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硬件配置到位后，决定工作成效的
就是考古者的智慧了。

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有层次
明晰、分工明确的现场指挥和管理体
系。大体可表述为：舱长，负责具体实
施本舱内考古发掘、信息记录、文物提
取和标本采样等专业工作，同时根据发
掘进度和现场情况，负责及时拟定发掘
工作方案，提交给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
本次考古领队审核后，再在专家会诊
室，通过线下会议或视频会议方式报请
特聘的首席顾问或首席专家审定，由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要负责人确认、
签发后，即开始实施。

2020年年末，我有机会列席了一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召集
的会诊会议。发掘现场疑难问题和专
业会诊解决办法的互动交集，构成了三
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严谨、有效，有时
也不失有趣的现象。

据了解，专业会诊会议周期一般两
周左右一次。如果发掘出现复杂情况，
或舱长一时无法判断的遗迹现象，或根
据阶段工作计划，需确定发掘或保护方
案时，会适时以会诊的形式研究、明
确。这种研判工作机制，对发掘主持单
位和合作单位的磨合与效率无疑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因为现场情况每天都在
变化，要科学发掘，就需要有严谨的机
制予以保障和推动。

根据已清理至器物层的祭祀坑发
掘经验，为避免发掘人员下坑后反复踩
踏，尤其是越接近器物层和脆弱质文物
时，可能导致未露头器物受损的情况，
经会诊和尝试，整个发掘现场迅速采用
了一种“凌空漫步”式、非接触的器物清
理方法。

所谓“凌空漫步”式发掘，即从舱内
桁架或龙门吊横梁向下，在舱内加装可
平移和升降的清理平台，发掘者或坐或
跪或匍匐其上，实施器物清理。作业
时，整个平台将发掘者“悬浮”在半空
中，倒也十分有效和别致；对面积小的
祭祀坑出土器物清理，桁架或龙门吊往
往没有足够的空间搭建，则采用另一种
简单易行的操作平台，即用钢材做成一

“凹”字形，两端稳稳地搭在用沙包铺就

的坑边地面上，凹下去的窄面即为长条
状、小型的、简易的清理平台，发掘者往
往只能跪在上面俯身清理器物了。此
时，为确保发掘工作的精细和精准，发掘
者头上套箍了一小型射灯，对准器物，一
点一点去掉覆盖在器物上湿漉漉的粘
土，着实十分吃力和缓慢，真可谓拿出了
绣花的功夫，于灯光晃影中，在狭窄的祭
祀坑里探寻先民留下的“蛛丝马迹”。

之所以粘土是湿的，除了地下湿度
外，更多的是人为干预所致。目的是为
了防止坑内填土长时间暴露，水分流
失，填土干裂，自然张力顺着裂缝拉断
填土里的器物。在舱外的考古大棚罩
着的祭祀区地表，会时常看到架设的喷
雾器在工作，舱内也不时有工作人员用
喷壶在坑内保湿作业。通过喷雾加湿，
环境湿度可有效控制在80%左右。

考古能发现什么让人着迷，发现了
器物如何提取和保护则让人神伤。现
场提取和应急保护处理、土遗址保护、
象牙保护等尖锐而尖端的问题，时时困
扰和刺激着现场文保人员的神经。而
随着填土的清理加快，至少有三个坑先
后到达器物堆积层位，现场面临的重大
问题和由此出现的巨大压力，就是器物
的提取和保护。

这无疑是下个阶段春季发掘季的
重头戏，现场的器物提取和应急保护成
效，对后续的整理、研究、展示和利用至
关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掘现场对文物
保护人员的专业需求超乎想像，几乎每
天都有新的器物露头，相关提取和应急
保护可以说是被迫紧张跟上。曾有现
场保护人员告诉我，真心希望坑一个一
个地挖，而不是现在六个坑同时发掘，
因为现场文保人员和技术力量略显捉
襟见肘。但是发掘计划已经确定，聚集
各方力量加盟成为必然选项。

文保人员的持续充实和相对固定，
工作延续性的逐渐强化，按技术工种的
分组推动，标本送检、试验和现场保护
同步实施，是祭祀区文保工作的常态。

在不断的头脑风暴和紧张讨论中，
关于土遗址、象牙保护和青铜成分的分析
等，也在向课题的方向逐渐聚焦、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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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 札记②

