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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焕然一新。2024 年 11 月 6 日，“考古与中华

文明溯源展”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联合 16 家考古文博单位

共同推出，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的基础上，

通过补充文物、调整展陈等方式，构建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

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发展脉络。展览新增两个展厅，借展文物 250 余

件（组），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 13处代表性遗址遴选近年新出土

文物，共计调整上展文物 1460 余件（组），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华文明起

源、形成与发展历程。2023 年 11 月，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刚

刚两个月，基本陈列展就开始坚持每月上新。此次改陈升级为“考古与中

华文明溯源展”，是一次大规模集中调整。未来，上新仍将持续。

中国考古博物馆

基本陈列每月上新

开栏的话
新博物馆、新展览、新展品、新发现……随着

我国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

随时都在“上新”，为公众提供越来越丰盛的精神

佳肴。本版新开栏目“上新了”，从琳琅满目的新

陈列和新发现中择其精华，以飨读者。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象

牙权杖

证明青铜时代的中原王朝已经吸

收了权杖这一象征权力的文化元素，深

化了关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

上山文化陶壶

以红衣和白衣工艺为基础，

上山文化诞生出中国、东亚乃至

世界最早的彩陶。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

的陶人像

陶人像的独特造型是同时期

遗址出土陶像中仅见的，被称为

“最早的沉思者”。

    以 上 图 片 均 为中国考古博物馆

提供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巨大规模与宏伟气势给我

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只有秦国才会制作规模

庞大的俑阵陪葬，并被汉人所继承。这次武王墩

一号墓的发掘，就为我们带来了一支全新的、来自

南方大地的“兵马俑”。

揭开武王墩一号墓西室椁顶盖板，椁室内积

水颇深，几乎淹没了所有器物。我们随即展开椁

室内降水作业。随着积水水位逐渐下降，楚王“兵

马俑”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目之所及，西一

室、西二室分别盛放一辆髹饰精美的漆车，其上人

俑堆叠。由于千年以来水位涨跌等因素，漆车损

坏严重，零件散落各处；木俑的位置也已经发生变

动，头部、躯干、足部已经分离。这给文物提取工

作带来极大挑战。

在提取文物前，我们对椁室进行了详细的三

维扫描和图像建模工作，依照器物叠压关系和保

存状态，制定提取方案。对于结构不稳定、自身较

脆弱的文物，如漆车、纺织品、皮革等，考古队员像

对待冬天里要出门的婴儿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将

它们保护到位。以漆车的提取为例，考古队员采

用液氮使漆车自身变“硬”，使用薄荷醇加固漆车

结构，并用亚克力板做底部支撑，使漆车能够被安

全完整地提取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清理工作。

初步整理后我们发现，所有木俑的头部和身

体均使用两头尖锐的木钉相连。木俑面部表情刻

画细腻生动，经过仔细打磨，有些还雕刻了发髻，

并使用彩绘描绘面部细节。部分木俑头顶留有小

孔，可能是用来佩戴发冠的。俑身则是砍削而成，

均作无臂形象，但留有安装臂膀的小孔。

西室共提取 200 余件木俑，数量为全国墓葬

之最。按照楚墓分室摆放器物的一般规律，西室

内一般摆放日常生活用品，包括扇、梳、床、帽、鞋

等。直到墓坑内水位下降、各种木俑逐渐露面，我

们才首次意识到，原来楚王也会在墓内安排一支

服侍用的俑阵。

西一室和西二室的木俑种类有明显区别。西

二室更靠近墓主人，所以身着深衣、以女性为主的

各类歌舞俑和乐伎俑居多，并发现较多的笙、瑟等

配套乐器。这些木俑的身上，还保留有各种丝织

物的痕迹，说明它们当时都是身着盛装下葬的。

西一室更靠外部，以各类仪仗俑为主，仪仗俑多佩

剑，有一些双腿分开，为乘马姿势。

从宴乐到出行，楚王为自己精心准备了一支浩

浩荡荡的“队伍”，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兵马俑，但

性质无疑是类似的，都是为了护佑和服侍墓主人。

不同的是，南方地区的俑多为木制，显示了该地区

的漆木器制作传统，而北方地区则多为陶俑，因其

黄土资源更适宜制作结实耐用的陶器。

武王墩一号墓西室中出土的木俑群，为楚王

的地下宫殿搭建了特殊场景。这种世俗化场景的

搭建，对后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

中木俑群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也间接影响到

汉唐时期随葬陶俑群的出现。通过对这些珍贵文

物的研究，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

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其内在的文化传

承和创新机制，使得古老传统能够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得到延续和发展。

（作者单位分别为厦门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

楚王的“兵马俑”
张闻捷   宫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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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翻山越岭，刮垢磨痕；夜晚，挑灯夜

