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报考文化遗产学院文物专业硕士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精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

理办法〉的通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和特色，将文物与

博物馆专业（065100）对应调整为文物专业（145100），现就我院的文物专业相

关情况说明如下：

1.专业方向设置：

文物专业主要有田野考古、文物管理、文物传播利用、文物分析技术、文物

保护修复 5个方向。

田野考古方向，运用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结合航空遥感、地理信息、数

字化等多学科技术手段，开展科学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室内考古

资料整理和考古报告编写，田野考古技术集成、考古信息系统研发与应用。

文物管理方向，结合管理学、法学、城市规划、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理论与方

法，主要开展文物保护规划、文物法律法规等领域的实践与应用。

文物传播利用，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历史学、管理学、艺术设计、信息技

术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手段，主要开展博物馆管理、文物展示、教育等领域

的实践与应用。

文物分析技术，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化学、物理、生物、地学等多学科技

术手段，科学提取、分析环境、人类、动植物、人工制品等各类考古遗存包含的

信息和价值。

文物保护修复：结合化学、物理、生物、地学等多学科技术手段，开展土遗

址、砖石、壁画、金属、陶瓷、宝玉石、有机质等各类可移动、不可移动文物的

保护与修复，文物保护环境监测与干预，文物病害调查与分析，文物保护材料研

发与应用等。



2.师资力量：文物专业田野考古方向现有校内导师 31 人，校外行业导师 24

人；文物管理、文物传播利用方向现有校内导师 7人，校外行业导师 10 人；文

物分析技术、文物保护修复方向现有校内导师 17 人，校外行业导师 23 人。

3.学习方式：文物专业招收全日制、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考生填

报，01 文物研究；非全日制考生填报，02 文物理论与实践。其中报考非全日制，

须为文博行业内在职人员。

4.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

专业考试科目共 2门：638 文物考古基础、826 文物综合。具体参考书目详

见下表，其中 826 文物综合，各位考生只需参考拟报考方向的参考书目。

638 文物考古基础
1.《中国考古学十八讲（第二版）》，张宏彦、翟霖林，科学出版社，2022 年；

2.《文物学概论》，刘毅，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826 文物综合

文物专业主要有田野考古、文物管理、文物传播利用、文物分析技术、文物保护

修复 5 个方向。

（一）拟报田野考古方向考生参考以下书目

1.《田野考古学》，冯恩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2009 年；

（二）拟报文物管理、文物传播利用方向考生参考以下书目

1.《博物馆学概论》，陈红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2.《文化遗产法教程》，王云霞，商务印书馆，2012 年。

（三） 拟报文物分析技术、文物保护修复方向考生参考以下书目

1.《科技考古学概论（第二版）》，赵丛苍，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文物保护学》，王蕙贞，文物出版社，200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