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良环境会损害人的身

体健康，对于文物来说，同样

如此。通过建筑学和环境学

研究，改善文物“居住环境”，

可以让文物“延年益寿”。

也许有人会说，控制文

物“居住环境”还不简单，按

照最佳保存条件，做到恒温

恒湿就行了。对于可移动文

物，这样做确实可以，但会带

来较高的能耗成本，有悖于

当 前 博 物 馆 可 持 续 发 展 理

念。并非所有博物馆都具备

这样的条件。更何况，我国

还有大量存在于露天或半开

放环境中的不可移动文物，

如土遗址、石窟寺、墓葬等。

它 们 受 太 阳 辐 射 、降 雨 、风

蚀、微生物等多种因素影响，

所处环境十分复杂，恒温恒

湿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未必

是 最 佳 方 案 。 如 何 因 地 制

宜，为这些文物营造出“宜居

环境”？这是我们一直在研

究的课题。

不可移动文物的环境调

控，有两个关键环节。首先

是对文物当前环境状态的科

学评估，要准确判断有哪些

不良因素，这些因素是否可

以 被 调 控 。 这 一 步 至 关 重

要，一旦做出错误的干涉调

控，就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

的伤害。其次，要综合考量

调控成本和效果。大型不可

移 动 文 物 往 往 与 周 边 的 土

体、山体相连，具有巨大的热

容和湿容，如果用传统空调

设备这种机械方法来调控，

会 耗 费 大 量 能 源 和 社 会 资

源，因此需要找到一种低成

本、可持续的环境调控方法。

以江苏南京南唐二陵项

目为例。这是南唐时期的帝

陵，墓室内有非常精美的壁

画。上世纪 50年代考古发掘

时，墓室入口处被打开，这导

致古墓整体环境的平衡被打

破。开口处受到阳光辐射影

响，外界空气的温湿度与墓

室内部有差异。夏季，湿热

气流进入墓室，使壁画和石

刻表面出现结露现象；冬季，

干燥的空气进入墓室，引起

壁画表面水分的蒸发，导致

壁画表面析出可溶盐，产生

盐结晶，对壁画的地仗层和

颜料层造成破坏。我们对南唐二陵进行了连续两年的环

境监测，收集了大量数据，通过计算机模拟预测在外界环

境变化下墓室温湿度的相应变化及其与病害的关联，最后

提出一个方案：在墓室入口处设置自动的环境调控室，以

减少外界空气扰动。现场实验的效果让人欣慰。通过这

个环境调控室，墓室内的结露和盐析情况减少了 80%，有

效减缓了文物病害的发展。

另外一个案例是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的泥塑。阳光

照射是造成塑像彩绘剥落的重要原因。但是，多强的太阳

辐射、多长时间的照射，会使褪色幅度达到多大比例？不

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就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干预、

如何干预。在麦积山石窟的千佛廊，我们观察到，檐下的

泥塑因为檐口遮挡了部分阳光，其彩绘相对完整，脱落率

在 13%左右；而底层塑像由于受阳光照射更多，脱落率接

近 50%，差异相当明显。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实验，我们发

现，只要太阳辐射造成的温度变化不超过 6 摄氏度，麦积

山石窟彩塑脱落率就相对小。于是，我们建议恢复千佛廊

的遮阳设施。这项研究也为其他石窟寺以及室外泥塑的

保护提供了一个控制太阳辐射阈值的参考。

微生物也是造成文物损毁的一大因素。潮湿环境易

滋生霉菌，而这些霉菌会把壁画、彩塑等文物表面的色彩

“吃掉”。研究发现，相对湿度超过 75%时，微生物会生长，

低于 70%时则不生长。南方多雨，几乎不可能保持遗址的

干燥状态。那么，是否可以换个思路，采取“湿保护”？我

们做了一个高湿情况下土遗址表面微生物生长的实验，发

现当湿度达到 99%以上时，水分会在土遗址表面形成水

膜，隔断一些微生物的氧气供应，抑制微生物生长。这项

研究为潮湿地区的文物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对于地下或半地下的室内文物，展示时的照明不可或

