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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顺利提取443根椁盖板
和盖板上覆盖的78条竹席，开展椁
盖板和竹席的保湿防霉工作；提取大
量青铜器和漆木器文物……”4月16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了安徽淮
南武王墩墓考古发掘进展。

武王墩墓丰富的考古成果，吸
引了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与此同
时，武王墩墓考古发掘推进多学科、
多平台协作，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
新手段新工具，同样令人瞩目。

4月，安徽淮南市的天气，时而
放晴、时而飘雨，湿润的空气中充满
着万物萌发的讯息。北依舜耕山，
南为开阔的平地，西侧为瓦埠湖，位
于淮南三和镇徐洼村的武王墩一号
墓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

随着这座迄今规模最大、等级
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
级墓葬渐渐露出真容，楚文化也变
得愈加生动。

高位布局，铺好“漫漫长路”

自 2020 年武王墩考古发掘工
作正式启动后，一支由多院校、多学
科专家组成的文物保护团队立即组
建起来。与此同时，主墓保护大棚、
文物库房、考古实验室等一系列考
古发掘配套设施也迅速建设完成。

谋定而后动。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研究馆员、武王墩墓考古
发掘项目文物保护负责人张治国介
绍，在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前，根据
时代相近墓葬出土文物类型，对武
王墩一号墓出土文物进行预判，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出土文物现场保护
与多学科研究预案。

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快摆到了
所有人的面前。因为椁室内文物常
年浸泡在水中，水面以上的椁盖板
和竹席也处于饱水状态，如何对出
土文物进行及时应急保护？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和三星堆
很不一样，三星堆考古发掘处在相
对稳定的环境中，可以慢慢提取，但
是武王墩墓不行。”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龚德才说，“武王墩墓长期浸
泡在水中，一旦脱离饱水环境，与氧
气直接接触，木俑、漆器等文物很快
就会卷曲、翘边、变色，甚至大幅度
收缩变形。我们需要在尽可能保留
最多文物信息的同时，尽快提取文
物、尽快送到实验室。”

墓坑为方形，墓坑以东设有斜
坡墓道一条，墓坑四壁有逐级内收
的台阶共 21 级。层层夯实的填土
之下，一个 9室的椁出现在考古队
员面前。巨大的竹席覆盖在椁盖板
上，竹席之下，方木与薄板依次交
替，形成多层防护。张治国说，利用
高密度电阻率法，武王墩一号墓的
布局渐渐清晰。木椁室采用“亚”字
形结构，总分室9间，这是目前国内
首次见到的、结构清晰明确的九室
楚墓。

竹席，迅速进入了考古队的保

护范畴。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
学院教授张闻捷回忆，填土发掘完
成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椁盖板上
铺设的竹席。“尽管已经过去了
2000多年，一些区域的竹席还能够
呈现黄色色泽。”

腐朽、残缺、开裂，千年的地下生
活，使得大部分竹席变得脆弱不堪。

怎样安全高效地对竹席进行临
时加固和紧急保护？薄荷醇临时固
型技术，提供了解决方案。这项由
上海大学教授罗宏杰团队发明、我
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创性成
果，在国际上具有首创性。薄荷醇，
可以对脆弱文物进行一定的预加
固，保障文物安全地转移到实验
室。“而且这种材料在空气中自然挥
发后没有残留。”张治国说。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武
王墩墓环境潮湿，竹席进入实验室
后，如果任由薄荷醇自然挥发，竹席
中的水分也会快速蒸发，导致饱水
竹席出现起翘、开裂。经过反复实
验，张治国发现，通过加入酒精、加
热等方法，既可有效去除薄荷醇，又
能确保竹席处于饱水状态，既保证
了文物安全，又便于后续开展污染
物清理、脱铁、加固、干燥定型等一
系列保护处理。

这项目前国内外开展的面积最
大的古代竹席提取工作，很快取得
了成效。考古队采取分条提取的方
式，提取最长竹席约7.5 米，总面积
超过 200 平方米，形成了一套竹席
现场加固提取、包装运输与室内稳
定性保护的技术方法体系。

分类“抢救”，还需“对症下药”

文字，是历史最神秘的符号，见
证了时光的变迁，讲述着两千多年
前楚国大地的古老故事和瑰丽传
说。然而，文字的发现，却没有想象
中那么轻而易举。

红外摄像技术，能够将隐藏在
黑色椁盖板上的文字清晰揭示出
来。令张治国兴奋的是，武王墩一
号墓椁室盖板上已发现和采集墨书
文字100多句、近千字，是典型的楚
系文字。结合文字内容和考古情境
判断，其中有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排
序、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对研究楚
国墓葬营建过程、职官制度、名物称
谓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椁盖板保护，同样具有重要意
义。龚德才说，随着椁盖板的逐渐
暴露，通过喷水和覆盖塑料膜、无纺
布等措施，使椁盖板处于饱水状态，
减少因水分快速蒸发导致椁盖板的
开裂与变形。“在椁盖板提取过程
中，通过薄荷醇、石膏绷带、夹板等
加固材料，对脆弱、开裂部位进行加
固，采用珍珠棉、气泡膜等对受力部
位进行缓冲支护，减少吊运过程中
的文物损伤，保障考古发掘和研究
顺利开展。”

