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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融合
更精确揭示古代遗存面貌

在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付巧妹以古DNA为例，探讨了考古领域的多
学科融合。她表示，通过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考古
得以更精确地揭示古代遗存的面貌和特征，更广泛提
取考古遗存包含的多样化信息。

在付巧妹看来，考古学研究从来不是一门学科的
单打独斗，而是一个集多学科所长、交叉融合的研究
领域。多学科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使中国考古正
在全方位进行跨学科融合，而面向人类起源、农业起
源、文明起源等国际考古研究的前沿性课题，更使中
国考古不断延伸研究触角、细化学科分支。

以古基因组学为例，作为考古学、人类学、生物
信息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融合而产生的新方向，其最
新的实验技术和分析方法让我们能够从人类化石、骨
骼遗骸或是曾经生活过的地层的沉积物里提取到千
年、万年以至十几万年前人类的DNA，直接观察到史
前人群的遗传成分，从而分析他们的演化过程和遗传
历史，了解相关人群的亲缘谱系和祖先来源。

付巧妹表示，我国在古基因组学领域虽然起步较
晚，但自2017年以来，通过创新关键技术、开展系统
性研究，在我国以及东亚不同人群的形成特点、迁徙
融合模式与环境适应性方面已取得一系列具有重大国
际影响力的突破性进展：如解码东亚最古老现代人基
因组——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基因组，揭示东亚史
前人群的多样性与遗传历史的复杂性；另辟蹊径从青
藏高原“土”中获得东亚首个丹尼索瓦人DNA，证实
丹尼索瓦人曾在东亚广泛分布等。

“随着古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更多新研究方向的
兴起及与更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如古蛋白、古微
生物组、表型组等研究的开展等，为我们开展人类起
源与演化研究打开更多新的窗口。”付巧妹说，“相信
将为揭示东亚人类遗传历史的相关缺环和细节带来更
多关键性信息。”

关于考古工作的多学科合作案例，还可以举出很
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涛
表示，作为专门从事古人类演化研究的学术机构，该
所与全国各地考古文博机构紧密合作，开展古人类与
旧石器考古研究，并不断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备受关
注的二里头遗址研究团队聚集了碳十四测年、环境考
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考古、冶金考古、玉
器与陶器科技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

正如陈星灿所言，近年来，我国在考古工作的调
查发掘、资料整理、价值阐释、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
等方面，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范式。

●科技显身手
勾勒更多历史细节

从传统的“手铲释天书”到科技大显身手，科技
赋予考古的能量越来越大，成为考古发展的新动力。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陈虹分享的是考
古痕迹学视角下先秦时期玉石器的制作与功能研
究。在陈虹眼里，通过微痕和残留物分析，可以

“透物见人”。
关于考古痕迹学，陈虹解释为“是在考古研究中

通过分析古代器物上的微痕与残留物来揭示工具的制
作工艺、人类行为、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方
法。”其中，微痕分析是通过对人工制品进行显微观
察，分析留在器物表面的各类微小痕迹，并对比实验
数据，确定其用途、制作工艺或其他信息；残留物分
析是对古代器物中存在的生物性残留物质或痕迹进行
提取、观察、鉴定和研究。

“我们以长江下游地区先秦时期考古遗址出土的玉
石器为材料，对玉石器生产不同阶段的产品进行类型
和技术分析，复原其生产制作流程；以实验考古为基
础，通过微痕分析和残留物分析，研究玉石器的制作
工艺与使用功能；进而通过对比不同时空的玉石器生
产技术状况与模式，尝试讨论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地区
玉石器的生产组织、交流贸易、历史演变及人地关系

等文明化进程的具体问题。”陈虹说。
据陈虹介绍，今年 7 月，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

举办了“第二期玉石器微痕分析工作坊”，由该系考古
痕迹学 （玉石器） 实验室主办。“吸引了60多人报名，
由于设备限制，最终招了40余位。”陈虹说，“通过交
流，看到了大家对这个技术的需求，希望将来有更多
人参与进来开展工作。”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王佳音分享的是埋藏学研究在北京旧石
器考古中的尝试与演进；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研究员苏荣誉介绍的是如何通过科技手段对王
剑的痕迹进行分析，进而探索古代中原青铜器的功
能……这些都为科技助推考古揭示更多历史细节提
供了佐证。

●新技术发展
拓展考古广度和深度

现代科技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考古的思路、方法
和内容，让考古变得更加精准、安全、高效，还助推
我国考古事业抵达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就在去年，长江口横沙水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
古新的历史性突破：22 根巨型弧形梁组成的重约
8800 吨的沉箱装载着长江口二号古船，经过 4 个多
小时水下持续提升后，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中
部月池缓缓露出水面。这也意味着经过 70 多天的奋
战，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出水。长江口二
号古船从发现到水下调查，再到整体打捞，科技赋
能始终是推动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式
和核心动力。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翟杨分享的正
是“长江口二号沉船系统性研究”，“希望尽可能地复原
长江口二号从建造到沉没的整个生命周期”。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表示，30
多年来，中国水下考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发现发掘了宋代“南海 I 号”沉船、
元代三道岗沉船、明代南澳一号沉船、清代长江口二号
沉船等，为研究认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和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然而，多年来，由于我国深
海技术的限制，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仅局限于水深 40 米
内海域，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水下考古向深海的挺
进。”宋建忠说。

