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开始，10 多年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在各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其中不乏中

国考古工作者的身影。

横跨 24 个国家、涵盖 44 项联合考古项

目……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国考古

工作人员扎根考古一线，与相关国家专家

学者合作，用专业的态度和扎实的技术带

来丰硕的考古成果，揭开遗址面纱、唤醒丝

路记忆。在传播我国考古技术和理念的同

时，中外联合考古机制也架起了沟通中外

文化交流的桥梁。

留下考古的“脚印”

红海海岸线边，一支越野车队在沙暴

中前行，飞沙将车窗打得噼啪作响，一群群

骆驼却在风沙中一动不动。“这让我联想到

了时间、历史和生命，心里涌出一种感动。”

塞林港遗址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山东大

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姜波说。中国国家

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沙特国家

考 古 中 心 组 成 联 合 考 古 队 ，于 2018 年 和

2019 年两次对塞林港遗址进行发掘，“我们

要寻找古老塞林港湮没在时光里的真相，

描绘它和古代东方的交往细节。”谈及联合

考古的目的，姜波如是说。

初次踏上西亚大地，自然环境是摆在

考古工作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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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考古队员们被

晒得黝黑，不少队员出现了中暑症状。“为

避免高温和暴晒，我们只能每天早上 5 点起

床出发去工地，尽可能降低自然环境对工

作进程的影响。”姜波说。

夕阳照到越南升龙皇城上，像是在城

墙青砖上挥洒一层金黄，彩色的琉璃瓦闪

耀着迷人的光彩，折射出历史的光辉。作

为故宫博物院的首批太和学者，吴伟参与

了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发起的考古研究项

目，对以越南河内升龙皇城为主的越南各

朝古都遗址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

沿着漫漫丝路，近年来，中国考古工作

者走出国门，深入亚洲、欧洲、非洲等地，与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等

国家专家学者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同时，

文物展览、世界遗产联合申报、历史古迹保

护与修复、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也

深入展开。

远山、沙石、间或出现的灌木丛……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涛首

次踏上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他难掩好奇

激动。“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内陆，空气

干燥，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景观。”

刘涛说。

降水丰富、水草丰美、景色宜人，位于

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盆地，是古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节点，奠定了乌兹别克斯坦在

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刘涛说：

“中乌联合考古工作旨在还原费尔干纳盆

地早期城市化的文明进程。”

在费尔干纳盆地 20 多座古城遗址中，

位于盆地南端的明铁佩古城遗址备受瞩

目，被称作“丝绸之路活化石”。自 2012 年

起，中乌两国的联合考古队先后对明铁佩

古城遗址进行了 8 次考古发掘。发掘工作

中，中国考古队贯彻大遗址考古理念，在地

貌勘测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数字化平

台，与此同时，逐步有序地推进对城址文化

堆积层、古城活动遗存的发掘工作。

夏 春 时 节 ，伊 犁 河 碧 波 荡 漾 ，浩 浩 汤

汤，河岸边翠绿的草地绵延向远方，仿佛

与天空相接。这是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

的拉哈特遗址，也是丝绸之路天山北侧的

重要节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丁

岩说：“这里的牧民世代以放牧为业，我们

挖掘的伊塞克拉哈特遗址很可能就是古

代牧民长期驻扎的冬春牧场。”自 2017 年

至今，中哈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了多次联

合考古工作，旨在探究拉哈特遗址的遗址

面貌和时代脉络。

以专业扎实推进考古发掘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不断有新的考

古 发 现 ，刷 新 人 们 对“ 一 带 一 路 ”的 固 有

认 知 。 通 过 细 致 的 对 比 分 析 ，吴 伟 发 现

升龙皇城出土的瓦件与中国古都瓦件在

外 形 、纹 饰 和 技 艺 方 面 有 着 诸 多 相 似 之

处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国 内 发 现 的 明 朝 琉

璃瓦件在制作过程中大多会仔细地打磨

抛 光 ，而 同 时 期 的 越 南 琉 璃 瓦 件 工 艺 制

作留下的痕迹则较为明显。“我们可以通

过 当 地 的 瓦 件 工 艺 细 节 ，推 演 出 我 国 瓦

件 技 艺 的 演 变 历 史 ，这 为 研 究 国 内 不 同

时期瓦件制作工艺提供了非常好的切入

点。”吴伟说，“在这个城市你可以看到时

间的演变、历史的变迁，也可以看到中华

文 化 的 印 记 ，这 也 为 中 华 文 明 的 研 究 提

供了参考范本，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考古工作让沙特阿拉伯的塞林港

重现昔日荣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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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

方中，沙方的阿卜杜拉幸运地挖到了港口

考古最关键的物证：一个保存完整而精致

的铜砝码。“历来海港都选址于河海交汇之

处，在贸易往来之所，作为度量衡的砝码是

必不可少的。”姜波此前曾推测塞林港遗址

是“朝圣”的贸易港口，铜砝码的出现进一

步印证了他推测的可能性。“中东地区的诸

多考古实证显示，可能早在唐代，中国与包

括红海在内的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一个陶瓷

贸易交往的高峰时期。”

