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文物专家、中央

文 史 研 究 馆 资 深 馆 员 孙

机近日离开了我们。

“ 一 心 向 学 ，成 就 非

凡”，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

部研究人员霍宏伟等人的

话，说出了很多考古文博

人 的 心 声 。 孙 机 1979 年

调 入 原 中 国 历 史 博 物 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考

古 部 工 作 ，1990 年 退 休 。

但他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终身研究馆员，大家经常

会在馆里见到他。很多学

者非常珍惜、享受和他一

起在食堂餐桌上的谈话时间，从只言片语中管窥学问之

道。他认为，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多数曾是古人日常生

活用品，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从文物

社会功能的视角，可以看到鲜活的历史画面。倘使角度

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

艺的妙谛，以及不因岁月流逝而消退的美的闪光。这一

重建常识的理念被越来越多人接受，也贯穿到孙机的著

作和所策划的各种展览中。

在学术方面，孙机受沈从文、宿白两位名师悉心指

导，并将平生所学传授给扬之水、葛承雍等学生。2022
年 7 月，“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 120 周年学

术论坛”在国博召开，孙机做主旨发言谈到将服饰与文学

作品相关描写相互印证，这既是古代服饰研究的重要方

法，也是对沈从文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项成果的概括。

孙机在文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与影响力。他曾多次

为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把关论证，87 岁高龄仍坚

持为一线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人员现场授课。无论是文

物出境展览还是追索流失文物，孙机都给予了非常多的

学术支持。比如他多次为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助力献策，

促成流失英国的青铜虎鎣、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铜组

器等文物回归祖国。

晚年的孙机主要想做两件事，一是办一个中国古代

服饰展，二是整理出版自己的文集。2021 年 2 月，91 岁高

龄的他作为策展人，为国博策划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展”，迅速掀起观展热。展出文物的精美自不用说，更令

人难忘的是各种辅助展品和饱含知识的线描图。他指导

北京服装学院团队复原制作的 15 尊古代人物雕塑及服

饰，完整再现了古人衣冠配饰的整体形象，成为古代衣冠

配饰的范本。他还多次到展厅亲自讲解，一说就是两个

多小时，令人折服。

2022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庆祝考古专业成立

百年，为樊锦诗、孙机等杰出校友颁发了“考古文博学院

杰出院友奖”，这是他看重的。

如今，八卷本的《孙机文集》，经过他多次校改，校样

已全部修改完成，即将出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回忆起 1998
年前后读到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时的激动，

“每一篇文章都特别扎实、论说有据，让你不忍放下，仿佛

一座丰富的宝藏”“他的结论就是你的起点，你可以在此

基础上开始更远的航行”。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是孙机的代表作，享誉海

内外学术界。在这本书里，古器物和古文献“打成一片”，

如一部汉代大百科全书。全书涉及两汉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两汉的考古发现几乎尽皆网罗在内，虽考校一器一

物却不限于一器一物，征引宏富，论据严密，笔锋所到，总

能纵横捭阖。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办法为各种古器物

定名，并且在此过程中揭示出人与物的关系，进而见出两

汉社会的种种历史风貌，这种研究方法令很多学者茅塞

顿开，也引领很多人走上研究之路。

孙机著作中严整精细的线描图，均是他亲手绘制。

绘图的时间，常常数倍于写作，他为每本书付出的心血可

想而知。家人回忆，有的时候，他吃完晚饭就坐下来开始

画，等画完了，抬头一看，天都亮了。现在印刷条件好了，

很多考古、文物图书都直接采用照片而不用线描图了。

但孙机认为，线描图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把要表现的细

节刻画得更清楚。

孙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汉代人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发明创造不计其数，从天文数学到农田水利，从烧砖

制瓦到驾车造船，到处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更不用说

丝织、造纸、冶金、制瓷等世人普受其惠的诸多贡献了，这

些成就均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国古代物质

文化是中国人的骄傲，这种信念应该促使今天的中国人

有信心更好地创造我们自己的新生活。”

孙机的另一著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同样影响深

远。这本书具备了教科书般的通俗晓畅，不但获评 2014
“中国好书”，而且一再加印，并被译为外文出版，可谓流

布遐迩、惠泽学林。很多人是看着孙机的书爱上中国历

史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那些常读常新的

著作会不断拥有新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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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一抹灰烬，3000 年前的纺织工艺显