而对于椁盖板的墨书文字，张
治国处理得非常仔细。“我们采用具
有可逆性的松香酒精溶液对墨书进

行封护，避免墨书在椁盖板提取、运
输和存放过程中遭受损伤。”张治国
说，椁盖板文物运到存放地点后，对
木材及时进行抑菌防霉和保湿处
理，并监测霉菌滋生和椁盖板饱水
情况，使椁盖板得到安全稳定的保
存和保护。

“无物不髹漆”，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已经形成了极高的漆木器制作
工艺。此次出土的众多漆木器，包
括木俑、漆器、镇墓兽等，正静静地
躺在离考古发掘现场不远的考古实
验室内。在考古实验室，记者看到
一件件花纹绚丽、制作精良的漆器
被浸泡在水中。“这是去离子水，就
如同给人泡澡，能起到清洁效果。”
张闻捷说。

“漆木器的现场保护流程，主要
包括痕迹信息采集和清洗处理。”张
治国说，“清洗过程主要是用去离子
水浸泡，将杂质软化浸泡出来，再配
合软毛笔进行缝隙间的深度清洁，
必要时适当加入少量表面活性剂进
行清洗。如漆木器表面有描金、描
铅等工艺，根据彩绘保存状况，可先
进行适当加固后再入水浸泡。”

“清洗完后将文物进行脱水处
理，即将其浸泡在特制的化学药水
中，让药水‘融’入文物内部，代替水
分支撑起木材的孔隙结构。”龚德才
说，这一套“诊疗疗程”为我国独创
的乙二醛法，从马王堆到曾侯乙墓，
从定陶汉墓到如今的武王墩墓，数
以万计的漆木器在这套“疗程”下挽
器物生命于狂澜，焕发出崭新的生
命力。

对部分出土漆器开展的分析研
究显示，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漆器使
用的漆为中国大漆，漆绘颜料有所
不同，朱红色漆颜料为朱砂，红棕
色漆颜料为铁红，黑漆颜料为炭
黑，黄彩颜料为雌黄和雄黄的混合
物，一些漆器在纹饰处有彩绘描金
工艺。

科技赋能，多学科、多平台协作

当青铜编钟敲出千年前的铮铮
尾音，身着曲裾的舞女随着鼓点、
琴音翩翩起舞……2000多年后，一
支沉睡地底的楚国“乐队”被重新
唤醒。当考古队员把乐俑从椁室
的泥堆里提取出来的时候，其身上
附着的衣物丝绸也被同时提取。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介绍，
丝绸是有机质，很难保存。饱水出
土的丝绸，呈现馄饨皮一样的糟朽
状态。但“馄饨皮”中，包含着大量
的丝绸遗存与相关赋存信息。

“对于南方潮湿环境下考古出土
的丝绸保护而言，从饱水到干燥的过
程，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周旸说。由
中国丝绸博物馆组成的文保团队，负
责对出土丝绸进行紧急抢救。

丝绸在应急保护过程中需要保
湿，但过大的水流又会改变“着衣
俑”身上纺织品的状态。面对两
难，文保人员选择了喷水保湿加薄
膜包裹。为增加丝绸的强度，文保

人员采用丝蛋白加固的方法，从分子
层面“穿针引线”，将丝绸破损断裂的
分子键“缝补拼接”起来。“由于丝蛋
白是丝绸的主要成分，这种同源加固
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加固材料的后
续降解对文物造成破坏，这也是我们
原创的方法。”周旸说。

在现场发掘过程中，张治国还记
录下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揭开椁
盖板之后下面全是水，但是东一室水
面上漂浮着几十个大小不一的植物
编团。将其打捞上来后，经初步分
析，含有李子、梅子、栗子、甜瓜子、莲
子等瓜果和水稻、粟、黍等农作物，初
步判定墓主人的下葬时期应该是在
夏季或秋季植物成熟的时节。”张治
国说。

动植物考古是现代考古事业的
重要板块，也是当代考古学多学科交
叉融合特点的集中体现。通过动植
物成分分析、蛋白质分析、骨龄检测
等手段，考古人员可以精准定位文物
年份和身份信息，为这些年迈的“地
下居民们”分发“身份证”。张治国
说，现在，这些植物编团正被封存在
塑料薄膜里，暂存于考古实验室的低
氧灭菌库房，等待分批整理研究。