中国考古技术，在中外联合考古中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阿联合考古中，中

国传统的碑刻拓片技术大放异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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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方的

神奇技艺令沙方队员惊叹不已。在工作

现场，中国考古工作者梁国庆身边总

会围着多名沙特考古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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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手把手地教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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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洛阳铲技术被广泛运用在国内

的考古实践中，能够帮助考古人员发现地

面以下的历史遗迹。而在乌兹别克斯坦，

常见的考古思路是挖掘地面上可见的遗

迹，也正是此种差异让乌方学者对洛阳铲

钻探技术产生了较大的疑虑，难以接受这

样的工作方式。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才

成功打消了乌方学者的顾虑。

“一号台基西南角遗址地上可见遗迹

较少，很难据此判断地下遗址的情况。”刘

涛说，“于是我们便利用洛阳铲开展勘探

工作，仅用一个两米见方的探沟，就把相

关 遗 迹 准 确 地 发 掘 了 出 来 。”在 此 之 后 ，

“钻探”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学中的

一个新词。在日后的工作中，乌方考古队

经常主动邀请中方考古工作人员进行钻

探。刘涛说：“中国的考古思路能够被其

他国家接受，这样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坚守实事求是、尊

重科学的原则下带来的正向反馈。”

茫茫大漠之上，沙子是流动的，洛阳铲

打不下去，就算打下去，一会儿就又被覆盖

了。姜波与考古队队员经过反复研究，将

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与遥感考古、环境考

古、无人机航拍、数字测绘与 3D 技术等结

合起来，为全方位研究塞林港人文历史与

地理信息探索出新的途径。

让“丝路精神”绽放光芒

如何适应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工作

环境、融入当地的学术文化氛围，是吴伟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联合考古工作机制对于

我们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吴伟说，

“这就要求我们展现出务实的工作态度、严

谨的工作作风和更高的工作水平，唯有如

此才能赢得合作方的尊重和信任，为两国

考古学术交流互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吴伟认为，“一带一路”考古项目承载

着重要的使命。“‘一带一路’考古项目让越

南研究人员发现了中越文化间的强关联，

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吴伟说，“我们要

坚定文化自信，怀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敬意，同时也要秉持创新、开放、共享的

理念，平等地与他国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才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采 访 中 ，几 位 专 家 都 不 约 而

同地提到了对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重新

认识，进而增进双方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

的了解。

“队员们也在合作过程中培养出了深

厚的情谊，在工作之余，会学习彼此的语

言，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姜波感慨地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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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这段属于人

类的文明记忆。”

考古工作者埋首田间地头，和当地民

众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刘涛看来，

除了完成既定的考古任务，“我们还要展示

中国人的善良热情以及中华民族的自信。”

中国考古工作者成为了中外文明交流的

使者。

10 多年间，刘涛深切地感受到乌兹别

克斯坦的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惠及共建国家人民，也让越来越

多的当地人民开始认识中国。“我们坐火

车，碰到乌兹别克人，他们就会说‘中国人

帮我们打通了隧道（安格连—帕普铁路卡

姆奇克隧道），你们就是现代的张骞’。”

“科学第一，友谊长青”始终是丁岩和

队员们坚守的信条。“对于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来说，我们仅仅做好考古工作是远远

不够的，更要努力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继承传播、发扬光大。”在考古队员们的推

动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哈萨克斯坦的

高校、研究所、博物馆保持了密切的合作联

系，扩大了文化交流的“朋友圈”。

如今，一代代考古人用过硬的技术和

友好的姿态，在出色地完成考古任务的同

时，传递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郝子薇、刘宇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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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道上回荡着声声驼铃，大漠里飘

起袅袅孤烟。这样的景象总是令人想起

古丝绸之路的繁盛。中国人民同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互通有无、互学

互鉴，创造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书写了

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华章，凝结成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丝路精神。丝绸之路上无数文物见证了

历史，展现着文明交流互鉴的力量。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陕西历史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件用整块玛瑙雕

