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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对吉林大学现代

考古学特殊学科点发展的促进作用

朱 泌 刘 艳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长春 13 0 01 2)

1 概 况

考古学在我国历来被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

分
,

隶属于人文科学领域
,

但就其特殊的研究对象
、

研究方法和研 究手段而言
,

已远远超出了人文科学

的范畴
。

特别是近 20 年来
,

在西方发达 国家
,

越来

越多的自然科学方法被应用到考古学领域之中
,

使

当代考古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

从先进的自然科学方

法
、

手段的应用方面来讲
,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
,

中

国考古学明显滞后于国际学科发展步伐
,

急需培养

一批在 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考古学各相关领域方面

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创新性
、

复合型人才
。

在这种

学科发展的背景下
,

从
“

九五
”

期间开始
,

我校考古学

科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基础科学人

才培养基金管委会专家们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

承担了考古学特殊学科点的人才培养项 目
“

自然科

学方法在考古 学 中的应 用
”

(后 更名为
“

现代考古

学
”

)
。

多年来
,

通过该项 目的实施
,

使我们在学科的

优化和重组
、

实验室的建设
、

学术梯队的建设
、

科研

课题的完成以及研究生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

的成就
,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

本文拟结

合近年来吉林大学现代考古学特殊学科点的发展历

程
,

探讨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对本学科点发

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

2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在特殊学科

点建设方面的促进作用

通过
“

十五
”

期间的建设和发展
,

在
“

自然科学方

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

领域
,

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点已

经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人才培养
、

科学研究
、

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方面的重要基地
。

其中
,

在
“

生

物考古
”

(含分子考古学
、

体质人类学
、

环境考古学
、

骨化学等方面 )上的综合实力达到国 内领先地位
。

在田野考古区域性调查新技术领域方面的实力居于

国内学界的前列
。

2
.

1 促进 了学科的优化
、

重组
,

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在人才培养基金的支持下
,

吉林大学考古学科

通过学科优化
、

重组
,

其面貌 已经发生 了巨大 的变

化
,

核心竞争力明显提高
。

早在
“

九五
”

期间
,

在基金的支持下
,

我们就与本

校生命科学学院合作
,

联合组建了国内第一个从事

古 D N A 研究的专业实验室
,

使我们的分子考古学研

究走在国内前列 ;与此同时
,

我们还与美国匹兹堡大

学
、

以色列希伯莱大学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国

内外学者联合开展赤峰地 区区域性考古调查工作
,

其成果受到学术界和国家主管部门的密切关注
。

在此期间
,

我们承担 了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

项基金
,

开展对新疆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和 D N A 的

研究 ; 同时
,

我们还从校外引进一名曾在意大利学习

环境考古学
、

人类生态学的留学 回国人员
,

充实梯队

力量
,

扩展 了学科领域 ; 此外
,

我们还与美 国威奇塔

大学的同行学者合作
,

开展了古病理学研究
。

“

十五
”

期间
,

通过进一步的学科重组
,

我们重点

建设了
“

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之

一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并承担 了多项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 目的

研究工作
,

这是人才培养基金所取得的一项重要的

标志性成果
,

为学科点未来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 的基

础
。

2 0 0 1一 2 0 0 2 年度
,

我们开始与吉林大学测试科

学实验中心合作开展骨骼微量元素分析研究
,

同时

又开展了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对古人骨进行三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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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复原的研究工作
,

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

2 0 0 3一 20 ()4 年度
,

学科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

填补了多项空白
。

2 0 0 4 年
,

以 本学科点为 依托单位并联合 历史

学
、

化学
、

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组建的
“

吉林大学 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
一

基地
”

成功人选教育部
“ 9 85 工程

”

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

这是本学科点在
“

十五
”

期间

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

2 0 0 5 年
,

本学科点的人类学实验室和考古 D N A

实验室与我校地学部的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

联合 申报的
“

东北亚生物进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获

得批准
,

目前 已
`

进入试运行 阶段
。

这是本学科点在
“

十五
”

期间学科建设上所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的成

果
。

2
.

