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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考古故事

中国和洪都拉斯考古工作者联合开
展的科潘遗址考古项目自 2015 年正式启
动以来，经过数年发掘和整理，在学术
研究、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交流合作和
公共考古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考古学者在中美洲主
持的第一个田野考古项目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中国古代文明
与美洲 （主要是中美洲） 文明的关系总
是民众乃至专业学者的关注热点。这是
不难理解的，中美洲原住民和亚洲人具
有诸如蒙古褶和铲形门齿等共同的体质
特征；他们还有一些相似文化实践和信
仰——对玉的崇拜和使用，四方和中心
的观念以及用不同颜色与之搭配。此
外，中美洲历法中数字和日名的组合方
式不禁令人想起中国的天干地支。更为
神奇的是，他们都会在满月表面看到一
只兔子的形象。

博物学家何塞·德·阿科斯塔曾大胆
假设了亚洲人群往美洲的迁移。彼时，
白令海峡尚未被发现，他预言新旧大陆
之间应有接壤的通道。这一设想不断得
到后续考古发现以及人类 DNA研究的验
证和修正。当然，由于美洲成熟文明奥
尔梅克以及玛雅的发现和研究，有学者
讨论殷人东渡的可能性，也有学者讨论
了更早的良渚文化甚至河姆渡文化与中
美洲文明的关系。但这些都缺乏考古学
和DNA方面的证据支持。

直到上世纪中后期，著名考古学家
张光直先生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
体”的概念，认为中国文明与中美洲文
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
地点的产物。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国
际化历程加快，除了将国际著名考古机
构和研究者“请进来”，还日益重视并实
施“走出去”。学者们意识到需要在世界
视野下认识自身的古代文明，中外文明
对比研究逐渐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

201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
签订合作协议，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

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科潘遗
址考古和玛雅文明研究列入创新工程重
大课题予以支持，项目目标在于中美洲
文明研究以及中外文明的对比研究，也
期望对张光直等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有更
深的理解。此项工作是中国考古学者在
中美洲地区主持的第一个田野考古项
目，也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在远离中国
的地区对世界其他主要古代文明的遗存
进行考古发掘。

计划对王宫区疑似第八王
居住区进行发掘

科潘遗址考古项目选取了古典时代
的玛雅都城——科潘遗址一处编号为
8N-11 的贵族居址作为发掘地点。该居

址位于科潘王宫区东北，遗址面积约
4000 平方米，由一座封闭院落和周围附
属建筑构成。院落大体呈方形，包括5座
编号66-70的台基式建筑组。考古学家在
66 号建筑组的中心主室内发现了雕刻有
日、月和金星神图案以及擎天力士的石
榻。巧合的是，月神的怀中也抱着一只
兔子。前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该
院落可能居住着古典时代晚期科潘王朝
一名等级较高的贵族。

从2015年6月开始，科潘遗址考古项
目组对遗址进行了6年的田野发掘，通过
细致的田野工作以及隧道式发掘，揭示
了一座古典时代玛雅贵族居住院落的布
局和演变过程。

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精美
石雕，包括 13 组“交叉火炬和墨西哥纪
年”雕刻，2 组玉米神死亡、8 组玉米神
重生雕刻等。“交叉火炬和墨西哥纪年”
雕刻以往在科潘第十六王居址曾有发
现，被认为与墨西哥中部特奥蒂瓦坎关
系密切，这展现了 8N-11 院落贵族家庭
与王室的密切联系。玉米神死亡与重生
雕刻表达了玛雅人独特的宗教理念，是
玛雅人将宇宙观、宗教信仰和图像结合
的完美案例。

在建筑台基下方和边缘，还发现了
49 座形制和规格不一的墓葬，出土了大
量玉器、彩绘陶器等珍贵随葬品。其中
3 号大墓位于北侧中心建筑台阶下方，
出土了 17 件玉器 （翡翠）、6 件陶器和 1
件海贝，包括 1 件含有“阿豪”形象

（意为国王或主人） 的玉坠饰和 1 件“小
丑神”（代表王权） 玉饰。此外，西侧建
筑 2号大墓出土 1件席纹玉牌饰和带铭文
陶杯，而这些遗物一般只出土于玛雅的
王墓中。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现，一方
面表明 8N-11 院落非同寻常的地位，另
一方面也暗示了在科潘王朝末期，日渐
衰落的王室不得不与贵族共享一些统治
权力。