刻的精美文物出土于西安南郊何家村的

唐 代 窖 藏 ，是 中 外 文 明 互 鉴 的 宝 贵 实

物。据考证，该杯的原始造型来自小亚

细亚赫梯文明的来通杯，玛瑙原料来自

古波斯地区，整件器物有可能是粟特商

人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来通杯在

其起源地是祭祀用具，但历经千年，在唐

代来到中国时，已演变为实用酒具。如

今这件历经 2000 多年沧桑的文物已成为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

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人类历史的常

态，通过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是推动人类

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历史证明，那

些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热情拥抱和

吸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国家，会获得持

久的发展活力，创造辉煌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既善于吸收借

鉴，也善于创新创造的民族，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时能推陈出新，在

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时能别开生面，从而为中华文明绵延发展提供了

不竭的动力。

唐代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唐代文化的兴

盛，源自文化的自信、开放和包容。因其自信，所以对于外来文化

大胆地摄取、大刀阔斧地改造；因其开放，所以为世界各地的文化

进入中国提供便利渠道；因其包容，所以面对迥然不同的异域文化

能不拘一格、兼容并包。唐代舞蹈、音乐、绘画等大量吸纳了外来

文化因素。敦煌壁画著名的飞天形象，是融合了印度乾达婆、希腊

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产物。闻名遐迩的《羽衣

霓裳舞曲》，既有中国本土的元素，也吸收了印度婆罗门曲，还加入

了中亚歌舞元素。隋唐之际，因翻译佛经而创造的新词语多达数

万。唐代文化因博采众长而蔚为大观，其宏大的气魄、豁达的胸怀

是在多姿多彩的多元文明滋养下孕育出来的。

四方辐辏、八面来风，中国自古就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地。5000

多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广泛开展文明交

流互鉴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末期，青铜冶炼技术以及小麦、大麦、

山羊、绵羊等作物家畜就传入中国。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

通，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印刷术远播海外，而来自西域的胡椒、西

瓜、葡萄等农作物以及金银器制作技术、宗教文化等也传入中国。

此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中国发明传入西方，引发西方文明的

深刻变迁。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对于推动双方发展进步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华文明历来赞赏不同文明间的相

互理解和尊重。历史充分证明，只要坚持兼容并包、开放包容，人

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繁荣。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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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家国家开展联合考古项目开展联合考古项目

探古老文明探古老文明 传友谊之声传友谊之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珏珏

图图①①：：丁岩在哈萨克斯坦拉哈特丁岩在哈萨克斯坦拉哈特

考古遗址发掘现场考古遗址发掘现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供图

图图②②：：塞林港遗址联合考古队队塞林港遗址联合考古队队

员们员们在讨论发掘方案在讨论发掘方案。。

王王 霁霁摄摄

图图③③：：吴伟在吴伟在越南升龙皇城遗址越南升龙皇城遗址

开展研究工作开展研究工作。。

陈梅德朝陈梅德朝摄摄

图图④④：：中乌联合考古队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在乌兹别别

克斯坦明铁佩古城外城东墙墓葬区克斯坦明铁佩古城外城东墙墓葬区

考考古发掘现场古发掘现场。。

王向阳王向阳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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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沅江北岸顺流而上，在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

5公里的岔头乡，有一处高出河床十余米的水边台地。这就是高庙

遗址。以该遗址命名的高庙文化，集中展现了距今 7800 年至 6600
年间中国史前文化的绚丽画卷，绽放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缕光芒。

贺刚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也是高庙遗址发掘项

目的负责人，自 1991 年开始便致力于高庙遗址的发掘。“高庙文化

已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贺刚说。

1983 年，大学毕业的贺刚被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部工

作。他选择了工作基础较差的湘西地区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在

传统的观念中，湘西相对偏远落后。”贺刚说，“我希望在这里发现一

些新的东西，建立此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

然而，初期的几次调研没有达到贺刚的预期，但他仍然坚定地认

为，“史前人类往往是从山地向平原地区迁徙，一定会在山区留下活

动的痕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可以发现史前文明的痕迹。”

在 1985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高庙遗址露出地表。在首

次对高庙遗址进行发掘时，贺刚及其团队在遗址文化堆积层内有

了重大发现。贺刚说：“当时我们首先关注到陶器上面的凤鸟图

案，类似的图案过去多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存在，但从未在距今

7000 年以上的陶器上出现过。”

从 1991 年至 2005 年，在贺刚的主持下，高庙遗址先后进行了

3 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近 1700 平方米，发现了距今 7500 年左右

的祭祀遗存。祭祀遗存内有边长为 1 米的四边形柱洞，专家推测

当时建了很高的“天梯”或者“通天神庙”，且周边有很多祭祀坑。

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白陶，有的上面有人形图案，人头位置为八角星

纹外面套着圆形。

专家指出，以白陶为特征的文化因素从沅水山地起源，向外传

播、扩散，影响到淮河以南的大半个中国，从而建立起沅水流域新

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对我国史前及后世精神文化的形成影响深

远。而陶器上的戳刻纹饰图案，是我国史前人类的艺术经典和思

想宝库，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艺术高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

核心元素的构成具有重要价值。贺刚介绍：“高庙文化先民的诸多

发明和创造，为研究中华上古思想史、艺术史、自然科学史起源以

及信仰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

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工作环境艰苦、长时间无法陪伴家人……数十年的考古生涯，

贺刚克服了诸多困难挑战。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考古发

掘和研究上，这些年的周末和除夕夜都是在考古现场度过的。但贺

刚坦言，考古给他极大的满足感和职业自豪感。“每当有新的文物出

土时，我和其他同事都忍不住第一时间去观赏它、揣摩它，对中华文

明史前时期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浮想联翩。”

当前，怀化市计划建设高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高庙遗址博

物馆，让更多的人铭记中华文明史上这段辉煌历史。贺刚说，“中

华民族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有很多未解之

谜，很多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并无史料予以证实，解开

历史之谜需要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续奋斗。”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

接续奋斗
解开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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