2 改善了教学
、

科研条件
,

增强了学科 自身发 展

能力

在人才培养计划实施的过程中
,

由于我们下大

力气狠抓了实验室和其他教学
、

科研硬件设施的建

设
,

因此广大教师的科研环境和学生的学 习条件得

以明显改善
。

而学科领域的拓宽以及前沿课题
、

热

点课题研究的开展
,

引起 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 国

家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

我学科 点各类科研经费显

著增加
。

“

九五
”

期 间的 1 9 9 8 年
,

我学科点办公 室
、

实验

室
、

标本室
、

技术室 的总面积 为 81 5 平方米 ; 至
“

十

五
”

期间的 2 0() 5 年增加到 2 14 0 平方米
,

增长率 为

16 3 %
。

教师科研经费 1 9 9 8 年 总计 126
.

1 万元
,

人

均 6
.

3 万元 ; 2 () 0 5 年为 4 6 5
.

9 7 万元
,

人均 1 7
.

3 万

元
,

人均增长率为 157 %
。

2
.

3 学术梯队得以稳定
,

学科建设稳步发展

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教师
,

没有一支出色的
、

稳定

的师资队伍
,

培养优秀的学生只能是 一句空话
。

学

科的重组
,

研究领域的更新
,

极大地激发了教师们的

教学
、

科研热情 ; 国家的重视
,

学术界的瞩 目
,

使他们

充满 自豪
,

倍感
“

教书育人
”

的重任在肩
。

此外
,

学校

为落实人才培养计划
,

扶持新兴学科所 出台的倾斜

政策以及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的竞争机制的引进
,

使

广大教师
,

尤其是那些中青年骨干教师信心倍增
,

将

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学
、

科研实践 中
。

人才培养计

划实施以来
,

学科点的梯 队建设呈现 出勃勃生机
。

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的人数不断增加
,

通过

进一步深造充实 自我
,

更新 自己的知识结构
。

在
“

九

五
”

期间的 1 9 9 8 年
,

学科点 50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

中教授仅有 3 人
,

约占中青年教师总人数 ( 16 人 )的

18
.

7 % ;而到
“

十五
”

期 间的 20 05 年
,

50 岁以下 的教

授增 至 9 人
,

约 占中青年教 师 总 人数 ( 21 人 ) 的

4 2
.

8 %
。

1 9 9 8 年
,

50 岁以下中青年教师中具有博士

学位和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 8 人
,

约占中青年教师

总人数 ( 16 人 )的 50 % ; 20 05 年为 19 人
,

约 占中青

年教师总人数 (2 1 人 )的 90
.

5 %
。

2
.

4 提高了学科魅力
,

扩大了学科人才培养规模

长期以来
,

学科的冷僻和教学 内容
、

教学方式的

陈旧
,

使很多青年人对考古学望而 却步
,

加之近 20

年来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
,

严重影响了考古 专业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

不少学生对专业学 习兴趣 不浓
,

甚至一些素质较高
、

成绩优秀的
“

尖子生
”

也不愿报

考本专业的研究生
,

他们或者热衷于找工作就业
,

或

者报考其他专业 的研究生
。

这不仅是吉林大学
,

也

是全国高校考古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共同面临的困境
。

人才培养基金计划实施以来
,

学科的重组
,

知识

结构的更新
,

学科领域 的拓展以及培养模式 的变革

使广大学生耳 目焕然一新
,

对他 们产生了强大的吸

引力
,

极大地调动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

综合素质明

显提高
。

此前
,

我校考古专业研 究生的报考人数一

直低于学校下达的招生名额
,

生源 明显不足
。

经过
“

十五
”

期间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
,

该情况发生了很

大的转变
。

仅 以硕士 研究 生为例
: “

九五
”

期 间 的

19 9 8 年我校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 9 人
,

报

考人数 7 人
,

录取人数 7 人 ; 而
“

十五
”

期 间的 2 0 0 5

年招生名额 30 人
,

报考人数 57 人
,

录取人数 35 人
,

比招生计划扩招 5 人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招生计划
、

报考人数还是录取人数
,

在
“

十五
”

期间都有 了明显

的提升
。

2
.

5 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
,

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

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

带动了学科的重组
、

研究

领域的拓宽
、

实验室建设和设备的更新 以及学术梯

队的优化
,

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学科点的教学
、

科研综合实力
,

使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在学术界的影

响进一步扩大
,

有力地推动 了我们与国内外同行学

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

例如
,

在
“

九五
”

期间
,

国内外有关专家来我校讲

学的次数为 16 人次
,

其中国内专家 12 人次
,

国外专

家 4 人次 ;而
“

十五
”

期间
,

国内外专家讲学的次数为

4 5 人次
,

其 中国内专家 24 人次
,

国外专家 21 人次
,

与
“

九五
”

期 间相 比增加了 181 %
,

其中国内专家讲

学增加 1 0 0 %
,

国外专家讲学增加 4 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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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在培养
、

吸引

和稳定人才方面的促进作用

“

十五
”

以来
,

人才培养基金计划的实施
,

使本学

科点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办学条件的改善
,

知

识内容的更新
,

多学科的交叉
,

新研究方 向的出现
,

极大激发了年轻教师和青年学子的热情
,

对学科点

的培养
、

吸引和稳定人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3
.