露真容；3D 藏宝图展开，沉睡在江底的文物被

精准标注；AI 技术拼对复原，分散在不同祭祀

坑的青铜器复归完整……近年来，多种学科知

识、先进科技手段与考古研究实践深度融合，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

古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多学科协同，加强发
掘现场保护

2021 年 四 川 广 汉 三 星 堆 遗 址 的 重 启 发

掘，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科技含量十足的

“考古方舱”，穿着“防护服”的考古工作者，让

大众新奇不已。

文物在地下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出土

后周围环境发生巨变，如果保护不及时，会给

文 物 带 来 毁 灭 性 伤 害 ，如 彩 绘 变 色 、有 机 物

碳化等。密闭的考古发掘舱严格控制温湿度，

避免了外界尘土、细菌等污染因素的干扰，给

予文物及时有效的现场保护。发掘舱旁还设

有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临时库房，各种先进

设备一应俱全。

文物提取也是技术活儿。考古队员首先

对文物密切接触的土壤、粘连物进行取样，检

测分析其酸碱度、可溶盐、含水率等指标，为文

物提取和后续保存提供参考依据。为保证大

型青铜器提取时不受损，首次采用 3D 打印技

术，打印出与器型完美贴合的硅胶保护套。

此外，三星堆遗址发掘采用了载波相位差

分技术，实时记录每件出土文物或土壤样本所

对应的经纬度，并生成一个二维码，其中还有

文物年代、材质等信息，文物和样本就有了独

一无二的“身份证”。

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持下，三

星堆遗址形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

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新模式，成为

我国考古发掘现场科学保护的一个范例。

2016 年至 2021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

联合完成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5 次大规模考

古发掘。“多学科协同科技考古不仅在实践上

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案例，也为考古学科的发

展开拓了更多新方向、新领域。”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说。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能识破，

买尽成都府。”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这首民谣

已流传 300 余年。彭山江口处正是清顺治年

间农民军将领张献忠与前明参将杨展交战的

战场遗址，传说有 1000 船金银财宝沉于江底。

考古发掘之初，精准划定文物富集区是个

难题。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所在的河道长 2 公

里，宽 500 米，整个遗址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

依靠传统的调查方法，只能得出大致埋藏区

域；现代河流内金属垃圾多，常用的金属探测

仪器受到干扰，效果也达不到预期。

江口沉银考古团队采用高精度磁法、电阻

率成像技术等多种地球物理探测手段，为岷江

河道做了“CT 检查”。砂石下的河道情况通

过 3D 模型清晰呈现，再通过水力学试验分析

文物被冲刷产生位移的规律，找出文物最可能

埋藏的区域。最终，考古团队绘制了一幅覆盖

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的 3D 藏宝图，确定了遗址

范围和重点发掘区域。

水下能见度低，且受水流影响，工作人员

保持身姿稳定都十分困难。想把分散的数万

件文物找到，潜水发掘不具备可操作性。在专

家建议下，考古团队决定采用“砂石围堰”发掘

方法，借鉴水利设施建设经验规划围堰高度、

材料。围堰完成后，抽干发掘区内的江水，水

下考古变成了陆地考古，自然障碍被成功破

除。这也是国内首次利用围堰在内水水域开

展大规模考古发掘。

文物“设备库”愈发丰
富，修复针对性更强、流程
更细

今年 6 月，三星堆两件大型青铜器跨坑

拼对成功。两件文物是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

神像、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器物组件分别

来自 2 号坑、3 号坑以及 8 号坑。文物体量巨

大、造型复杂，展现了三星堆先民高超的青铜

铸造技术和丰富创造力。

随着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野外工作的结束，

出土文物的室内整理、保护和修复成为重点工

作。破碎分散在不同祭祀坑的青铜器，如何恢

复到相对完整的形态？

文物整体高度和脆度较高，采用传统的实

物拼对容易造成伤害。三星堆文保团队采用

了三维模型数字拼接的方式。修复工作室和

腾讯 SSV 数字文化实验室合作，对文物进行全

方位扫描，建立三维模型；利用 AI 技术提取碎

片的几何特征信息，计算彼此的匹配度；分析

受力数据，验证不同拼接组合的可能性……无

需触碰实物，研究人员可以在数字空间进行模

拟拼对和复原，充分验证各种可行性方案。

目前，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已基本确认

完整，而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可能还有其

他部分。跨坑成功拼对文物，证明三星堆几座

祭祀坑的形成时间相近，这对明确各坑的考古

学年代、祭祀区布局及其性质、古蜀人祭祀形

式等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如今，文物修复“设备库”愈发丰富，修复

针对性更强、流程更细。在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出水的金银器大部分受人为因素破坏，修复难

度较大。修复人员运用便携式 X 荧光光谱仪

等仪器，对文物进行了详细“体检”，明确了文

物材质、内部结构等，争取做到“原材料、原工

艺”修复。在激光焊接机毫米级的精细焊接

下，金银饰品上的精美纹饰得以重现。修复过

程中，每个操作步骤均详细录入档案，以便出

现失误或新材料研制成功时实现逆向操作。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部分金银器保护修复入选

2021 年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古象牙、古织物等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

是世界难题。今年 4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海尔集团等联合建设的国内首个有机质文

