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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 发现篇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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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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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
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科技考古这样
一门学科。严格地说，中国
科技考古的大发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这集中体现
在以科技部为主的国家有
关部委支持的多个大型项
目上。

比如，1997年至2000年
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就是由来自历史、考古、天
文、碳十四测定年代这些人
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
同学科的专家们共同完成
的。项目组最后列出了商
代后期自盘庚迁殷到西周
共和元年近500年里各个王
在位的时间，商代前期自汤
到阳甲这300年里比较详细
的年代框架，公元前2070年
至公元前 1600 年这个夏代
的基本年代框架。

如果说“夏商周断代工
程”中体现的考古学与自然
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仅仅
表现在天文学和碳十四测
定年代上，那么，自 2002 年
至2003年实施的“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预研究”则又增加
了环境考古和冶金考古这
样两个新的研究领域。通
过这样的研究，除了碳十四
测定年代又有新的进展以
外，对于豫西晋南地区龙山
时期的自然环境研究和二
里头时期的冶金技术研究
都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说“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预研究”中体现的考古
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
结合仅仅包括碳十四年代
测定、环境考古和冶金考古
的 话 ，那 么 ，自 2004 年 至
2005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第一阶段则在上述
三个研究领域之外，又新增
加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DNA研究、
陶器成分研究、玉器和石器的工艺研究等多个新
的研究领域，涉及地球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
等多个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我们的研究结果进
一步完善了中原地区从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
的绝对年代谱系，复原了中原地区特定时间段里
的自然环境，填补了有关当时农业、手工业等技
术和经济状况研究的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体现的考
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虽然比较全面，
但这些还是属于初步尝试，包括DNA研究在内的
一些方法尚属于探索阶段。另外，整个研究被限
制在中原地区和 1000年跨度的时间段里，时空
范围比较有限。自 2006年至 2008年实施的“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除新增加了人骨考古
这个研究领域之外，我们的研究方法逐步成熟，
研究的范围扩展到西辽河流域、包括中原地区在
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研究的时间延伸为
2000 年的跨度。通过研究，我们认识了这个时
空范围内多个遗址的绝对年代、自然环境、人骨
形态、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的物质结构、成分和
制作工艺，还包括对当时调控盐、铜、绿松石等重
要资源能力的探讨。至此，形成了科技考古全方
位介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格局。这个格
局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一直延续到现在正在进
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
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的第二十三次集体学
习中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
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
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
加全面地呈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十分
精辟地指出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最近二十多年来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考古发展历程证明，举
国之力，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对考古学的快速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历数现在跟
考古相关的科研大项目，主要侧重于考古学与自
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多学科合作模式，或者由
考古学研究问题拓展出来的多个考古学分支学
科。从大的学科分类来说，科技考古属于考古，
目前考古学界经常强调的多学科合作，实际上多
属于考古学这个大的学科范畴之内。我们还没
有汇聚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
技、医学等多个大的学科，共同聚焦考古遗址开
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先例。可以说，在整个世界
考古学界也没有过这样全方位的研究。

我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同国家有关部委，借鉴“夏商
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经验，
举国之力，筹建一个涉及考古、历史、经济、法
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的
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
开展全方位的研究，用理论前沿、领域齐全、方法
科学、材料丰富的精彩案例全面彰显中华文明早
期发展阶段的辉煌历史。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进
一步凝练研究思路、完善研究方法、加强研究队
伍，更好地带动全国的相关研究。相信在大家齐
心协力的持续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以更加优秀
的研究成果，丰富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在世界
范围内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
古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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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合作，近年来