战，查阅文献。岁末年初，李转杰格外忙碌。随

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进入

实地调查阶段，作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砚山县文物管理所副研究馆员，李转杰的时

钟被拧紧了发条。和文物打交道 16 年，这样的

日子让他觉得格外充实。

“四普”文物怎么入库？全县那么大，在哪

儿找？李转杰翻开文山州考古资料寻找规律，

查看砚山县地形地貌，心里有了谱：沿河坝区、

向阳、避灾安全处，应有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句

町文化遗存遗迹。其实，不仅是找新文物，文山

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时确

定的 439 处不可移动文物需要逐一复查，“三

普”以来发现的文化遗存遗迹，这次需作为新发

现文物点录入普查系统。

“四普”用上了北斗定位系统，定位精度能

达到厘米级。无人机的使用大大方便了普查人

员，以前为了拍摄古营盘，需要爬到对面的山

上，如今无人机一飞，一目了然。拍摄高处的岩

画，也不必再爬上爬下。技术更新也对普查人

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只需走近文物点，现

在则要走进文物点。复查并非单纯拍照，还需

要重新给文物定位。小型的建筑碑刻倒好说，

但文山州分布着大量的岩画、古代营盘等文物，

不少地处荒山，人迹罕至。于是，除了普查器

材，普查者还得带着砍刀，便于开山辟路、探草

驱蛇，加上来回路途，往往探访一个点位就要花

上一天时间。

“对于文物保护来说，摸底普查只是第一

步，更重要的是落实保护措施。”李转杰说。

在文山州马关县都龙口岸附近，是茅坪国

门，城墙式建筑，两侧留有机枪孔。国门不大，顶

多容纳 4 个人并排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

曾以此为屏障据守。从 2011 年茅坪国门成为县

级文保单位到 2019年成为省级文保单位，距离国

门最近的都龙镇茅坪村和都龙边境派出所，主动

承担起日常巡护职责。都龙边境派出所民警余

永顺平时路过，总要看看，不时还要清理国门上

的杂草，“要是一年不管，别说草，就连树都能长起

来。”前不久台风天，雨一停，余永顺赶忙去看国

门，一场强风暴雨，冲垮了部分夯土。余永顺见

状，立刻报备，联系专业人员临时加固。

“文山湿热，如果房屋无人管理，一旦漏雨，

时间一久房梁就会朽坏。”文山州文化和旅游局

文化遗产科科长肖健说，无人管理的土木结构

房屋，几年后就有可能不复存在。

在西畴县下坝尾村一处传统民居，修缮人

员正在忙着落架大修。民居不少木头已经朽

坏，梁柱也被虫蛀，需要替换内里材料。现场修

护人员牟有寿说：“如果保留的原有文物建筑材

料过少，会缺乏历史厚重感和原有独特韵味；而

如果保留过多，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牟有寿

坦言，旧居修缮投入远多于重建，同样一笔钱，

修缮一栋房抵得上重建一座院落。

这几年，政府修缮项目慢慢多了起来。文

山州对“保兴风雨桥”“‘西畴人’牙化石遗址”

“狮子山岩画”“竜所魁星阁”等不可移动文物保

护单位均投入资金，既对文物本身进行修缮保

护，也努力使周围环境得到整治。越来越多的

公众、社区参与其中，为身边的文物感到自豪，

身体力行地保护文物、宣传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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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与人工智能，一个在飞扬的尘土中

艰苦发掘，希望穷尽发现，探究和理解人类的历

史；一个拥有强大算力，能轻松应对海量信息，

潜力无限。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学科，如今却

产生了深刻联系，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当代人

工智能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考古学研究领域。

想象一下，你拥有“透视眼”，能穿透茂密的

森林，看到隐藏在地下的古代遗迹，这就是机载

激光扫描技术的神奇之处。它就像考古界的“X
光”，从飞机上发射激光扫描地面，即使是藏在

丛林深处的古城，也能被它“看”得一清二楚。

这项技术产生的数据量超级庞大，就像把整个

城市都拍成了高清照片。考古学家和人工智能

专家使用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技术，训练

人工智能“助手”，自动识别机载激光扫描数据

中的古代遗迹，可以事半功倍。

以甲骨碎片拼合为例。甲骨文记录了我国

商代占卜的内容，是研究商代历史和文明的重

要资料。目前已出土的甲骨碎片超过 10 万片。

最近，我国考古学家和人工智能科学家们发明

了一种新的“拼图神器”——内部相似性网络模

型。拼图可分为三步：“找边”，先用“边缘等距匹

配”算法，沿着碎片边缘仔细搜索，找到形状相

似的“咬合”部分，就像拼图时先找边框一样；“合

体”，把两块碎片图像“拼”在一起，看看能不能完

美对接；“验纹”，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分析拼接处

的纹理是否一致，如果拼接处有文字，还要分析

文字是否能拼合。如果两块碎片原为一体，那

么拼接处的纹理应该自然连续。模型通过一种

叫做“内部相似性池化”的技术，来精确比较这

些纹理的相似度。实验证明，模型的拼图准确

率超过 90%。这个“神器”已经帮助考古学家们

找到了 37对能够正确拼合的甲骨碎片。

秘鲁南部的世界文化遗产纳斯卡线和地画

是古代文明留给我们的谜题，这些巨大的地面

图案规模宏大，动辄绵延数百米，难以在地面上

辨认，只有在高空才能看清全貌，给考古研究带

来巨大挑战。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只能依靠耗

时耗力的人工搜索和低空飞行观察拍照，效率

低下且容易遗漏。过去近一个世纪，考古学家

发现了 430 个地画。人工智能算法引入研究后，

仅用 6 个月就新发现 303 个地画。算法就像一

位经验丰富的“侦探”，通过分析高清航拍照片，

绘制出候选图形轮廓，由考古学家进行确认，这

极大提高了搜寻和研究的效率。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许多

专业领域的研究方法，驱动着科学研究进入新

的时代。它改变着科学发现过程，并赋予我们

更强大的洞察力和预测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过去、把握当下，应对未来的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当考古遇到人工智能
杨清越