在北侧主建筑东过道和西侧建筑的
后方台基上，发现了大量陶片和兽骨堆
积，表明这个时期院落内仍居住了相当
的人群。

曾有观点认为玛雅社会突然崩溃并
消失，但从科潘以往的区域系统调查和
本次 8N-11 院落的发掘来看，这种崩溃
可能仅是针对玛雅贵族政治结构而言。

目前，科潘遗址考古项目已完成田
野任务并正在进行资料整理和报告编
写。迄今为止，项目组在 《考古》 等国
内 外 知 名 期 刊 上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近 20
篇，翻译出版 《墨西哥与中美洲古代文
明：考古与文化史》。

2017 年，项目组与洪都拉斯人类学
和历史学研究所等合作举办了科潘国际
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
基于项目的成功，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举
办了两届“中美洲考古培训班”，这是哈
佛燕京学社首次将研究目标聚焦到亚洲
以外的地区。

在项目实施8年后，中国和洪都拉斯
建交。双方在文化领域将开展更密切合
作，预期会对项目产生积极影响。未

来，项目组在完成第一期考古发掘报告
的同时，计划对王宫区疑似第八王居住
区进行发掘和研究，探索更多玛雅文明
的秘密。

为理解中国史前社会变迁
提供他山之石

中洪双方在合作开展科潘遗址考古
项目过程中，从考古理念到考古方法
等，互相交流、借鉴。比如，外包砌石
的台基式建筑发掘难度并不高，但测量
工作繁重。项目组中方成员以中国田野
考古中成熟的三维建模方法对遗迹和出
土遗物进行测绘，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虽然这种方法一开始曾受质疑，但经过
与洪方领队和管理机构反复沟通，经过
专家组验证，最终得以采纳。这种三维
建模技术以及无人机等国内常用的设备
也成为科潘遗址考古的新标准。

玛雅建筑的特点之一在于晚期建筑
层层叠压在早期建筑之上，形成类似洋
葱的结构。假如按照常规方法进行发
掘，必然会对晚期建筑造成不可逆的破
坏，因而玛雅考古学家摸索了一种隧道
式发掘方法，这对于中国考古学者来说
是全新的体验。我们认真学习了这种方
法，并将中国考古学擅长的对于地层的
观察和辨认融入其中，最终厘清了院落
的布局和演变。

项目组成员还积极学习西班牙语，
融入当地生活，与洪方工作人员结下了
深厚友谊。利用节假日，深入山地，到
玛雅后裔居住的村落中进行人类学调
查，了解他们对自己祖先的考古和文化
遗产的态度。

项目还从中国考古学的视角，结合
以往研究成果，对考古发现进行多角度
的诠释。同时，中美洲文明的发展状态
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史前社会变迁提供他
山之石。理解玛雅文明和史前中国文明

的文化深层结构，才是我们解答二者相
似性以及后续发展为何不同的钥匙。

中 国 考 古 学 经 历 了 百 年 发 展 。近
年，越来越多的考古机构和学者开始走
出 国 门 ， 赴 外 进 行 考 古 发 掘 和 研 究 ，
与海外同行在交流中共同进步，在古
代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汲取营养。

（作者系中洪联合考古队成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
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木材构造与利用研究室主任殷亚方是南海西北陆坡
二号沉船原木样品鉴定团队的负责人，提起这项工
作，他有说不完的话。

自建DNA数据库鉴定木材样品

“鉴定分两步，先属后种。”殷亚方介绍，“木材
鉴定首先要依据木材内部的解剖特征，识别出木材
样品的属，接着再提取木材的 DNA，与 DNA 数据
库中的序列进行比对，确定木材样品的种。但在提
取二号沉船原木样品DNA时，团队却犯了难。”

“二号沉船已经在海水中浸泡了数百年，大部分
木质部细胞中的DNA都发生了严重降解，从原木样
品中提取到合适的 DNA 难度很大。”殷亚方说，团
队好不容易提取到 DNA，却找不到合适的 DNA 数
据库可供比对，“全球的柿属植物 DNA 数据库多为
果树类植物，对二号沉船原木的柿属商用材分析的
参考价值不大。”

“没有可用的 DNA 数据库，我们就只能自己
建。”团队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标本馆 DNA
数据库前期工作基础上，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将馆
藏的柿属木材标本 DNA 一一提取出来，与原木样
本的 DNA 序列进行比对，最终确定样品为柿科柿
属乌木。

