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26日 星期三

05主编：张滢 编辑：徐倩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93 邮箱：jybgaojiao@163.com

高教周刊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
学和优势学科”部分明确提出，“支持濒危学科和冷门学科”。这些在公众视野中相对边缘
的学科领域，常被称为“冷门绝学”。尽管社会关注度有限，但是我国许多高校在相关领域
仍取得了卓越的学术表现和科研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冷门绝学”研究不仅关乎学术发
展，更关乎国家发展战略、文明传承体系和文化安全格局。本期，高教周刊邀请了4位在各
自领域卓有建树的“80后”“90后”高校青年学者，共话深耕“冷门绝学”的心路历程。

——编者

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张滢/采访整理

记者：请用通俗的语言向《中国教
育报》 读者介绍您所研究的领域究竟

“冷”在哪里、“绝”在何处。该领域的
研究意义又是什么？

赵东月：考古学的“冷”直观体现
在学科规模和从业人数上。尽管近年来
受传播媒介的变化和发展影响，越来
越多人对考古工作的兴趣日益浓厚，
但是在实际教学和工作中，考古学依
然是一门小众学科。根据国家文物局
发布的相关数据，计划到“十四五”
时期末，“全国考古人员总数量超过 1
万人”。其中，从事人类骨骼考古研究
的学者，就像是在冷门学科中又独辟
一条幽深绮丽的小径。

另外，我的研究材料得来不易。
19 世纪以来，俄罗斯、法国、意大
利、德国等国家在中亚地区开展了大量
的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基本
垄断了中亚地区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的
研究。2009 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
第一次赴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
察，筚路蓝缕，创业艰辛。2017 年，
作为中亚考古队的一员，我第一次来到
这片让人心驰神往的古老热土。田野烈
日灼烤，科研条件有限，但我们还是取
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我现在从事的“乌兹别克斯坦苏尔
汉河东岸区域古代人群的骨骼考古学综
合研究”项目，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确认

为贵霜人群的古代居民进行系统的骨骼
考古学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学术界在丝
绸之路遗产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以及深
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文化传统、经济社会状况，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王科杰：整体而言，学界对汉唐西

域丝绸之路关注较多，对清代西域丝绸
之路则鲜有问津，尤其利用汉文、满
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对清代西
域丝绸之路进行全方位探讨的研究更是
偏少。

清代西域丝绸之路的建设与运转，
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维护。可以说，清
代西域丝绸之路本身即是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重要场域。然而，国外部分

“新清史”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夸大了
丝路台站差务的繁重程度，甚至渲染蒙
古 族 、 回 族 同 胞 的 应 役 为 “ 殖 民 压
迫”。实际上，通过大量阅读满文、蒙
古文档案可以发现，无论是准噶尔蒙古
还是广大回众，均对清廷平定分裂势
力、维护边疆稳定、赈济边境贫民等一
系列措施心怀感激，对于中央王朝有着
强大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因此，各民族
均自愿在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应役，维护
边疆的繁荣与和平。就此而言，利用满
文、蒙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研究清代
西域丝绸之路，有助于正确认识相关历
史事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外，长期以来，学界大多围绕经
济和文化的主线来开展西域丝绸之路研
究，对国家位置的讨论似乎有所缺失。
实际上，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丝
绸之路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开通乃至沿线经济文化的交流都
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清代尤其如此。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巩固，是
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历史的重要课题。
如何在以人力、畜力作为主要交通动力
手段的前工业化时代，于幅员辽阔的广
大疆域内，克服空间与距离上的巨大困
难，有效地实现大国治理，是清代所面
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研究清代西域丝绸之路，既
有助于重新探讨国家在西域丝绸之路中
的主导地位，也有利于弘扬丝绸之路沿
线区域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历史主
题，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内
涵。

曲强：我所研究的领域，主要需要
参考新疆和中亚、西亚地区的波斯文、
察合台文史料，清代的满文档案，以及
一些回鹘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史
料。语言文字的障碍、文献的稀缺等因
素，导致这个领域的研究不论是在国内
还 是 国 外 ， 都 是 相 对 冷 门 的 。 它 的

“绝”，主要在于学习语言文字的门槛太
高，学习资源也少，大多数高校都不具
备学习条件。再进一步说，许多相关领

域的文献，都只有写本，没有整理本。
我不仅要读懂这些语言文字，还要能看
懂手写体，这也是一大挑战。

尽管研究面临很多困难，但探究西
北地区各民族的发展脉络与形成历程，
以及西域地区的历史经纬和边疆治理经
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存在深刻
关联。

江俊伟：殷周史研究主要基于甲骨
文、金文等出土文字资料。这些文字毕
竟距今 3000 多年，大多数无法直接阅
读。我面临的困难，首先是认字，通过
了解古文字的结构，将其“隶定”，判断
其为现在的哪个字。如果是已经失传的
字，只能从字义入手。其次，要通过对
照辞例，初步判断字义，进而句读，并
分析句子及连句成段后的含义。再次，
抽丝剥茧，发掘其中具有价值的内容。