谷雨已过，立夏将至。随着天气
一天天变热，墓室的环境将发生极大
的变化。这对现场的文物和考古队
员来说，都是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

为了给尚在“候诊”的文物创造
相对稳定的环境，项目组正在筹备建
设墓室的“三控系统”。张治国解释，

“三控”即控温、控湿、控氧。“我们即
将开展雾化喷淋系统的建设，极大减
轻工作人员人工增湿的工作量，通过
定期喷淋冰水混合物，不仅可以降低
室内的温度，而且也能有效增加其湿
度；通过向椁室充填氮气，可以将椁
室内空气的氧气含量降低50%，有效
延缓文物的氧化速率；通过控制考古
现场环境，我们尽可能保留更多的原
始信息，也为考古发掘工作赢得宝贵
的时间。”张治国说。

龚德才说，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他
们通过多学科、多平台协作，运用科
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增强武
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
力，提高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下一
步，要持续加强考古和研究，按照“大
考古”工作思路，同步推进科技测年、
残留物分析、冶金、环境、动植物等科
技考古，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最大
限度提取各类信息；组建考古学、历
史学、建筑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合
作团队，深入论证武王墩墓年代、性
质，多维度阐释楚国礼仪制度、手工
业与科技史等重要问题，同时，要统
筹推进出土青铜器、竹木漆器、丝绸
及相关脆弱质文物提取、保护，确保
出土文物第一时间得到妥善保护。
持续做好墓坑、椁室稳定性和地下水
位监测，落实支护、加固措施，加强考
古工 地 人 员管理，确保考古现场
安全。

（据《人民日报》）

武王墩墓考古充分采用先进技术

科技赋能考古 再现千年楚文化风采
人民日报记者 吴焰 王珏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洛朗丝·德卡尔27日说，
为让观众能在更好环境中欣赏世界名画《蒙娜丽莎》，
考虑在馆内为这件作品专门辟出一个陈列室。

《蒙娜丽莎》由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莱奥纳多·
达·芬奇于16世纪初创作，与其他一些画作一起在卢
浮宫博物馆最大的展厅展出。它被挂在特制的玻璃
罩中，罩中环境温度和湿度均在严格控制之下。

德卡尔告诉法国公共电台：“不能给游客提供最
好的参观条件总是令人沮丧，《蒙娜丽莎》就是这种
情况。”

“对我而言，如今有必要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她说，卢浮宫博物馆方面正就潜在解决方案与法国文
化部进行探讨。

法新社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之一，2023年卢浮宫接待了近900万游客。依照德
卡尔的说法，80%的游客会不顾人群拥挤而近前一睹
《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不少人在画作前自拍留影。

（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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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5日电（记者
白瀛）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文化和
旅游部产业发展司 25 日在京共同
向社会集中推介《中华文明地标》
《我们的国家公园》《花儿绽放·乡村
季》等38部文旅主题的综艺、文化、
纪录、动画等电视节目，以丰富电视
大屏内容供给，助力文旅发展。

本次推介节目分为三个篇章。
“风物大地”篇包括《还有诗和远方》
《千年徽州》《2024中国礼·陶瓷季》
《我们的国家公园》等13个节目，通
过人与大地、自然、物产的深入接
触，展现气象万千的中国风貌；“文

明之光”篇包括《中华文明地标》《最
美中轴线》《文运中国》等13个节目，
通过探访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明遗
址、文化遗产，展现中华文明跨越时
空的魅力；“活力相约”篇包括《花儿
绽放·乡村季》《极限挑战》《我在岛屿
读书》等12个节目，以行进、纪实等手
法，展现多彩生活、人间烟火和人们
对心灵家园的向往追求。

据介绍，国家广电总局今年将采
用“常规化+主题化”的形式，定期遴
选汇集全国广播电视制播机构的优秀
视听作品，通过台网联动宣传，广泛
展示发布。

广电总局文旅部共同推介
38 部文旅主题电视节目

我国多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
代遗址出土有经济林和果树的植物
遗存，说明古代先民很早就将树木
的利用纳入日常的吃穿住行中。

宁绍平原是钱塘江南岸一块东
西向狭窄的沿海平原，是史前古人
类文明的活动中心。浙江省余姚市
施岙遗址位于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
原东部，西南距河姆渡遗址 7.5 公
里，东南距田螺山遗址 400 米左
右。在施岙遗址发现的古稻田是目
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
早、考古依据最充分的稻作农耕遗
存之一。