殷亚方表示，将进一步推动木材标本馆的标本
实物、组织切片、DNA及相关数据信息的保存、研
究与利用，提升我国林草领域中木材这一独特生物
资源的保藏水平。

探知木材蕴含的丰富信息

二号沉船木材样品鉴定结果有何意义？殷亚方
解释：“柿科柿属乌木树种主要生长在季节性干旱热
带地区，自然分布地区包括斯里兰卡、印度的南
部、安达曼群岛以及尼科巴群岛。”为由此可推测明
代时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有贸易往来。

从一块木头探知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
木材鉴定工作的魅力。鉴定考古发现的木材有助于
了解古人利用木材的行为方式、特点等。同时，木
材作为天然形成的生物材料承载了丰富的自然信
息，鉴定木材可以推演当时当地的气候特征和植被
条件。

2022年，殷亚方团队及其合作者利用古DNA方
法确定了故宫古建筑中楠木构件的样本主要是樟科
楠属的楠木和细叶楠两个树种，这表明古人在尚未
形成系统的植物分类学框架条件下，亦能通过生产
生活经验准确认知和掌握木材的类别及主要特性并
充分利用。

“古人探索认知树种、了解木材，积累了许多
宝贵经验，让我们在开展木材鉴定时具有优势。”
殷亚方表示，目前社会整体对木材鉴定的认识尚
显不足，我国具有木材专业知识背景的考古人才
相对较少。“未来，我们要加强对木材学和考古学
领域交叉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积极推动新型鉴
定技术和工具的研发，提升我国木材鉴定工作水
平。”他说。

揭秘玛雅文明、探索古埃及文明……
近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走出国门，赴洪
都拉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
伯等国家和地区，与当地的专家学者开展
联合考古工作，积极参与国际考古交流合
作。同时，世界遗产联合申报、历史古迹
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合作也深入展开。

自今日起，本版推出“文明互鉴·考古
故事”栏目，讲述中外联合考古、合作开
展历史古迹保护与修复促进中华文明与世
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开栏的话

据新华社电（记者吴光于） 记者日前从四川省
雅安市荥经县林业局获悉，科研人员在大熊猫
国家公园荥经片区发现了一个凤仙花科凤仙花
属植物新种，并根据发现地命名为“荥经凤仙
花”。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植物分类学
期刊上。

2021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县管护总站的工
作人员在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过程中，在大熊猫国
家公园荥经片区云雾山区域发现一种凤仙花科植
物，株高 30 至 130 厘米，花色为紫红色或淡紫红
色，花朵在花序轴上呈一侧的总状花序排列，翼瓣
背耳长丝状约2厘米，与凤仙花属其他物种存在明显
差异。此后，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县管护总站联合
四川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科研单位进一步进行系
统发育分析及花粉形态的电镜观察，最终确认其为
一个凤仙花属新种，科研论文于2024年6月6日正式
发表。

凤仙花属是凤仙花科中最大的属，全世界有
1000余种。我国地处全球五大凤仙花属植物分布多
样性中心之一，“荥经凤仙花”仅分布于云雾山区域
海拔1400米至2100米的沟谷、林缘。

据了解，“荥经凤仙花”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
片区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以来工作人员发现并
命名的第一个新物种。相关资料显示，近百年来，
中外学者在此区域发现命名动植物新种13个。

四川发现凤仙花属植物新种

相关原木样品DNA提取分析。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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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考古发现
陈渡归

木材鉴定

阐释考古发现
陈渡归

科潘遗址8N-11院落航拍。

在日前于山东青岛召开的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理事会第二次会
议期间，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与洪都拉斯文化、艺术和遗产部部
长贝莱斯签署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
域交流与合作的协议。这是中国与
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方首次签署
文化遗产领域合作协议。双方同意
在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交
流、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
作，深化科潘遗址考古研究与展示
利用合作。

合作协议中提到的科潘遗址位
于洪都拉斯西北部，被认为是玛雅
文明中最古老、最宏大的古城遗址
之一，自 1980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国际
合作成为当地考古的主要途径。
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科潘
遗址考古和玛雅文明研究列入创
新 工 程 重 大 课 题 予 以 支 持 。 自
此，中洪考古工作者联合探寻玛
雅文明之路开启。

——编 者

走进科潘遗址
探秘玛雅文明

李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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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潘遗址现场，中洪联合考古队中方负责人李新伟 （左三） 正在和哈佛
大学教授威廉·费什 （左四） 讨论。

科潘遗址出土的玉饰。科潘遗址出土的玉饰。

中洪联合
考古队成员李
默然 （中） 和
遗址工作人员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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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潘遗址出土的彩陶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