古文字研究者像是一个侦探，仔细
研读资料，逐字、逐词、逐句、逐段，
最终得出自己的答案。这样的工作极其
耗时、费力，往往一天能够厘清一个字
的字形和意思，理解一句话已经是高效
率了。现代社会步调快，追求立竿见
影，这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也就逐渐
成为“冷门绝学”。在我看来，能够读
懂过去读不懂的内容，哪怕一个字、一
句话，进而推进殷周史的研究，就是研
究最大的意义所在。

和国家民族命运休戚与共

如何让如何让““冷门冷门””不冷不冷
““绝学绝学””有继有继

赵东月：西北大学文化遗
产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
类骨骼考古，主要研究领域为
中国西北、西南及中亚地区古
代人群体质特征变迁、健康状
况、人地关系互动等。

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人类骨骼考古”这
一名称其实是在 2014 年“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
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才正式确定下来的。此

前，我们一直称呼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体质人类学”。
考古学是一门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研究古代人类社会

的科学，其研究范围涵盖文字诞生以前漫长的史前时代。作为
人类社会的行为主体，人类遗骸也是物质文化遗存的一种，能
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过去的信息。

在遵守考古工作规程和科学研究伦理的前提下，考古学家
采用形态学、病理学、骨化学、古 DNA 等多种研究方法，对
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进行研究，能够帮助现代的我们了解
过去人们的生活，包括古代人群的人口结构、健康状况、饮食
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暴力冲突等，也能让我们在更广
阔的时空范围内去探索人类的起源和演化、人群体质特征的变
迁以及现代各民族的形成过程。

王科杰：山西大学中国社
会史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
为明清政治史、社会经济史，
目前主要利用汉文、满文、蒙
古文等多语种档案史料，从事
清代西域丝绸之路研究。

谈到丝绸之路，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张骞出
使西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汉唐两朝对
西域的经营与管理。而我所研究的“清代西域

丝绸之路”正是在汉唐丝绸之路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宋明两朝国力所限，不能有效管理西

域，直至清代平定西北边陲后，在官方力量主导下，西域丝绸
之路才获得更大发展。因此，清代西域丝绸之路也是汉唐以后
中央王朝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各地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纽带。
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西域丝绸之路相较于汉唐时期，可谓既
有继承，又有突破，意义非凡。

曲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到
清中期西域地区的历史和多语
种文献。

我关注的“广义”西域地区既包括我国的新
疆，也包括中亚的一部分地区。近期，我主要研
究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以及准噶尔汗国时
期西域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和地方政治史。这一

时期的波斯文、察合台文、蒙古文也是我的研究对象。除此之
外，还涉及明清史、蒙古史以及满文文献，比如最近完成的

《大学》《中庸》清代满文译本研究。

殷周史是历史学科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支之
一，属于先秦史的研究范畴。通过整理分析甲骨
文、金文相关内容，我试图厘清殷周时期政治区

域的基本特点，进而了解殷周王室的领土认知和治理体系，并
尝试结合当时的宇宙观、地理观来探讨，继而窥见中国早期国
家如何在有限的权力和相对松散的统治结构中，发展出一套由
中心向边缘，分级治理的“天下秩序”，以及其如何影响后世
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此外，我也特别关注甲骨文、金文中涉
及殷周边境区域的资料，致力于追溯古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
历史渊源与继承发展。

江俊伟：广西师范大
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殷
周史，目前主要关注甲骨
文、金文记录的政治区域相
关问题。

说说我的研究领域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赵东月在做人类骨骼考古研究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赵东月在做人类骨骼考古研究

。。
王琎王琎

摄摄

记者：作为青年学者，您选择这个
领域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您来说，这个
领域最吸引您、最让您乐在其中的又是
什么？

赵东月：我觉得考古工作的魅力在
于一半田野，一半书斋 （实验室）。傅
斯年先生有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
动脚找东西”，这种工作方式对于学生
时代的我很有吸引力。张光直先生在
一篇题为 《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
来问道》 的文章中说：“我有时白日做
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
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
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 （她）
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
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读到时，
热泪盈眶，觉得舍我其谁。

真正入门之后慢慢沉淀下来，我
发 现 日 常 工 作 虽 琐 碎 ， 但 也 充 满 乐
趣。选择人类骨骼考古，最根本的驱
动力就是好奇心。作为这颗星球上的

智慧生命，自诞生以来我们就一直在
探索未知之境，但是了解人类自身，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工作是通过骨骼上的线索，了
解古代人群和他们的生活，透骨见人，
抽丝剥茧，去思考和求证每一例人骨的
性别、寿命、体质特征、生前的饮食、
遭受过哪些疾病的困扰、经历过什么特
殊的事件，最后因为什么死亡。死亡
后，生者又是如何对待他/她的，经过
什么样的埋藏过程，又经过多少年我们
才重新遇见。