物保护智能设备研发中心成立，旨在整合高

校、企事业单位科研力量，集中开展相关装备

研发与科技创新攻关，让文物保护水平再上新

台阶。

从 文 物 上 提 取 海 量
信息，助力考古研究不断
深入

科技水平有限，曾导致不少文物的研究无

法深入。上世纪 80 年代，三星堆出土的大量

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震惊世界。附着

于青铜器上的“灰烬”看似不起眼，在当时也引

起研究者注意。有人猜测这是丝绸的残留物，

但仅凭目测无法证实。

直至近年，这一谜题终于解开。中国丝绸

博物馆等单位研发出基于免疫学原理的蚕丝

蛋白检测技术，于 2021 年在三星堆遗址祭祀

坑发掘中发现大量丝绸残留物。利用超景深

显微镜、显微红外光谱等先进分析技术，研究

人员重新观察检测 30 多年前出土的部分青铜

器，进一步确认了丝绸的存在。

“丝绸残留物的发现证明，在三星堆文化

时期古蜀先民已具备成熟的纺织工艺和技术

水平，填补了古蜀时期蜀地纺织史研究的实物

空白。”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旸说。

科技手段就像可靠的“放大镜”“显微镜”，

使研究者能够从同样的文物上捕捉到更多痕

迹，提取出以前难以获得的海量信息。凭借这

些信息，考古研究得以不断深入。

在数字化技术辅助下，三星堆出土象牙雕

刻的起止顺序、手法均清晰可见，比起肉眼观

察可获取的信息量天差地别。“数字化极大延

伸了视野，让我们清楚看到文物铸造方法，甚

至看到加工时的细微痕迹。”唐飞说。

此外，与数字融合还能让文物的存在突破

时空限制。无论何种材质，文物老化都是不可

逆的，利用数字手段将文物信息完整记录，便

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借助数字化，全球的

研究者和参观者都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文物信

息，文物由物质资源转向数字资源，正在为推

动世界文明互鉴和社会科普教育散发更多光

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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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多 种 学 科 知
识、先进科技手段与考古研
究实践深度融合，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考古学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

科技手段就像可靠的
“放大镜”“显微镜”，使研究
者能够从同样的文物上捕
捉到更多痕迹，提取出以前
难以获得的海量信息。

良渚古城位于浙江余杭，但 5000 多年前

的良渚文化并不局限于良渚古城，它涵盖了现

在广义的长三角，以钱塘江、太湖流域为中心，

北抵鲁南苏北，西到安徽的江淮地区。考古发

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共同组成了远古

江南文明的拼图。

江苏的良渚遗址分布广泛、意义重大。苏

州草鞋山遗址保存了江南新石器文化时期最

重要的三个文化层：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

良渚文化。依序叠压的文化层蕴藏着先民生

活和劳作的丰富信息，被誉为江南史前文化标

尺。该遗址是所有良渚文化遗址中最早发现

琮、璧、钺等玉礼器的，体现了当时的“苍璧礼

天，黄琮礼地”等礼玉分工。出土的玉琮外方

内圆，刻有兽面纹饰，是首次在中国史前墓葬

中出土的玉器，并解决了玉琮的断代问题。

常州寺墩墓地的年代为良渚文化早期偏晚

或中期偏早，与良渚反山墓地第一阶段的年代

相当。反山是太湖南部等级最高的墓地，寺墩

是太湖北部等级最高的墓地，寺墩墓地出土过

大玉琮和大玉璧。寺墩墓地的面积大于反山。

以寺墩遗址为中心，寺墩与周边的高城墩、青城

墩、箬帽顶、象墩、姬墩山等遗址同样反映了与

“良渚古国”差不多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分区。

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玉器文化。这

些玉器不但类型丰富、制作精美，还用来明确尊

卑、划分等级。当时的国王拥有代表神权的玉

琮、玉璧，象征王权、军权的玉钺，其中最突出的

就是玉琮。寺墩遗址 3 号墓出土玉琮 33 件，是

迄今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琮最多的一座。

新沂花厅遗址、兴化东台蒋庄遗址则是良

渚文化势力北扩的典型遗址。为了扩大生存

空间，分布于该地区的族群，以苏南地区为根

据地向北方挺进，在江淮和黄淮地带，与居住

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人展开了持久对抗，在碰

撞中融入华夏文明大家庭。花厅遗址的所在

地，是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交界处。这里

出土的绝大部分陶器属于大汶口文化，玉器则

带有良渚风格，有相当一部分墓中随葬两种文

化的器物。

位于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的蒋庄遗址，

是人们在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的高等级良渚文

化墓地。以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堆积为主的

西区，发掘清理出 284 座墓葬，为目前在良渚

文化核心区之外发现的数量最多、埋葬最密集

的良渚文化墓地，也是良渚文化迄今发现保存

骨骸最完整和丰富的墓地，为研究良渚先民的

葬俗、健康状况、社会组织关系、人种属性乃至

遗传基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在墓

葬区中间，同样发现了玉琮和玉璧。

在整个江南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多达上百

个，如上海的福泉山遗址，发现保存良好的崧

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墓葬叠压关系，包括多座良

渚晚期的墓葬及玉琮等文物。如果我们把这

些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连成片，就可以显示出

当时良渚文化的影响力。

考古学家用“马崧良”来简称马家浜、崧泽

和良渚三个早期江南史前文化。“太湖文明五

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说的就是这一文明演

进历程。目前正在进行的考古课题“长江下游

区域文明模式研究”就是解决从崧泽到良渚的

文明模式转变等问题，试图破译江南史前文明

的密码。这个文明故事的解码值得期待。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从考古看良渚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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