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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
是如何进行的

（上）
■ 易 名

欧洲空间局的盖亚空间望远镜曾
发布了大量有关星空的观测资料，最
为重要的是，盖亚的多年数据集详细
描述了大约10亿颗恒星的运动。天
文学家们争相下载动态的恒星地图，
随后取得了一系列发现。新的迹象表
明，银河系将继续以一种意想不到的
方式发生搅动。

最早的恒星

为了回溯银河系最早期的岁月，
天文学家需要寻找当时存在的恒
星。这些恒星只由宇宙中最原始的
物质——氢和氦组成。幸运的是，这
些早期恒星中较小的成员燃烧缓慢，
因此许多恒星仍在发光。

经过几十年的调查，研究人员已
经发现了42颗这样的古恒星。它们
被称为超贫金属星。这里的“金属”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金属，由于氢和氦
在宇宙中的组成量占了压倒性多数，
天文学家将所有更重的元素都视为金
属。根据以往对银河系的标准认知，
这些超贫金属星应当遍布银晕，即银
河系最初形成的部分。

2017年底，天文学家们开始研究
这群超贫金属星是如何移动的，并通
过编写代码来分析即将公布的盖亚
观测资料。他们发现，大多数恒星流
动如预测的那样穿过了银晕，但也有
大约四分之一的恒星不是如此。相
反，它们似乎陷入了银河系最年轻的
区域——银盘上。

后续研究证实，这些恒星的确长
期存在于银盘上，而不仅仅是过客。
它们中有数百颗似乎可以称得上银盘
的“永久居民”。为何会出现这样与年
龄不吻合的情况呢？天文学家们推

测，可能是原始气体团设法避开了从
超新星中抛出的所有金属，然后坍缩
形成了看起来很古老的恒星。

这些古老的恒星是如何进入银盘
的？简单来说，它们是“星际移民”。
其中一些恒星诞生于银河系之前的气
体云中。然后，这些气体云碰巧将它
们的一些恒星送入了某些轨道，这些
轨道最终形成了银盘的一部分。

躁动的年轻银河

复杂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天文学
家通过盖亚空间望远镜发现了银河系

“年轻”时发生过剧烈碰撞的直接证
据。在以往的假设中，银河系有一个
躁动的年轻时代，而普林斯顿高等研
究院的天文学家赫尔墨·科佩尔曼在
银河系的各个方向，都发现了大量的
银晕恒星，以同样奇特的方式在银河
系中心来回移动——这可能表明它们
来自一个单独的矮星系。

研究小组将这个撞向银河系的矮
星系命名为“盖亚-恩克拉多斯”，以希
腊女神盖亚与她的巨人儿子恩克拉多
斯命名。大约100亿年前，当银河系
和“盖亚-恩克拉多斯”相撞时，银河系
脆弱的圆盘可能遭受了广泛的破坏。
天文学家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银河系的星系盘似乎有两个部分，一
个较薄，一个较厚，后者的恒星会在环
绕星系中心的轨道上来回“蹦跳”。

在被称为球状星团的恒星集团
中，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额外合并的
迹象。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天文学家利
用星系模拟训练了一个神经网络，对
球状星团进行了细致观察，主要研究
其恒星的年龄、组成和轨道。

所有这些合并事件促使一些天文
学家提出，银晕可能完全由移民恒星
组成。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模
型预测，大多数银晕恒星应当是在适
当的位置形成的。

仍在生长的银河系

在最近的上亿年时间里，银河系
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历史，但新来
者仍在不断涌入。南半球的观星者可
以用肉眼观察到一对矮星系，分别为
大麦哲伦星云和小麦哲伦星云。长期
以来，天文学家一直认为这对矮星系
是银河系坚定的轨道伴侣，就像两颗
卫星一样。

后来，哈勃太空望远镜在2006年
至2013年期间进行的一系列观测发
现，它们更像是飞来的陨石。几年之
后，爱丁堡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团
队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梳理。他们得出
结论，这些快速移动的星云一定非常
巨大，可能比之前认为的要大10倍。