缺，而不同光照条件也会影响微生物生长。我们在南唐二

陵墓室的观测实验发现，同样的温湿度下，蓝光对微生物

生长有一定抑制效果，其抑制效果大于绿光，绿光又大于

白光。光源的启停也能打断微生物生长过程，如果在没有

游客时将灯光关闭，游客进入参观时再打开，就能有效抑

制微生物的生长。

青砖是我国古建筑广泛使用的材料。在冬季，青砖

内部的水分冻结会破坏材料的孔隙结构。我们对不同地

区生产的青砖做了连续冻融实验，发现当水饱和度超过

80%时，青砖经历四五次冻融循环就会损坏；而低于 80%
时，可能四五十次冻融循环才会坏掉。因此，如果发现某

个遗址青砖总是处于水饱和度 80%以上，就需要采取措

施进行干预。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黄帝内经》的这句话蕴含

着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文物保护也遵循同样的道理。对

文物“居住环境”的预防性调控，就是一种给文物“治未病”

的手段。希望越来越多的文物工作者了解这一理念，让更

多文化遗产“健康长寿”。

（作者为东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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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其研究对象

是人类文明的遗存，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

系统，可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门学科

的繁荣发展、根深叶茂，虽然需要起于累土、

不择细流，但要真正立起来，必须要“得其大

者”。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考古学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化运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科学

回答好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展现中国考古学的主
体性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学术界形成了对

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主导性话语优势，导致了

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提并论。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

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

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

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

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

文明形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

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40 多年过去了，中

国考古学虽然在重大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方

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学科理论的系统

构建思考上，仍然没有超越以苏秉琦区系类型

理论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第一个

高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考古学，关键在于不断增强考古学科的主

体性，必须要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要扬弃中国现

代考古学百年发展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因

素，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探索人类文明交流
互鉴规律中提供中国考古
学理论方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

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考古学是探索研究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现

代考古学对中华文明的探索，从来都离不开对

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命运的观照。新时代新

征程的中国考古学，决不能躲进象牙塔、置身

世局外、关门搞研究，而要结合学科特点、发挥

学科优势，积极主动回应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

的“ 文 明 等 级 论 ”“ 文 明 优 越 论 ”“ 文 明 冲 突

论”。在阐释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

也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探索总结人类文明交

流互鉴的历史经验和普遍规律，在文明研究、

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和博物馆交流等各领域，

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交流合作，为保护

人类文明贡献中国力量。

要大力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复合型高水

平考古领军人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

衡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以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

明禀赋，助力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开放包

容、互信互鉴、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在坚持群众史观中推
动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考古学科发展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考

古 学 ？ 考 古 学 怎 样 服 务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的 需

要？这需要考古工作者朝着什么方向努力？

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是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文化资源，考古学要科学

回答好人民之问，就要走与人民相融合的学术

道路。

考古工作本来就根植于人民，所发掘的都

是先民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同样也

必须面向人民，直面群众需求，让考古学科的

成果和价值走进日常生活，让人民群众更加深

刻地体会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要“让文物活起来”，善于运用新一代信息

技术策划沉浸式、互动式的考古成果展示，使

文物古迹成为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生动课堂

和鲜活教材。“让遗址会说话”，深入阐释大遗

址的文明深度和历史厚度，有效贯通考古学的

“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积极引导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在把握时代脉搏中寻
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之道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薪火相

传、焚膏继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

源、国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交出了令世界

瞩目的“中国答卷”，为构建中华文明史、弘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做 出 了 考 古 人 的 独 特 贡

献。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

古发现和重要研究不断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

走向深入、走向世界。北京田园洞遗址 4 万

年前人骨 DNA 分析以及许家窑人、灵井人、

马坝人等中国古人类化石高分辨率 CT 技术

研究，为揭示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思路

新线索。浙江上山遗址的万年稻米和北京东

胡林遗址的万年粟黍粒是东亚地区农业起源

的 重 要 物 证 。 浙 江 良 渚 古 城 的 系 列 重 大 发

现，不仅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而且突

破了文明社会“三要素”的传统判断，构建了

“文 明 ”定 义 的 中 国 标 准 。 山 西 襄 汾 陶 寺 遗

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中华

文明独有的“多元一体”格局和辉煌灿烂的文

明成就。

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考古学，要强化使

命担当，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考

古力量。主动发挥学科优势，坚持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物

基因，萃取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赓续中华民

族的精神血脉，扎实构建中国考古学自己的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努力建设浸

润世道人心、展示华夏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乃至影响人类思想发展的世界一

流学科。

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应奋发有为，书写出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的考古答卷，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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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世界》展览 9月初在故宫博物院开展。