206 块骨骼简简单单，但是组合起
来问题却层出不穷。想尽力解开过去的
谜团，架起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可
能这就是我一直沉迷于此的原因吧。

王科杰：2015 至 2024 年，我在中
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及博士
学位期间，正是“新清史”在国内学界
引发较大关注的时期。“新清史”否认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颠倒中心边缘、滥

用西方理论等疏失，值得深刻反思。
作为一名中国的青年学者，我希望

充分利用汉文、满文、蒙古文等多语种
档案史料，摒除理论先行的弊端，在扎
实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真正符合历史事
实且具有主体性的研究成果。虽然学习
边疆民族语言难度较大，但我乐在其
中 。 读 汉 文 、 满 文 、 蒙 古 文 等 多 种
档 案 史 料 ， 大 大 开 拓 了 我 的 研 究 视
野 ， 也 使 我 对 相 关 历 史 问 题 的 认 识
更为深入。

曲强：丝绸之路、西域的历史向称
难治，很有挑战性，但这也正是吸引我
的地方。西域地区是多民族、多宗教、
多语言、多文字的交流碰撞之地，这种
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独特的魅力。尽管
学习的过程很漫长，但若能独立解读
一份文书，或者能读懂别人看不懂的史
料，就会很有成就感。同时，这个领域
还有很多文献缺乏解读和研究，因此
会 经 常 有 新 发 现 ， 更 容 易 产 出 新 成

果，这也能让我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
江俊伟：殷周史研究领域目前还存

在许多未解之谜，有些即便前人已经涉
足，也仍有商榷的余地。因此，只要肯
下功夫，就能“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
所未言”，进而推动研究的进展。

在我看来，殷周史占据了中国历史
研究的“制高点”之一。这是因为殷商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且最成熟的文字，研
究它有助于探寻现代汉字的起源，而甲
骨文丰富的内容也为后世制度的源流提
供了考证的依据。例如，一般认为周公

“制礼作乐”，因此历史上有很多制度可
溯源至周代。然而了解甲骨文就知道，
周的不少制度又源于商。又如“王”这
个字，西汉董仲舒认为三横代表天、
地、人，而能参通三者就是“王”。但
如果知道“王”在甲骨文中最初的写
法，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这
仅是汉代人的思想逻辑。每当想到能有
类似发现，我总会沉浸其中。

架起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让“冷门绝
学”焕发活力？

赵东月：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冷门
绝学”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多项专
项基金和扶持计划，如设立国家社科
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历史研
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等。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还成立了冷门绝学协
同创新研究院，以加强“绝学”、冷门
学科建设。

作为从事冷门学科的科研工作者，
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专注自己
的本职工作，取得成果和突破，焕发冷
门学科的生命力。同时，还要注重学科
建设，以及本科生、研究生这些后备人

才的培养，才能使“绝学”有继。此
外，“冷门绝学”往往涉及多个学科的知
识和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整合不同学科资
源、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加强国际合作等
方式，推动其繁荣和发展。

王科杰：在我看来，从事冷门学科
的科研工作者一定要将自身的研究，与
国家、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相结合，
在服务国家和社会中发挥自身才干。

曲强：我希望国家一方面加大相关
古籍、文献的整理与公开力度，让尘封
的典籍资源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撑；
另一方面应破除明清时期西域历史“敏
感”的刻板印象，纵深推进该领域研
究，这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掌

握学术话语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江俊伟：甲骨学、金文学等虽说是

冷门学科，但百余年来的学术史揭示，
一直有一群人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不
求回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毋庸讳言，让“冷门”不“冷”绝
非易事。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与资金支
持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培育摒弃
功利主义的学术生态，使师生能够潜心
治学，从基础工作入手，循序渐进地深
入“冷门绝学”领域。这一过程既需要
理念的转变，更离不开实践的坚持。

我常在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甲骨
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通过解析构
形、源流等鲜为人知的文字学知识，激

发学生对“冷门绝学”的研究兴趣。当
然，这种启蒙教育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希望国家能继续加强甲骨文、金
文电子全文资料库的建设。便捷的资料
库查询、更好的使用体验等，都可以拉
近古文字与广大学子乃至大众的距离，
让人们体会到认识古文字的乐趣。

期待广大高校、博物馆等相关机构
能创新宣教方式，例如借鉴近年来三星
堆文化推广的成功经验，通过短视频、
互动展陈等多元化传播渠道，吸引更多
年轻人关注古文字学与中国上古史研
究，为“冷门绝学”的传承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潜心治学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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