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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交通要

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红

海之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曾有一

处港口——沙特阿拉伯塞林港。历史

上，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繁华

贸易港，也是红海“三大港”之一。

为 了 揭 开 塞 林 港 的 历 史 面 纱 ，

2016 年，中国和沙特签署《中国—沙

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合作协议书》，计划

实施为期 5 年的联合考古发掘。2018
年 3 月以来，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

中心的 10 余名考古工作人员组成中

沙联合考古队，先后两次在塞林港遗

址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

考古需要不断发掘证据，通过证

据进行推理，并最终得出结论。这一

过程听起来十分有趣，但实际工作往

往异常艰难。此次塞林港考古不仅要

在陆地上完成田野发掘，还要潜入水

底，发现失落的文明。“这就给队员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能考古又要会

潜水。因此，除了前期的学术准备，中

方所有队员在赴沙特考古前还进行了

为期 4 个月的水下考古培训，尽可能

做到有备而去。”联合考古队的中方领

队、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姜

波告诉记者。

即便做足了准备，恶劣的考古环

境还是给中方队员来了个“下马威”。

初到现场，4 月的红海东岸已进入酷

热的夏季。在骄阳炙烤下，沙漠表面

温度可达 50 摄氏度。身处完全露天

且地势略高的遗址挖掘现场，考古队

队员们被晒得黝黑，不少队员都出现

了中暑反应。为避免高温和暴晒，考

古队队员们只能每天 5 点起床出发去

工地。

除了高温，沙尘暴也是本次考古

活动面临的一大挑战。沙尘暴袭来

时，黄沙遮天蔽日，联合考古队无法

在户外开展工作。沙尘暴一过，考古

队就立即开展拉网式调查，在遗址地

表设置 9 条纵贯南北的调查线路，进

行地毯式搜索；发现重要遗迹后，他

们利用无人机从不同高度对遗迹进

行航拍和遥感测绘，以便尽快建立三

维模型。

在水下考古环节，两国考古队队

员通过海底调查、搜索和采样，摸清了

塞林港周边海域的水底状况。此处港

湾双礁环抱，水流平缓，深度适中，且

为泥质海床，便于海船避风、泊驻与航

行。在海湾海床，考古队发现了早先

河流带入的淤泥沉积，且堆积深厚。

这些发现由此解答了当初塞林港的选

址缘由——地形适宜、河海交汇、淡水

充足。在遗址南侧水域，联合考古队

还确认了一处可供泊船的港湾，并找

到了古代船只进出港湾的航道。

随着考古进程的不断推进，塞林

港的昔日荣光渐渐再现于世。联合

考古队在现场发现了成片分布的大

型建筑遗址和两处排列有序的大型

墓地，以及疑似海滨货场的遗迹，生

动 展 现 出 古 代 繁 华 海 港 的 历 史 景

观。在遗址中，考古队队员还清理出

铜砝码、青金石、串珠、玛瑙、象牙制

品、钱币等文物，发现了阿拉伯石器、

波斯釉陶和来自中国宋元时期的莲

瓣纹青白瓷、龙泉窑系的青瓷，以及

明清时期漳州窑系的青花瓷等精美

文物。一幅展现塞林港作为古代国

际贸易港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为海

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

考古实物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碑刻

拓片技术在本次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中方队员制作的碑文拓片，

使得因风沙侵蚀而模糊不清的碑文变

得清晰可读，令沙方队员惊叹不已。

在工作现场，中方考古队队员梁国庆

身边总会围着多位沙特考古工作人

员，向他学习中国拓片制作技术，瓦利

德便是其中一员。“通过这项技术，我

们获得了进一步了解遗址年代和贸易

背景的重要线索。在梁国庆手把手的

教授下，我们逐渐掌握了拓片制作技

术，希望把它应用在沙特更多的考古

现场。”瓦利德说。

塞林港地区此前尚未开展过系统

的田野考古工作，此次联合考古成果

“超出双方预期”。沙特国家考古研究

中心负责人扎哈尼博士高度认可此次

联合考古工作，并希望在疫情后联合

考古队能够早日到现场继续开展工

作。“我们工作非常顺畅，彼此求同存

异、优势互补。队员们也在合作过程

中培养出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在闲暇

之余，会学习彼此的语言，了解对方国

家的文化。”姜波感慨。

此 次 考 古 发 现 与 史 籍 记 载 相 印

证，证实了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半岛、

红海地区有着密切的海上交往。中沙

联合考古队沙方负责人麦迪·卡尔尼

表示，“我们很重视这一与中国共同开

展的考古合作项目，联合考古成果证

实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源远流长

的文化和经贸交流历史，也为相关国

家深入挖掘和研究本国历史提供了丰

富素材”。

尽管目前由于疫情，线下的后续

考古工作暂时无法推进，但两国考古

队队员间的线上业务交流研讨从未中

断。去年 11 月初，中方队员代表杨睿

参与了由沙特文化部主办的首届沙特

考古发现论坛线上会议，并在会上介

绍了塞林港遗址考古合作的实施情况

和主要发现。联合考古队队员们希望

通过考古工作反映中阿两大文明互学

互鉴的悠久历史，唤醒这段属于全人

类的文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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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2013 年 12 月，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