茶是大自然的赐予和中国古人智慧创造

相结合的产物，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代表。2022 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世界各主要语言关于“茶”的发音，不少来

自中国话。虽然早就知道这一点，当我在国外

访问时亲耳听到当地人发出“茶”的音，对茶文

化的世界影响力突然有了更切身的体悟。自

然而然地，一个想法萌生了：办一个包含物质

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层面、融通古今中外的茶

文化特展，纵向展示中国 6000 年以上的茶文

化史，横向说明不同历史时期茶文化的情况。

这个想法在我心底盘旋了 10 多年。

我过去主要是策划一些瓷器展。如景德

镇御窑遗址出土明代瓷器和故宫博物院藏明

代御窑瓷器的对比展，致力于讲清楚中国古代

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影响的“天下龙泉”展，

等等。这些展览主要关注器物和技术，与百姓

的日常生活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历史关联度

不够。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关的文

物，有器物，还有书画、图书，甚至有清代宫廷

的茶室建筑。来自英国的茶器、俄罗斯的茶

炊、琉球王国和日本的器物，反映了茶文化历

史交流的盛况。这些是我们办好这个展览的

根本条件。

这个展览不仅关注文物本身，更要和当代

人的生活、茶的生产发展现状结合。经过无数

次的修改，《茶·世界》展览形成了框架。

在展览中，观众会看到来自浙江余姚河姆

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的古茶树根遗存，这是我国

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

距今约 6000 年。山东济宁邹城市邾国故城遗

址出土的原始青瓷碗和茶叶团，让我们知道战

国时饮茶可能要煮或泡。类似这样的考古发

现，在这次展览中并不少见。

千年茶事，变化情况如何？随着技术的进

步，饮茶习俗如何一步步化繁为简？从唐长沙

窑“荼埦”铭文碗到陕西省蓝田县吕氏家族墓

地出土的北宋茶具，我们的饮茶方式如何在复

古与创新中形成独特的审美文化？从敦煌藏

经洞出土的《茶酒论》到宋人书蔡襄《茶录》卷，

文字如何承载茶之理、传播茶之道？展览传达

了这样的理念：中国的茶道是一个文化综合

体，小小茶事背后是人文和自然的结合，是一

种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

展 览 第 三 单 元“ 茶 路 万 里 ”着 眼 文 明 互

鉴，讲述历史上有哪些贸易路线输出茶叶，不

同地区“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族群之间不断交换着物产，以获取

更加丰富的生活用品。茶和丝绸、瓷器一样，

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如何通过智慧和创造，跟

世界交流沟通。一片小小的茶叶联通世界，

无远弗届。

过去办一个展览，有文物的标签、出土情

况说明、相关背景知识等就够了，现在的信息

手段则更多。我们在展厅设置了多个方便观

众自行学习的“扫码区域”。同时，我们还拍摄

了多种视频，设置了很多互动空间，打造沉浸

式观展体验，让观众既能看到茶的形，也能闻

到茶的香；既能感受文物之美，也能亲自体验

不同备茶方法，了解制茶过程。期待观众从不

同的文物中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产生一种于

“灯火阑珊处”找到“伊人”的喜悦。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茶·世界》

展览策展人）

从山间一片叶到万家杯中茶
王光尧

对文物“居住环境”的预防性调
控，就是一种给文物“治未病”的手
段。希望越来越多的文物工作者了
解这一理念，让更多文化遗产“健康
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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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世界》展览展出的北宋时期的

铜渣斗，内部保留了清晰的茶叶痕。

杨雪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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