1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

加强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科

的凝聚力

人才培养基金计划实施之前
,

师资建设所面临

的一个重大间题就是教师 队伍青黄不接
。

从 20 世

纪 9 0 年代初以来
,

10 年的时间里
,

我们只补充了一

位青年教师
。

有些我们十分看好的研 究生
,

最后都

未能选择留校任教
。

然而
, “

十五
”

基金计划实施后

的 5年间
,

主动提出 留校任教的研究生数量明显增

加
,

我们从中择优选择 了 6 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 留

校任教
。

此外还接收了一位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

的留学回国人员
。

例如
,

学科点的崔银秋博士
,

1 9 9 9 年考入本学

科点考古 D N A 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

在周慧教授的

悉心指导下
,

于 2 0 0 2 年 6 月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

成

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古代 DN A 研究方 向的博

士
,

她 所撰 写的博士论文 《新疆古代居 民线粒体
D N A 研究—

吐鲁番与罗布泊 》一书于 2 0 0 3 年正

式出版
,

成为我国第一部分子考古学 的学术专 著
。

毕业后
,

崔银秋同志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从事博士

后研究工作
,

并于 2 0 03 年 8 月返回学校参加工作
。

再如
,

目前在学科点从 事博士后研究的王建华

同志
,

是毕业于 山东大学考古系的一位优秀博士研

究生
。

2 00 5 年 7 月
,

他 在 山东大学 获得博士 学位

后
,

主动与学科 点联 系直接入站从事博士 后研 究
。

该同志在攻读博士期间一直致力于
“

人 口考古学
”

这

一新兴领域的研究工作
,

目前在学术界已经初露锋

芒
,

已发表学术论著近 20 篇
。

他的加盟将会使本学

科点在人口考古学研究方面增加一个新的学科增长

点
。

此外
,

2 0 0 5 年下半年
,

我们还主动与毕业于美

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
、

现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 究所从事博士后研 究的陈胜前博士联

系
,

邀请他到本学科点任教
。

陈胜前博士在美国留

学 6 年
,

师承美国著名考古学家
、

美国新考古学派创

始人宾福德教授
,

在考古学理论
、

古人类经济生活方

式与迁徙问题研究等方面具有颇深的造诣
。

目前正

在办理有关手续
,

陈胜前博士将于今年 7 月份来学

科点任职
。

3
.

2 实验条件的改善
,

为青年教师的科研创新提供

了可能性

近年来
,

学科点发挥自我优势
,

在基金的支持下

对人类学实验室的建设进行了重点投入
,

使该实验

室的工作环境
、

实验条件
、

标本收藏
、

研究领域等方

面都发生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变化
。

例如
,

在基金的支持下
,

人类学实验室以林雪川

老师为首的一批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开展了运用

计算机模拟技术对古人类颅骨进行三维容貌复原的

研究工作
,

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

并成功地对北

京老山汉墓
、

内蒙古吐尔基 山辽墓
、

江苏洒水王墓出

土的人骨以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 出土的干尸

等进行 了三维容貌复原工作
,

该项创新性研 究成果

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密切关注
。

3
.

3 多学科的交叉
、

融合
,

有利于高层次
、

复合型人

才的脱颖而出

在基金 的支持下
,

5 年来
,

我们在学科交叉
、

重

组探寻新的学科生长点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
。

这些

新的研究领域
,

对青年学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

使

得很多优秀的研究生执著地 投入其中
,

培养出一批

高水平
、

复合型人才
。

例如
,

在体质人类学方 向的博士研 究生张全超

同学
,

2 0 0 0 年进人学科点攻读硕士
,

由于其出色 的

科研表现和研 究成果
,

2 0 0 2 年经学 校批准为直博

生
。

5 年来
,

该同学 除完成 了多项我实验 室古 人种

学研究课题外
,

还主动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
、

吉林大学医学部
、

吉林大学测试科学

实验中心等部门的专家合作
,

开展了牙齿人类学
、

古

病理学
、

骨骼非连续性形态特征 以及骨骼微量元素

分析等诸多新领域的研 究工作
,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2 2 篇
。

其科研成果分别获得 2 0 0 3 年吉林大学第十

七届研究生
“

精英杯
”