在古稻田西南角两个探方底
部，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段树木枝
干。对古树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
并用树轮校正曲线校正，确定树木
年代为公元前 2520 年，距今已有
4500多年，属于良渚文化时期。对
古树和现生树木木材进行解剖学分
析，鉴定其为杨梅，这是迄今我国发
现年代最早、最为确切的杨梅树
遗存。

杨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既可
生食，也可制作蜜饯、果酱，还可酿
酒，杨梅果肉、果核、树皮、树根等部
位亦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施岙遗址
的杨梅古树遗存尤其值得关注，它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我们全面
认识先民饮食结构、深入研究生业
经济提供了资料。

从公元前 2520年的杨梅树，我
们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宁绍平原
先民的食物来源和种植种类是多样
的。宁绍平原的生业经济中最重要
的水稻、栎果、菱角、芡实等在9月以
后成熟，在6月到 9月的这段时间，
杨梅、野葡萄和猕猴桃等或可补充
粮食的不足。

先民种植的植物种类十分广

泛。距施岙遗址不远的田螺山遗址，
出土了青冈属、栎属、水青冈属、桃
属、梨属等经济林和果树的木炭，还
发现了大量橡子坑以及松、桃、梅、樱
桃、南酸枣等的种子或果核。田螺山
遗址周边水田广布，水稻种植业兴
盛。但在距今 6500—6000 年间，青
冈属木炭遗存绝对数量达到了顶
峰。专家推测，这一时期受海侵影
响，稻田分布面积大幅缩减，水稻已
不足以支持遗址所需，转而加强了橡
子的采集，这与后世文献记载的“橡
子，俭岁可食，以为饭”一致。

在长江下游的余姚河姆渡、萧山
跨湖桥、吴兴钱山漾、余杭茅山等遗
址出土了大量的桃核。桃果外观艳
丽，肉质细腻，营养丰富，根、叶、花、
仁可入药，甜仁可食用。有学者认
为，长江下游地区的先民至少在距今
7500 年就开始对桃进行人为选择。
此外，还发现樱桃、猕猴桃和柿。柿
属果实脱涩后可生食，或加工制成柿
饼柿霜，柿蒂可入药，有祛痰镇咳、降
气止呃等功效。

柿树皮含鞣质。柿为果粮兼用
食品。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部分柿
属种子尺寸很小，跟现代野生柿属相
仿。但在某一处样本中集中出土的
柿属种子，尺寸与现代栽培品种接
近，当时或许已有特定柿属种类被专
门化采集或管理。南酸枣果实酸甜
可食，并可酿酒，树皮和果实皆可入
药，可以消炎解毒、治火烫伤。除田
螺山遗址外，河姆渡遗址也有南酸枣
出土。

可以看出，树木不仅为人类提供
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还提供能源、
食物、药材及各种副产品。除了以水
稻为主食外，先民也广泛采集野生植
物和果树的果实作为补充。深入研
究农业遗存的价值，对于我们牢固树
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
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方
面，具有启发意义。

我们要更加重视林木资源在人
类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野生植物资
源的食用价值。

（据《人民日报》）

从 杨 梅 古 树 谈 起

树木不仅为人类提供
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还
提供能源、食物、药材及各
种副产品

新华社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 4
月26日电（记者卢怀谦、李惠子）中
国知名弦乐四重奏——中国中央音
乐学院琥珀四重奏，26日晚在新西
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中心音乐厅演
出，为观众带来一场中西融合的听
觉盛宴。

这是琥珀四重奏首次亮相新西
兰，共进行为期三天的三城巡演。
克赖斯特彻奇音乐会为第三站。

巡演中，琥珀四重奏让新西兰
观众重温了门德尔松和莫扎特的经
典作品，演奏了中国当代著名作曲
家郭文景的《中国民歌组曲》，并首
演了新西兰小提琴家兼作曲家马
克·孟席斯的新作品。

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事何
颖表示，多年来，琥珀四重奏一直致
力于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
的融合发展与创新，在国内外乐坛享

有盛誉。这场音乐会无疑有助于增
进中新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
相互了解，也是庆祝两国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琥珀四重
奏大提琴演奏家杨一晨巡演前接受
采访时说，新西兰的古典音乐爱好
者众多。他特别介绍了《中国民歌
组曲》，说该作品取材于中国四川
省、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多

地民歌，可以让新西兰观众从音乐中
感受到中国高山、草原、河流等各种
自然景观。

琥珀四重奏 2005 年成立于中央
音乐学院，是中国室内乐的重要代表，
广泛活跃于国际舞台，并获高度赞誉。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
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国驻克赖斯特彻
奇总领馆、惠灵顿中国文化中心、中
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

中国弦乐四重奏亮相新西兰南岛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