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酷热、狂风、大雨、森林大火……每一项都在影响着人类的活
动。考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各种极端天气的影响。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12月15日在上海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就
“气候变化考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考古学家。他们针对气候变化对于不同遗址的影响，给出了各
自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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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大学教授哈夫纳：
气候变化让遗址保存更困难

主要从事水下考古和海岸区域考

古的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哈夫纳认为，

考古遗址的确受到了气候变化的严重

威胁。这样的威胁主要来自长短期两

个方面：一是野火等短期、直接的威胁；

二是长期的危险。

“在一些湖泊之中，因为气温上升

引发的侵蚀会加剧。另外，还有物种入

侵等问题。”哈夫纳说，“湖泊很容易受

到新物种入侵。水的升温会产生其他

微生物，有机物质被破坏得更快。”

比如说，一片沼泽地里会有很多的

考古材料，但是干旱的气候会让沼泽变

干。一旦沼泽干涸，大部分有机质就会

腐烂，无法保存。因此，考古学家必须

在这些沼泽干涸之前，主动对这些区域

进行干燥，把这些考古素材取出来。

另外，由于气温变高，冰山融化，因

此冰川上保存的考古遗址也受到了极

大威胁。哈夫纳说：“在瑞士，有一处考

古遗址，大概有7000年历史，由于天气

变化，这些被冰川覆盖了6000年的考

古素材却消失了。另外，阿尔卑斯山上

还有一处非常著名的遗址，那里曾出土

了著名的冰川木乃伊。但是如今，两处

遗址都因为冰川融化而消失了。如果

说气候变化对于考古来说有积极的一

面，那就是随着冰川融化，一些考古素

材也被释放出来了。”

如今的气候变化，实际上也是人口

规模所决定的。

“我们现在的人口规模很大，社会

也更复杂，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越

大。”哈夫纳说，“在人口规模较小时，

人口的流动性也很低，如今全世界人

口达到80亿，使得低流动性变得不再

可能。”

在这样的人口规模下，缓解气候变

化除了节能减排，还寄希望于绿色能

源，比如说推广电动汽车，用电能取代

化石能源。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比如说我们

在瑞士，就有这样的问题。瑞士人不愿

意在阿尔卑斯山上装置太阳能板，因为

阿尔卑斯山更多时候是观光和进行户

外活动，这也是瑞士的标志。因此太阳
能板安装就很难推进下去。”

尼日利亚考古学家巴巴洛拉：
所有遗址都应好好保护起来

气候变化和考古学是紧密相连的，

人类今天谈论的气候变化在考古学和

史前时期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历史。在

尼日利亚考古学家巴巴洛拉看来，要了

解气候变化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可以试

着去了解过去人们如何与气候状况产

生关系并相互作用，然后将古人的方案

放在当下的环境之中，再次审视。

当记者给出一种假设，如果世界上

即将发生一场大洪水，所有的考古遗址

都会被淹没，而只有拯救一个考古遗址

的能力，会选择哪一个？

“这个问题很难答，在世界上有很

多考古遗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尼日

利亚。我热爱所有的遗址，希望它们都

能被好好地保护起来，我也愿意尽一切

努力保护它们。”巴巴洛拉说，“因为它

们能告诉现在的人类很多过去的信息，

因此我没有什么偏好。”

他停顿了一下，思索了一小会，再

次回答：“如果真的只能选择一个，那么

我会选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那里

是人类的起源地。如果你保护了人类

的起源，就能去挖掘更多的内容。一旦

起源地没有了，所有的故事都没有了。”

奥杜威峡谷是第一次发现人类会

使用石器的地方，而这些会使用石制工

具的“人”被命名为“能人”，是人属的第

一个早期成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
雯 马晓玉李雨心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考古？听听专家怎么说

记者12月 20日从2023年度河南

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获悉，考古人员

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墓葬中新发

现一件距今7000多年的小口尖底瓶。

小口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

器物之一，在房址、灰坑、墓葬中均有出

土，关于其功用，有汲水器、酿酒器、葬

具等多种观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

研究员李永强介绍，此次新发现的小口

尖底瓶初步推测其距今约7700年，长

10余厘米，十分小巧，比常见的仰韶文

化时期小口尖底瓶小很多。

“这次发现的小口尖底瓶，为探索

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源流关系提

供了新的关键实物证据。”李永强说。

李永强表示，结合此前发现的裴李

岗先民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

此次新发现的小口尖底瓶有可能是裴

李岗先民用来“制曲”的容器。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裴李岗遗址发

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量石质遗物、

鸵鸟蛋壳碎片、赤铁矿碎片等，为研究

中原地区旧石器晚期社会面貌、旧新石

器过渡等重大课题提供了新资料。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北

部，距今约8000年至7600年，是一处典型

的农业聚落遗址，面积可达5万至6万平

方米，被誉为中华农耕文明起源地。

文图均据新华社

河南发现距今7000多年小口尖底瓶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瓶。

巴巴洛拉 李雨心 摄哈夫纳 闫雯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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