学术成果二等奖
、
2 0 0 3 年吉林

大学
“

川良一
”

优秀青年教育基金科研成果一等奖
、

2 00 3 年吉林大学
“

许悼云
”

基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

奖
、

2 0 0 4 年吉林大学第十八届研究生
“

精英杯
”

学术

成果一等奖和 2 0 0 4 年吉林省第六次社会科学优 秀

成果奖一等奖
。

由于他的出色表现
,

2 0 0 5 年 7 月获

得博士学位后被推荐留校任教
,

现在 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由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

院士指导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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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在人才培养

特色塑造方面的促进作用

文理交叉
、

相互渗透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突

出特色
。

近年来
,

在人才培养基金的支持下
,

学科点

不断追踪国际学科发展前沿
,

通过与相关学科校 内

外
、

国内外学术单位
、

学者的交流
、

合作
,

调动多方面

的积极因素
,

在科学研究实践中增强青年教师和研

究生的才干
,

努力打造具有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特色

的人才培养品牌
。

4
.

1 突出优势
,

把本学科点建设成为我国体质人类

学人才培养中心

对地下出土的古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是吉

林大学考古学科的传统优势之一
,

在 国内高校居领

先地位
,

尤其是
:
对古人种 问题的研 究引起国内外学

术界的瞩 目
。

近年来
,

我们又开展了牙齿人类学
、

古

病理学和计算机模拟颅像复原技术的科研与教学工

作
。

目前
,

本研究方向在读研究生共 20 人
,

其中博

士生 9 人
、

硕士生 11 人
。

吉林大学毕业的体质人类

学方向研究生受到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欢迎
,

已经

毕业的 3 位博士和 6 位硕士除 3 人留校任教外
,

其

余 6 人分别在中山大学
、

西北大学
、

上海大学
、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

大连市现代博物馆任职
。

吉林大学已经成为培养我

国体质人类学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

4
.

2 文理交叉
. 、

相互渗透
,

培养复合型的分子考古

学人才

多年来
,

在人才培养基金的支持下
,

我校考古学

系和生命科学学院联合开展古代 D N A 课题的研究
,

并正式组建了 目前我国考古学界惟一的一个分子考

古学专业实验室—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

古 D N A 实验室
。 “

十五
”

期间
,

我们加大了对该实验

室的建设力度
,

历经 5 年
,

学科点已经成 为国内古

D N A 研究和人才培养 的重要基地
。

在研究生的培

养过程 中
,

考虑到学科交叉的特点
,

采取 由分子生物

学和考古学专业导师联合培养的方式
,

学生的来源

则包括了分子生物学
、

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
。

在招

生方 向上新增加了两个
:

考古 D N A (招收考古学
、

医

学专业考生 )
、

生物进化 (招收分子生物学
、

医学等专

业考生 )
。

目前
,

在校研究生共有 n 人
,

其中博士生

6 人
、

硕士 生 5 人
。

已经毕业 的 2 位博士分别赴澳

大利亚
、

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

其中 1 人 已经 回

国应聘为本学科点教师
。

4
.

3 不断创新
,

在学科的重组中寻找新的学科生长

占

几年来
,

我们紧密追踪 国际学科发展的方 向与

前沿
,

不断调整
、

充实和 自我完善学科体系
、

结构
,

以

使我们的前沿课题研究能够跟上国际学术发展的步

伐
。

其中最重要的是许多研究都体现了考古学与其

他学科
、

尤其是与自然科学相结合 的特色
。

如在古

D N A 研究
、

古人种学和应用电脑三维模拟技术复原

古代居民生前容貌的研究上
,

已经取得了多项填补

空白的重要成果
。

另外中心还与地质古生物学
、

环

境科学
、

测绘学
、

分析化学
、

基础 医学等学科 的学者

合作
,

在区域性 田野考古调查
、

环境考古学
、

古病理

学
、

骨骼微量元素分析
、

牙齿人类学等领域开展了多

项课题的研究
,

产生了若干新领域的研究成果
,

培养

了一批青年教师和研 究生
,

他们在我国相关领域的

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 了重要 的骨干作用
,

为我国

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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