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

组建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境

内开展考古工作，以期发现古丝绸之路

上的月氏文化遗存，为恢复丝绸之路历

史风貌作出努力。

联合考古队中方团队吸纳了西北大

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研究人员，

拥有历史、考古、语言、生物、物理、化学、

计算机等多学科背景。乌方队员除了来

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外，塔什干大学、

费尔干纳大学和铁尔梅兹大学的师生们

也加入其中。“此次联合考古工作是对丝

绸之路人文交流传统和互学互鉴精神的

继承和发扬。”联合考古队领队、西北大

学 丝 绸 之 路 考 古 中 心 主 任 王 建 新 教

授说。

在两国考古队队员的通力合作下，

考古工作不断取得突破。通过采用大范

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发掘相结合的

考古模式，2015 年 9 月至 11 月，考古队

在位于撒马尔罕市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

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

干遗址，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张

骞当年经康居抵达月氏的史实相呼应，

这一发现令人兴奋不已。

2016 年，联合考古队又在乌兹别克

斯坦南部小城拜松发现了拉巴特遗址。

王建新介绍，从遗址内墓地的墓葬形制、

埋葬习俗来看，该遗址与中国新疆东天

山地区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期

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同

时，拉巴特遗址在时空范围和文化特征

上，与中国古代文献关于月氏的记载较

为吻合，可以推断为月氏考古学文化遗

存。至此，中乌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

果，为我们进一步知悉古代丝绸之路的

繁荣兴盛、在全球视野下深入研究中国

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史提供了更加丰

富的实物佐证。

除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理念也一

直贯穿整个联合考古工作。“我们不能

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说。从

发掘的第一天起，联合考古队就秉持着

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

工作结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护。

2019 年 2 月，“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

——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

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玻璃、玉

石、玛瑙等大小 80 件在撒扎干遗址和拉

巴特遗址发掘的文物首次展出。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有着悠久的

历史往来。多年来，两国考古学家合作

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乌中联合考古

项目为研究探讨历史上两国的贸易往

来、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联合考

古项目乌方负责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阿穆尔丁·别尔丁

穆罗多夫博士表示。

截至目前，联合考古队围绕中乌联

合考古成果先后在铁尔梅兹、塔什干、西

安、北京举办了国际会议和展览。两国

及时分享联合考古成果，得到了考古界

和公众的广泛好评。目前，该项目仍在

持续推进，两国合作机构就疫情好转后

的合作事宜保持积极沟通和协商。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为丝绸之路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科学依据，也

将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

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增进友好感

情。”王建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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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巴基斯坦历史人类学

家马兹哈尔·阿拉姆驱车来到位于伊

斯兰堡以西约 50 公里处的巴哈塔尔

遗址，为将要到来的中国考古队的住

宿、交通、安保等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 新 一 季 的 中 巴 联 合 考 古 即 将

开始。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

间的文明交流对话活动深入开展，中

巴两国在人文交流，尤其是考古学领

域的合作不断加深。2018 年，巴基斯

坦总理伊姆兰·汗访华，双方同意落实

好《中巴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加

强博物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文

物和手工艺品保护和鉴赏，增进两国

考古学界交流。

2018 年 4 月，河北师范大学古代

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汤惠生赴巴

基斯坦开展访学交流，并考察了巴哈

塔尔等地的哈拉帕文化遗址。这次

访问中，汤惠生提到的一项考古发现

令阿拉姆印象深刻——早在 5000 年

前，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史前文明就存

在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但两国之间

横亘着喜马拉雅、喀喇昆仑两座山脉，

往来交通艰险异常。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的帮助下，第一条从中国

直通巴基斯坦的公路——喀喇昆仑公

路才修建完成。“早在数千年前，人类

就曾经翻越如此巍峨险峻的群山，简

直不可思议。”阿拉姆心中充满感叹。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数千年前的文明

联结，他和汤惠生决定再次对当地哈

拉帕文化遗址开展考古发掘。

当年 11 月，汤惠生再次来到巴基

斯坦，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是由来自河

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湖北省文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的 14 名 中 方 考 古 学 者 。

他们与阿拉姆一行会合，考古田野发

掘工作正式启动。

“ 联 合 考 古 队 对 每 一 块 陶 片 绘

图、照相、记录，一个个发现集纳在一

起，就像是一幅拼图渐渐完成，我们

的观点也一步步得到证实。考古现

场在别人看来可能枯燥无味，但在队

员们看来却时时刻刻充满惊喜。”汤

惠生说。

在巴基斯坦，中方考古队队员常

常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好客。考古工

作在乡村进行，当地农户听说是来自

中国的考古队，总是招呼大家去家里

喝 茶 ，还 热 心 地 要 为 考 古 队 提 供 帮

助。考古发掘之余，汤惠生还与阿拉

姆一起拜访了多位当地考古研究学

者。两国学者围炉共话，毫无保留地

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去年 5 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巴

基斯坦国家遗产和文化署签署《关于

协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

联合声明》，在联合考古、文化遗产保

护修复、世界遗产、博物馆展览交流、

防止文物非法贩运和人才培养等领域

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亚洲文化遗

产保护事业发展。

“ 渴 望 交 流 与 沟 通 是 人 类 的 本

能。数千年前，正是这种渴望驱使着

人们历经千辛万苦，翻越巍峨雪山。”

阿拉姆说，如今，科技快速发展，我们

有了如此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便捷的交

通方式，期待巴中双方继续加强在共

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考古合作，开

展更多联合考古项目，加深两国民众

对彼此历史文化的了解，增进文明交

流互鉴。

探寻数千年前的文明联结
本报记者 程是颉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在人文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中外联合考古多点开花、蓬勃开展。迄今，44个联合考古
项目涉及 24个国家。对古丝绸之路重要遗址的调查发掘，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文明发展的脉络，见证东西方文明相遇相知、互
学互鉴的动人篇章—

图①：联合考古队队员对现场发

现的碑铭进行拓制。

图②：从空中俯瞰红海之滨的塞

林港遗址。

资料图片

图④、图⑤：出土自撒扎干遗址的

陶器。

图⑥：联合考古队在拉巴特遗址进

行调查发掘。

资料图片

图③：汤惠生（右一）在巴哈塔尔

遗址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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