考古新发现的一个共同

特点。

从传统的“手铲释天

书”，到各种“黑科技”大

显身手，科技成为考古发

展的新动力、新引擎。近

年来，各个前沿学科深度

参 与 考 古 田 野 调 查 、勘

探、现场发掘、资料整理

与研究分析、文物保护的

全过程，跨学科研究、多

学科携手的趋势与效果

日益彰显，“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考古中国”成果

多点开花，中国的历史轴

线不断被拉长。

溯源之外，不少考古

项目在学科融合中也推进

了对中华文明内部交流的

研究。其中，青海都兰县热

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的

考古发掘，就被视作多单

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

范，还因其田野发掘的科学

性、系统性以及突出的学术

价值入选2020年度的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哪 些 学 科 参 与 ？这

些学科的介入对考古而

言 意 味 着 什 么 ？我 们 充

满好奇。

“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沿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都兰县，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镇。

40 年前，位于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察汗乌苏
河两岸的热水墓群被发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血
渭一号墓，出土了大量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从北
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
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

记者：相比青海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
小说《鬼吹灯》里以其为原型虚构而成的“九层
妖楼”可能更为出名。我们好奇，这是一处怎样
的墓葬遗址？

韩建华：青海省位于黄河上游，许多中国古
代丰富文明集聚于此。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许新国和同事到都兰调查岩画，夜宿在
鲁斯沟藏民达洛家中，从达洛口中得知察汗乌苏
河的对岸有许多古墓葬，这就是著名的热水墓
群。历时四年发掘，这里出土了大量罕见的精美
文物和遗迹，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轰
动。经考古确认，这是一处6至8世纪的重要墓
葬群，为我们揭开了丝绸之路河南道被尘封的一
段历史。

至于大家所说的“九层妖楼”，实际是1982
年发掘的墓群中一座编号为“血渭一号墓”的规
模较大的墓葬。

记者：您之前一直在洛阳进行隋唐洛阳城考
古，是什么机缘让您参与到都兰热水墓群的考古
发掘工作？

韩建华：事实上，我是赶鸭子上架，接受了
这个任务。

几十年来，热水墓群出土的金银器、玉器、
丝织品备受海内外收藏家的青睐，也让无数的盗
墓贼蠢蠢欲动。2018年“3·15热水墓群被盗
案”震惊全国，涉案文物达到646件，虽然案件
最终告破，文物都成功追回，但对这一墓群的考
古工作迫切地再次提上了日程。

2018年 6月，我接到上青藏高原的通知，
针对2018年被盗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也就是
大家现在说的2018血渭一号墓。

记者：现在回看总结，可以说 2018 血渭一
号墓的发掘将各种各样的科技考古手段、先进的
考古理念均应用到实践之中。发掘之初是如何考
虑的？

韩建华：2018血渭一号墓的抢救性发掘是
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海省政府三
方共建“热水墓群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基地”框
架协议下开展的，最初就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
科学布局。简单说就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热水墓群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几乎都是抢救
性发掘，文献资料不充裕，学术研究也不足，并且
缺乏系统规划，这从墓葬编号的混乱就可见一
斑。在梳理了热水墓群37年的考古发掘历程后，
我认为热水墓群可以尝试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来
进行，也就是以被盗墓葬发掘为切入点，将热水河
两岸都纳入考古工作的范围，遵照大遗址考古工
作规范，建立统一的分级控制网和记录系统。

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范

通过科学发掘，2018血渭一号墓确认为热水

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形制最复杂
的高等级墓葬。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
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还有出土的大
量精美遗物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
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
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
值。值得关注的是，2018 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
掘，是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范。

记者：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曾高度
评价 2018 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称它是“多
学科合作的典范”。您能分享一下其中多学科合
作探索的经过吗？

韩建华：多学科合作是现代考古理念的要
求，现代科技的运用，丰富了考古的思路、方法
和内容，也让考古变得更加精准、安全、高效。

在这几年的发掘过程中，我们积极开展多学
科合作，采用RTK、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
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动植物考古、
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翔
实、准确地记录和提取相关信息。

