 , 难以实

现考古公共传播、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与观众之间的有

效沟通。可以说，这是长期以来我国众多博物馆及至一

些考古活动的通病，大部分博物馆及一些考古相关活动

很多时候都在做一些“自说自话”的努力，而没有想过

从受众那里听到些什么。

( 二 ) 双向循环传播

双向循环传播模式的贡献在于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

增加了反馈的内容。博物馆信息传播过程是一个由传播

者“编码”“发送”到受传者“接收”“解码”，又由受传

者“编码”“发送”到传播者“接收”“解码”的双向互

动过程。处在这样的过程中，博物馆、考古学传播现场

的工作人员和观众都是传播行为的主体，博物馆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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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根据观众的需求和喜好，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特点传

递信息，观众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反馈给博物馆，体现了

两者的互动关系。但是，从考古学相关传播现实来看，

这种模式将传、受双方看作平等的主体，显然不符合考

古宣传、博物馆传播的实际情况。

考古学的传播作为一种特别的大众传播方式，从与

众不同的博物馆传播媒介，到耐人寻味的考古现场、考

古成果传播主体，它的信息传播方式既有一般模式的共

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需要把考古学展示信息

的传播系统分为创作、欣赏、反馈三个部分。在这个过

程中，考古学展示、传播活动的设计者应当重视受、传

者的反馈作用，又不能忽视干扰因素的影响。

四、 公共考古的传播方法及高校公共考古实

例设想列举

考古学面向高校大众的宣传活动的重点在于宣传。

宣传具有差异性，其重点在于各类人群的接受程度和接

受习惯。所以在考古宣传活动中，要在保证科学性的基

础上努力迎合公众喜好，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宣传效果。

( 一 ) 支持开设高校考古类学生社团

在本次调查中，考古学生社团是带动学生参加考古

相关文化活动的重要推手，也是校园内考古相关文化活

动的重要组织者。

从与受众的贴合度而言，高校考古协会来自高校学

生，服务于高校学生，天然的会与受众更加贴近。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学生社团也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高

校考古社团很容易融入学生之中，其需要做到的是有关

专业性的问题。因此，高校考古社团更多地依托校内考

古学专业，而有考古学专业的学校的考古社团，也会如

火如荼地展开考古宣传活动，如郑州大学中原考古协会、

山西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西安交通大学文物爱好者协

会等，都在考古公众传播中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 二 ) 优化考古通识类课程

郑州大学校园内虽开设了考古通识类课程，但笔者

通过调查发现，只有 71.86% 的学生知道学校开设了此类

课程。就参加人数来说，考古通识类课程相比于校园内

其他热门课程参加者寥寥，经常有学生因担心难度而放

弃参加课程。

在开设通识类课程时，相比于专业教学，课程侧重

点可放在考古发掘的故事、文物背后的故事等方面，用

丰富具有吸引力的内容作为授课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做

到考古知识的普及。

( 三 ) 丰富校园公共考古活动

校园内也应多开展考古相关的文化活动。例如，在

本次调查中，有 59.02% 的受访者希望参观考古遗址、体

验考古发掘。因此，学校要加大对公共考古的支持力度，

借助学校相关专业举办考古文化节等。没有相关专业的

学校也可与专业单位合作，从专业性来看，博物馆在考

古学宣传展示活动中处于当仁不让的地位。随着国家对

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宣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到博物

馆感受历史文化氛围，学校可以邀请博物馆进校园，在

校内举办相关活动。

考古学界应在完善自身、保持发展的基础上，对公

众的误解直面回应，最大可能地争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从高校出发，通过开展公共考古课程、以考古文物类学

生社团为主体举办公共考古类活动，在越来越多的高校

营造公共考古的环境，势必对重建考古学的公共形象、

推动公共考古事业发展产生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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