三星堆考古发掘舱：考古“梦工厂”
□李明斌（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

广汉三星堆发掘现场根据祭祀坑数量和相对位置分布情况，在一个近2000平方米
的考古大棚内，由北向南，先后搭建了四个“连体”玻璃房子，名为“考古发掘舱”。

四个考古发掘舱，完全罩住本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对应四家发掘实体单位（一院
三校），空间既相对独立，又以可开闭推拉门连通，体现了分合有度、互通有无的工作理念。

由于空间和管理的相对隔离和封闭，加上发掘者均需穿着连体防护服，方得进出发掘
舱。此种情形，恰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搭建的医疗方舱有相似之处。对此次方舱考
古，由于颇有科幻、梦幻之感，是年轻人实现考古梦的绝佳之地，我称之为“考古梦工厂”。

考古发掘舱的出现，无疑是考
古界的一桩新生事物，甫一出现，
即受到各方关注，国内多地考古机
构来此交流取经。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先生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
古工作专家咨询会上指出：三星堆
祭祀区的现场发掘技术装备，代表
了当今世界考古的最高水平。可
谓赞誉有加、客观中肯。

此举的创新性，体现了四川考
古者的逆向科学思维。将以往空
间上的文物移动、考古实验室不
动，逆向为考古实验室动，将考古
实验室移至发掘现场，而文物出土
原状尽量少移动，从而最大程度保
存文物的原状性和信息的原真性。
仅这一点，就让不会说话的文物，在
经过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后，更加
令人信服，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虽然这是一个努力追求、但学
理上却似乎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终
极目标。这种不断接近历史真实而
产生的探索思考与行动，也许正是
考古的恒久魅力之所在吧。

考古发掘舱，给人第一眼的印
象，就是一个数十平方米的玻璃房
子。房子整体由钢架和玻璃构成，
远远看去，通透而有张力；房内有
纵横的桁架，有根据作业面大小、
空间的开敞程度，加装的可升降发
掘小平台，平台底板开有 40 厘米
见方可盖合操作口，便于非接触式
清理；房子内还有独立的空调系
统，一排整齐的圆形出风口，保障
着室内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湿度，而
这对于脆弱质文物，如象牙和可能
出现的丝绸、纺织物、漆木器等的
现场提取和应急保护，毫无疑问具
有关键作用；同时，两层物理空间
的存在，对以往要看天作业的田野
考古而言，又多了一层全天候发掘
和现场保护的保障。

为保证进度，考古人员每天现
场工作时间整整八小时，从早8点
到晚6点，中间有两小时是往返数
公里到考古整理基地用餐和短暂

休息。工作期间，考古发掘舱内，
身着连体防护服的年轻身影在舱
内灯光的照耀下，按工种和工序紧
张地忙碌着。这次精细化、精准性
发掘，分为发掘组、记录组、摄影
组、摄像组、测绘组、采样组、文保
组等，各组高效配合，忙而不乱，有
效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工作人员之所以穿上连体防
护服，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便于
识别，因自发掘出土金器、青铜器、
象牙、玉器以来，陆续有观摩、学习
人员在考古大棚内活动，为有序管
理，确保发掘进度和安全，故以最
为直观的服装加以区别和识别；二
是基于更重要的专业考虑。因为
此次祭祀坑考古发掘，提出了“剖
面尽量保留”和“填土全部采集”两
原则，尤其是后一原则的实施，对
舱内环境的洁净提出了非常高的
要求，为避免工作人员带进可能影
响填土分析检测结果的微小物质
或颗粒物，穿上从头到脚连体的防
护服现场操作，是不错的选项。发
掘舱内通过水冷中央空调的不间
断工作，温度控制在 20℃-25℃，
对发掘工作是很有利的。

在考古大棚内东北侧，则是约
150平方米、呈曲尺形布局的考古
发掘现场应急保护集成平台：应急
检测分析室、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
室、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微痕
物应急保护室、文保工作室、考古
工作室等，内置各种仪器设备，此
种保护环节前移的理念和实践，与
考古发掘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
掘、保护工作体系。

联合国内考古、文物保护的重
点或学科优势机构，就考古发掘、
出土文物多学科研究、文物保护修
复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致力于建
立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
古、文物保护多学科深度融合集成
体系，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
模式逐渐成型。王巍先生倡议国
内高等级墓葬等的发掘，可参考三
星堆祭祀区的发掘舱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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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的提取和保护是现场面临的最大压力。 考古发掘舱。 李明斌 摄

发掘者头戴小型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