在2018年 8月 5日进驻考古现场前，我们
就请所里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刘建国组织科技考古
团队参与进来。先用无人机全视域空拍了几天，
做了高程模型、等高线地形图，进行了虚拟布
方，确定了该墓葬的大致范围。之后发掘了11
个探方，清理出部分墓园建筑的茔墙等遗迹现
象。那时心里已经有点儿底了，毕竟有茔墙、有
回廊，看起来是高等级的墓园建筑。

这样高规格的墓葬发掘工作得到了我们所科
技考古团队的大力支持。王树芝老师负责树木测
年和树种鉴定，从墓园到墓室，每次取样都一丝
不苟，数据分析结果准确及时；李志鹏负责出土
动物骨骼的清理、鉴定、检测；钟华负责出土植
物遗存的鉴定、生业形态的分析；刘煜负责金
器、铜器的金相检测与分析；陈相龙、赵欣负责
人骨、动物骨骼的DNA提取与分析，以及殉牲
的食性分析；王明辉负责对殉人、主墓室的两具
人骨进行鉴定。可以说，各路神仙各司其职，各
显神通，收获丰硕。

此外，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考古的张建
林、霍巍、焦南峰等多位学者来到现场进行指
导，对于这座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完整、体系
清晰、墓室复杂的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保护提
出了很多建议，而祭祀建筑、殉牲坑、墓室结
构、壁画、彩棺等也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研
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提
供了珍贵的资料。

记者：如您所说“各路神仙各司其职，各显
神通”，您能给我们回忆几个具体片段吗？

韩建华：例如殉牲坑，2019年清理时就已
经发现顶上的棚木，已经被盗扰，但仍发现大量
分层堆放的被肢解的动物骨骼，底部还有一把木
鞘铁剑，陕西考古研究院的张建林老师了解这些
现象后，说这应该就是象征当时的肉库，连吃肉
的刀子都准备好了。随后对动物骨骼的提取，是
在李志鹏的线上指导下，分堆编号进行提取，初
步鉴定有牦牛、黄牛、绵羊、山羊、马鹿等动
物。

我们在五神殿墓室北二侧室发现木床架，大
量的织物和皮革放置在木床架上。当时这些织物
和皮革因进水而漂浮起来，和淤土混为一体，清
理需要特别仔细。当第一片织物露出来，我就赶

紧向朱岩石副所长汇报了情况。得知我们需要支
援，80多岁的著名纺织考古学家、中国织绣领域
研究第一人王亚蓉老师还准备亲自上阵，但所里考
虑到可能会有高原反应，还是将老人劝了下来，最
后派了刘大玮带队的纺织团队到了现场。北二侧室
清理时，青海所也把文保的骨干派来支援，以高志
伟主任带队的皮革现场清理平台搭建起来，边清理
边保护，当第一只靴子被清理出来，尖叫、喝彩声
在现场回荡。

我们在主墓室内发现两具人骨，推测应为墓主
人。经考古所体质人类学家王明辉鉴定，为一男一
女，男性50至60岁，女性40岁左右。后来墓主
身份的确定，也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果。

“无法言说当时的激动，所有的考古人
都沸腾了”

“2018 血渭一号墓”仅仅是热水墓群 300 多座
古墓中的一座，该墓葬群是青海境内面积最大、保
存封土最多的一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葬群，但
究竟属于我国哪个古代民族，长期悬而未决。2020
年出土的指甲盖那么大的“外甥阿柴王之印”，则
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突破口，被认为是青藏高原
上划时代的重要发现。

记者：考古史上有多少墓葬因为缺乏和墓主人
身份相关的铭文、墓志、印章等而成为悬案。从这
一点上来说，您很幸运。

韩建华：是这样的。从2018年开始抢救性发
掘，墓主人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直到2020年
11月进入发掘尾声时，我们的队员在棺板下的填
土里，意外发现了一枚印章，才离破解谜团近了
一步。

