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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9日电中共中央政治
局9月28日下午就中
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
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
三次集体学习。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当
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变革，也
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创新。我们
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
在 历 史 发 展 规 律 之
上，必须行进在历史
正确方向之上。要高
度重视考古工作，努
力建设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考古学，更好认识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
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所长、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和“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专家陈星灿就这个问
题进行了讲解，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
习 时 发 表 了 讲 话 。
他指出，考古工作是
一项重要文化事业，
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
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
建中华民族历史、中
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
作。认识历史离不开
考古学。历史文化遗
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
去，也深刻影响着当
下和未来；不仅属于

我们，也属于子孙后
代。我们要加强考古
工作和历史研究，让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 里 的 文 字 都 活 起
来，丰富全社会历史
文化滋养。

习近平强调，经
过 几 代 考 古 人 接 续
奋斗，中国考古工作
取得了重大成就，延
伸了历史轴线，增强
了历史信度，丰富了
历史内涵，活化了历
史场景。考古发现展
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
发展的历史脉络，展
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
成就，展示了中华文
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
贡献。长期以来，中
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
明互通有无、交流借
鉴，向世界贡献了深
刻的思想体系、丰富
的 科 技 文 化 艺 术 成
果 、 独 特 的 制 度 创
造，深刻影响了世界
文明进程。

习近平就做好考
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
出4点要求。

一是要继续探索
未 知 、 揭 示 本 源 。
中国古代历史还有许
多未知领域，考古工
作任重道远。要实施
好“中华文明起源与
早期发展综合研究”
、“考古中国”等重
大项目，加强考古资
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
研工作，提高考古工
作规划水平。要围绕
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
出总体安排，集中力
量攻关，不断取得新
突破。

二是要做好考古
成果的挖掘、整理、
阐释工作。考古学界
要会同经济、法律、
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科技、医学等
领域研究人员，做好
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
究阐释工作，把中国
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
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
加清晰、更加全面地

呈现出来，更好发挥
以史育人作用。

三是要搞好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
是历史的见证，必须
保护好、利用好。要
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
产 资 源 资 产 管 理 制
度，健全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机制，增强历
史 文 化 遗 产 防 护 能
力，严厉打击文物犯
罪。

四是要加强考古
能 力 建 设 和 学 科 建
设 。 要 坚 持 辩 证 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深入进行理论探
索，增强中国考古学
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
响力、话语权。要积
极 培 养 壮 大 考 古 队
伍，让更多年轻人热
爱、投身考古事业，
让 考 古 事 业 后 继 有
人、人才辈出。

习近平强调，在
历史长河中，中华民
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
神和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长盛不衰的文化
基因，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
力量，要结合新的实
际发扬光大。要通过
深入学习历史，加强
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
成果的传播，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
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脉络，认识中华文明
取得的灿烂成就，认
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
明的重大贡献，不断
增强民族凝聚力、民
族自豪感。要运用中
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
究成果，通过交流研
讨等方式，向国际社
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讲清楚中华
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
人 类 文 明 的 重 大 贡
献，让世界了解中国
历史、了解中华民族
精神，从而不断加深
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
理解。

中国考古学家在秦始皇墓中
又发掘出200余件陶俑

中国考古学家
发现汉朝白玉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