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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成立
2014 年 12 月 20 日，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

来自国内 30多个科研院所、高校以及博物馆的 70 余位学者参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

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等致辞祝贺；王巍理事长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国考古学会批准成

立“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正式成立。

会议由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研究院院长谢飞研究员主持。作为中国考古学会委托的

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召集人，高星研究员首先向大会介绍了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宗旨、历

史渊源、筹备过程、委员的遴选条件等事宜，提名工作在全国旧石器考古教学与科研第一

线的 56 位委员候选人，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大会选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任第一届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河北师范大学

泥河湾研究院院长谢飞研究员、吉林大学陈全家教授、山西博物院院长石金鸣研究员、广

西民族博物馆馆长王頠研究员任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社江研

究员任秘书长；确定挂靠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为展现近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进展与收获，共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

学术报告，内容包括泥河湾盆地、中原地区、秦岭地区、两广地区、山西、内蒙古、沈阳

等地的区域旧石器考古科研新进展等，体现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在新材料的发现、新技术

的应用和新观点的论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高星研究员做了题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

古学的现状与前瞻》的主题报告，阐述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目前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对未来学科发展和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方向提出了建议。

会议上，全体委员针对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内容涉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普展示、信息交流等各方面，并达成专业委

员会近期的基本工作方向和内容，包括：1）加强协作，与中国考古学会内其他专委会保

持密切的交流，加强跨领域合作，鼓励创新，加强与亚洲及其他国家相关协会的联系与交

流，建立稳固的学科交流平台；2）每一至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就特定地区、特定时段、

特定主题集中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3）组织针对青年从业人员、研究生的专业培训；4）
策划组织旧石器国内巡回展览；5）组织“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丛书”编撰工作，6）设立

“优秀青年人才奖”和“优秀学位论文奖”；7）推进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网络建设等。

旧石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中最早酝酿成立专业委员会的分支学科，早在 10 多年前，

高星研究员等就率先酝酿成立全国性的旧石器考古学术团体，并得到了张森水、徐苹芳等

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支持与关注；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发展迅速，重要的发

现层出不穷，专业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遍及全国，今天，旧石

器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恰逢其时，本着加强交流、深化研究、培养人才、普及成果的宗旨，

旧石器专业委员会正式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研究对人类

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三大核心问题的全面整合，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将与中国考古

学一起迎来崭新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陈福友，彭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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