那是11月3日，考古队正套箱提取文物，我在
办公室等待电视台来访，突然接到了一个队员的电
话，他激动地喊“韩队，出印章了！”声音都有些颤抖
了。我立即去现场，等待印章拍摄、测量等程序结束
后，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把印章拿过来端详，那是
一枚鼻形钮的方形印章，由于锈蚀严重，印面几乎看
不到什么。我掏出随身带的手电筒，用侧光看，发现
几道不太明显的凹痕，好像是篆字，但还不敢确定。
尽管文字不能识读，但无论如何，是值得高兴的事
情，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可以解决墓主的身份，将
是学术界一件重大的发现。无法言说当时的激动，
所有的考古人都沸腾了。

记者：墓主人的身份最终是如何确定的？
韩建华：印章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我们不敢

进一步清理，经过刘勇多方打听，联系中科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他们可以进行650KV工业CT的三
维扫描。通过电脑成图，确定这是一枚银金合金印
章，印文由双峰骆驼图像和古藏文组成，经我国著
名藏学家陈庆英、夏格旺堆、夏吾卡先等多位先生
释读，藏文可译为“外甥阿柴王之印”。

阿柴是吐蕃人对吐谷浑的称呼，阿柴王即是吐
谷浑王。根据印章的内容，结合敦煌文书《阿柴纪
年》记载，我们初步推定墓主人可能是吐蕃统治下
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他的母亲是吐蕃的墀邦
公主。

根据墓室出土金器、丝织物等，结合棚木树木
年轮测定，“2018血渭一号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
期左右，和文献中的史实完全可以对应。所以在当
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会上，众多专家认为，
先进的考古理念，关键文物的出世，为解读唐与吐
蕃、吐谷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据。

记者：热水墓群还出土了哪些“宝藏”文物，
承载什么文化内涵？

韩建华：1982年在对“血渭一号墓”进行发
掘时，考古人员发现一件文字锦残片，经德国哥廷
根大学古文字学家确认，锦上为波斯萨珊王朝的婆
罗钵文字，系目前世界上唯一确证的八世纪波斯文
字锦。

与波斯文字锦同时出土的对马锦，上面的翼
马形象在莫高窟第 249 窟窟顶狩猎图上也能见
到，带翼神兽源自古代亚述地区，也见于塞种、
大夏及希腊和印度的艺术，在丝绸之路上广泛传
播。“血渭一号墓”中，出土的丝绸残片达350余
件，分别来自中原汉地、中亚、西亚，其织造工
艺和纹样具有多源性，实证都兰是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中转站。

“2018血渭一号墓”被盗出土的人首鱼尾纹
金饰片，人物脖颈饰后方飘浮的绶带，是典型的
波斯萨珊王朝装饰纹样。此外，在主墓室棺板周
边及祭台发现海螺、未曾炭化的葡萄籽，玻璃、
玛瑙、珍珠、珊瑚，它们从康国、吐火罗国、波
斯、狮子国甚至更远的地中海地区传来，见证了
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

记者：考古发掘让青海道从文献研究走向实
证，在您看来最大的意义何在？

韩建华：历史上青海道发挥重要作用时，正是
西北各民族融合的高峰，吐蕃、吐谷浑、羌、狄、
戎等多个部落、民族频繁交往联姻，逐渐变得“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形成的文化认同为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相承奠定基础，深厚的历史积
淀是文化自信的来源。

文物作为一种物质表现，见证了丝路各国源
远流长的友谊，更让人们跨越国界、唤起共同记
忆。即使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物产、技
术、思想的交流也从未断绝，更加证明每种文化
都不是孤岛，都需相互理解包容、求同存异、和
平共处。

学科融合：让考古变得更加精准、安全、高效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项目负责人韩建华

本报记者 王慧峰

2022年9月16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工作进展会在北京举行，河南洛阳二里头
夏代都城布局有了新探索：新发现了更多道路及两侧墙垣，或为后期城市布局“里坊制”的雏形。二里头
遗址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 张怡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