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中，民族交融与文化碰撞不断
发生。我国科技考古不断取得
新突破，激励着后人不断向文

明深处探源，汲取世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武王墩考古队执行领队方玲表示，考古工

作的核心在于保护和传承，将埋藏于地下的古
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
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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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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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
秋其代序。”站在发掘现场，
绵延了2000多年的“风沙”
迎面而来，黄土之下，沉睡的
文明正缓缓苏醒。

武王墩考古队执行领队
方玲表示，考古工作的核心
在于保护和传承，将埋藏于
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
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
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
新的历史知识。

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
学发掘的楚王陵，武王墩一
号墓填补了科学发掘的楚
系墓葬中顶级墓葬的空
白。墓主所生活的时代，又
处于强秦建立大一统国家
的前夜，对研究秦汉中央集
权大一统国家及文化形成，
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历史也离不开考古
学。柴政良说，对于楚国八
百年历程，很多细节和故事
都藏在历史的迷雾中，比如
关于楚考烈王的记载，只有
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文字，而

已出土的文物则提供了许多
细节，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
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

在发掘过程中，柴政良
意外发现，在个别文物的漆
面上残留了当时制作工匠遗
留的指纹，“这些指纹就好似
凝固的时间胶囊，一经打开，
便感到我们在和古人对话。”

宫希成说，需要了解如
何从蛮荒走到如今高度发达
的文明社会。中华民族骨子
里的文化自信就来自这些真
实久远的历史。绵延千年的
文明传承，绝不止是史书上
的记载。

历史宛在眼前，文明辉
光日新。

考古人的责任，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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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古工作所承载的，是一个既
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逐
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
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文图均据新华社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现场。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
墓出土的铜簠（fǔ）铭文。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
墓木椁室布局（资料照片）。

安徽淮
南武王墩一
号墓出土的
铜器。

安徽淮
南武王墩一
号墓出土的
漆案。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考古工作绝非仅仅是“挖宝”，重大考
古发现往往更加考验着考古人的智慧和
耐力。

在不使用大型机械的前提下，如何
将可以装满30多个标准泳池的约7万方
封土移走？

考古队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他们
用各类铲子、锄头，分探方一点点掘进，像
愚公一样，挖了一年半。

到了“挖填土”阶段，进度就更慢了，每
一铲子下落，都有可能触碰到新的秘密。

“挖掘过程中四周开始出现夯土垒成
的台阶，一共21级，一级60厘米左右，一
圈台阶就得挖一个礼拜。”武王墩考古队
队员柴政良说。

“我们采用类似‘CT’的高密度电阻率
法来探测土下的情况。”柴政良解释道，地
下介质导电性各不相同，他们收集不同地
层的电阻率，从而判断土下的情况，确保
挖掘工作安全有序。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
面对刚出土的脆弱文物，如何做好保护成
了另一大难题。

“打开椁室后，椁室内充满水，常年浸
泡在水中的文物，处于饱水状态，出土后
亟需保护处理。”武王墩考古项目实验室
负责人张治国自项目之始，便牵头制定了
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预案。

低氧灭菌室内，发掘出漆木器等文物
被安排在一间充满氮气的房间，“这里就
是出土文物的‘安全屋’，通过模拟原始埋
藏环境，避免文物受损。”柴政良说。

此外，张治国表示，科技考古手段还
应用于墓葬考古测年、墨书红外识别、人
骨DNA研究等工作中。

比如，专家们在对人骨DNA进行分析
比对后，推断墓主为男性，死亡年龄在50岁
及以上，在寿春的四任楚王中，唯有楚考烈
王死亡时年龄在50岁以上；从线粒体基因
组来看，其母系来源可能为古代北方人群，
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史料中“楚顷
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楚顷襄王
从秦国迎娶新妇”的记录。

在多方支持下，现场建成了考古
实验室、文物保护实验室、标本库房
等在内的近2万平方米配套场所。武王墩
考古项目负责人宫希成表示，希望通过跨
学科、多平台、多领域专家团队的共同协
作，运用科技手段和新工具，为后续考古
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