近年来，随着中国深海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
展，当水下考古遇上深海技术，中国深海考古便应
运而生。据宋建忠介绍，2018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联合实施了中国深海考古
首次调查，标志着中国深海考古的正式开始。去年 8
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南海博物馆联合实施第二次
中国深海考古调查，在西沙海槽 2500 米深处发现清
代沉船及遗物点。去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在南海西北陆坡 1500 米深处发现 2 处
沉船遗址；今年 5 月，三家单位联合实施“南海西
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调查”，被看作“中国深海
考古开启了新篇章”。

本报电（邱煜雯） 日前，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主办的“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
展览’50 周年纪念特展”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展览
馆拉开帷幕。

展览由序厅、“光荣使命，破冰前行”“继往开
来，走向世界”“踔厉奋发，时代新篇”和尾声组
成，以数据、图表、照片、实物等多种形式，回顾
中国文物出境展览走过的 50年光辉历程。展品共计
108组 371件，包括展览相关文件、档案、资料、报
纸、文物复仿制品、门票、请柬、观众留言簿、展
览宣传册、图录、文创品等，此外还有大量珍贵历
史照片和口述史视频。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日。

据新华社电（记者王长山、吉哲鹏、严勇） 元
谋猿人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日前正式启动，80多名
科研人员将系统开展遗址及周边区域的多学科综合
研究。

50多年前，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发现
的元谋猿人化石揭开了我国古人类史新的一页。元
谋猿人遗址位于元谋县大那乌村旁约200米处的山坡
上。1965年5月1日，钱方等人在这里发现两枚古人
类牙齿化石，经测年可追溯至约 170万年前。此后，
遗址范围内开展了多次发掘和调查。其中 1973年考
古发掘出土了16件石器，地层层位中分布有部分炭
屑，说明元谋猿人不仅能制造工具，而且不排除用
火的可能性。

此次元谋猿人联合考古发掘领队、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阮齐军介绍，2022 年 11
月至今年 6 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等单位对元谋猿人遗址及周边区域
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开展了 3 个阶段的专项调查
和勘探工作，发现旧石器和第四纪古生物化石地
点共计 40 处，发现石制品标本 600 余件、动物化
石 640 余件。

元谋猿人遗址 2023 年度考古发掘分为 4 个发掘
区 （依次为A-D区），总面积为200平方米，均位于
遗址东南部的郭家包梁子。A 区和 B 区位于 1984 年
发掘出土古人类胫骨化石区域附近，C 区和 D 区位
于1984年发掘出土尖状骨器附近区域。

目前，A区的系统发掘工作已全面开展。
阮齐军说，元谋猿人遗址极具科学、历史、社

会价值。本次考古发掘将聚焦古人类学、古生物
学、年代学、环境考古学等领域，持续开展遗址及
周边区域的多学科联合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

中国启动新一轮
元谋猿人遗址考古发掘

中国文物出境展览

走过50年

日前，元谋猿人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在云南楚
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正式启动。图为工作人员在元
谋猿人遗址开展精细发掘。

新华社记者 王安浩维摄

图为展览展出的展品。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供图

科技为考古打开新窗口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中国考古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科

技与考古如何深度融合？日前，考古科学大

会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召开，来自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文物

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全国 70 余家考古科研机

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不仅围绕“考古

科学”、“科技考古”、考古学理论建设等话

题进行了讨论，还就人类起源、深海考古等

诸多考古学科的未来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表示，科学技术正成为考古学前进发展的关

键推动力。科技考古各领域在基础理论研究

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理论

话语研究体系，不断提高着考古学的研究水

平，扩展着考古学的研究外沿：考古年代学

为中国考古时空框架的确立提供了年代标

尺；环境考古通过对全新世气候过程的分析

探讨了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环境机制；人

骨考古勾勒出古代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和

融合的历史图景；动物考古构建了中国主要

家养动物的起源及动物资源获取、利用方式

的框架；植物考古以大植物遗存研究为重

点，形成了中国农业起源三条源流的科学认

识；古DNA研究的前沿领域主要包括线粒体、

核DNA在内的全基因组测序；碳氮稳定同位素

分析区分出沿海、农业区以及牧区的食性特

征，讨论生业经济及社会阶层；冶金考古重

点关注西北地区本土化冶金技术与中原地区

冶金技术的并行发展、交流及影响。各种科

学研究手段深度介入田野调查、勘探、发

掘、整理全过程考古工作，为解决重大学术

课题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
表示，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已有系
统性的重大收获，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共性
问题尚未解决，主要包括：基础性、原创性
成果少，特别是在高效率、高精度和高分辨
率提取和阐释考古信息方面短板较多；研究
队伍规模小，研究设施和硬件不完备，导致
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整合能力不足，仍然存
在田野考古与实验室研究“两张皮”现象；
关于样品采集、检测分析的标准体系尚需完
善；多学科团队集中研究关键遗址的示范性
案例较少；考古大数据研究进展缓慢等。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今年 5月，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单位在海南三亚发布我国深海考古工作近期取得的重大进展。
2022年10月，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图为完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第一
次考古调查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日前，首届考古科学大会在河北阳原召开。图为与会
嘉宾在位于阳原县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石沟遗址
地层及现场保存遗物进行学术考察。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用高光谱成像
扫描仪对文物进行光谱拍摄，以识别文物的材料和属性。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用高光谱成像
扫描仪对文物进行光谱拍摄，以识别文物的材料和属性。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2022 年 11 月，长江口二号古船在“奋力”轮装载下
由横沙码头出发，经过了近12小时的旅程，从长江吴淞口
进入黄浦江，最终抵达位于上海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1
号船坞，在此安下“新家”。图为“奋力”轮装载着长江口
二号古船进入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