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当
代人工智能正越来越多地应
用于考古学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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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2 月 26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的 2024
年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最后一次工作会，发布

了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遗址、山西省昔阳县钟村墓地、四川省广汉市三

星堆遗址等 4 项夏商考古最新进展。

“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西、南两侧道路十

字交叉，将该区域分为宫殿区、宫西一区、手工业

区和工西一区 4 个分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之前已

经发现其他 3 个区有围墙，2024 年我们首次在工

西一区发现了围墙的东北角，从而完整揭示出 4
个分区都有围墙的并立布局。”

更重要的突破则来自与二里头遗址隔洛河

相望的古城村遗址，新发现 3 条壕沟与一道夯土

墙，出土陶片的最晚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

期，推测它们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

墙。二里头最辉煌的时期，人口规模可能达 10
万之众，堪称当时的“超级大都市”。但长期以

来，这里没有发现城墙，古城村遗址的重要发现

扩大了已知的二里头都邑面积，为探索二里头都

邑整体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带

领的团队，2024 年在殷墟洹河北岸地区探明并确

认纵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构建起了大邑

商洹河北岸地区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其中，在

武官东地发现的一条纵向干道，路面有密集的车

辙痕迹，堪称大邑商的“城市主干道”。西北冈王

陵区东围沟内探出大片陪葬墓，钻探确认王陵区

西周早期聚落的面积超过 8 万平方米，这是殷墟

范围内发现的最大的西周早期聚落。在西围沟东

面发掘祭祀坑 48 座，以大型坑为主，多殉葬数量

不等的马匹，其中，三人殉象的现象引人关注。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雷兴山认为，城垣结构、

道路网络、池渠水系是大遗址聚落考古的“金钥

匙”与“总开关”，往往能给考古工作提供重要线

索。这些年以城墙结构、道路、水系为突破，夏商

周三代的大遗址考古取得了很大进展，改变了人

们对于都城格局的认识。夏商时期都城普遍高

耸的城墙、多宫格棋盘状的功能区布局、道路水

网结构，生动揭示出当时国家治理的形态。

山西昔阳县钟村墓地考古发掘的 5 座高等

级墓葬，是目前夏商之际黄土高原东部发现规模

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其中，10 号墓规模最大，

长、宽均超过 6 米。墓室内置木椁，木椁内并列

放置 3 个木棺，棺内各葬一人。中棺内为男性，

身体涂朱，头顶覆有扇贝，左侧股骨下随葬绿松

石嵌片牌饰，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其他

墓葬内还出土有陶爵、漆觚等，部分陶器表面装

饰大三角纹、连珠纹等，表现出较明显的下七垣

文化因素。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范文

谦介绍，该墓地葬俗具有浓郁本土特征，同时还

受到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的影响，填补了

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

对于三星堆遗址，此前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大

量的窖藏和祭祀坑，对遗址布局了解不多。此次

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水网等重要遗迹的

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

区的认识。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到底是外来的

还是当地制造？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位于

月亮湾台地中部的玉石器作坊，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集中分布的籽料坑、石器原料堆积、坯料

堆积、废料堆积、玉石器残片堆积、半成品以及石

斧成品坑等，代表着生产加工玉石器的不同环

节，分工明确，证明玉石器是当地制造，也显示了

社会的复杂化程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 16 家单位同步

推进三星堆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完成祭祀区

出土金面具、鸟形金饰等 4062 件珍贵文物的保

护修复工作，同时对铜器铸造工艺和产地进行研

究，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使用铜器芯撑技术的实

例。通过对青铜器中残留泥芯的提取，经岩相观

察、主量元素分析，发现尊、罍等容器与神树、面

具等非容器器物泥芯的矿物组成和地球化学特

征存在明显区别，表明两类器物来源不同，可能

来自不同的铸造地。

“4 个项目都是夏商时期的重大发现。”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指出，二里头遗址考

古 65 年、殷墟考古近百年、三星堆遗址断断续续

也有 90 年的考古历程，这 3 个都城性遗址都有相

当长的考古历史，但最近 10 多年不断有新的突

破。钟村墓地是考古前置项目，但可以转化为学

术性主动考古，其发现延伸了二里头文化覆盖的

区域，提高了人们对于二里头之外各区域社会复

杂化的理解。

▼山西昔阳县钟村墓地出土的绿松石嵌片

牌饰。                    国家文物局供图   

从二里头到殷墟，从钟村到三星堆——

夏商考古新进展添彩“考古中国”
杨雪梅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普查队员在整理采

集的文物标本。         甘肃省文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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