寻找银河系尺度的恒星运动要面
临一个挑战，那就是银河系堪称一场
由无数恒星组成的“暴风雪”，而天文
学家就像在一片雪花上往外看。因
此，爱丁堡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团
队花了大部分时间研究如何抵消地球
和太阳的运动，以及如何平衡银晕恒
星的运动，这样银晕的外边缘才可以
作为一个静止的背景。

他们在校准数据时发现，地球、太
阳及其所处银盘的其他区域，都在朝
一个方向运动，并不是朝向大麦哲伦
星云的当前位置，而是朝着其在大约
十亿年前的位置。

银盘相对银晕的移动破坏了一个
基本假设：银河系是一个处于平衡状
态的物体。此前大多数天文学家认
为，银河系可能在太空中旋转或滑动，
但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变，成熟的银盘
和银晕已经稳定下来。

即使在140亿年之后，合并事件
仍在继续塑造着银河系的整体形状。
这一认识反映了我们对天空中这条璀
璨银河的最新理解。所有我们认为已
知关于银河系未来和历史的一切，都
需要一个新的模型来进行描述。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冯源）记
者从刚刚举行的2020年度浙江考古重
要发现汇报会上获悉，经过半年多的
考古发掘工作，明代大儒、心学宗师王
阳明在浙江绍兴的故居遗址揭开了神
秘面纱。考古工作者表示，这是首个
经考古发掘确认的王阳明居住遗址。

王阳明出生于当时的绍兴府余姚
县，10岁时随父迁居绍兴府城。他在
平定宁王叛乱后，被嘉靖帝封为新建
伯。其绍兴的住宅也升格为新建伯

府，被当地百姓称作“伯府第”，在晚清
毁于战火。

今年5月份起，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绍兴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王阳明新建伯府遗
址进行考古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馆员杨瑞生说，这是首次经考古
发掘确认的王阳明居住遗址。

据介绍，新建伯府遗址考古揭露了
布局呈中轴线对称、框架结构保存较完
整的两重两进式主体院落建筑基址。

主体建筑坐北朝南，由南向北依次为门
屋、前厅及前后月台、二进庭院、正厅、
甬道、主体建筑排水暗沟等。考古工作
者还在二进院落北侧发现了第三进院
落建筑基址的一部分，在一进院落西侧
发现了西跨院建筑基址。

杨瑞生说，考古工作确定了王阳
明故居主体建筑的具体位置、平面布
局情况和规格及其中轴线，为下一步
开展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提供了重要
学术支撑。

浙江绍兴王阳明故居遗址得到考古发掘确认

探索璀璨星河的奥秘探索璀璨星河的奥秘
■ 任 天

考古发掘，就是被考古人戏称为
“挖土”。无论遗址还是墓葬的发掘，
整个发掘过程就是一直在和土打交
道，也就是将墓室、墓道或遗迹、遗物
之外的填土清理走。

1.选点布方

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是考古学
获取研究资料的主要途径。田野考
古发掘中最基本的单位叫“探方”，就
是将发掘现场按正北方向分成若干
个方格进行发掘和资料收集。规格
一般为5米×5米，也可视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2.开始发掘

考古发掘方法包括利于研究地层
关系的纵向发掘和了解遗迹全貌的横
向发掘。横向发掘利于展现发掘对象
的全貌，适用于墓葬、灰坑等面积较小
的遗址。纵向发掘利于考古人员区分
堆积，确定层位关系，考古人员按照从
晚到早的关系逐层发掘。考古发掘中
还会用到探沟发掘法，探沟平面呈长
方形，主要用于了解一定范围内的堆
积情况。

3.划分地层

人类的文化堆积，包含有人类活
动而遗留的文化遗迹、遗物，由于各
个时期堆积形成的原因不同，每个时
期的土质、土色与包含物等方面也会
有差别，考古人员以此为依据划分地
层和判断遗迹范围。划分地层的主
要任务就是区分各个时期文化堆积
的层次，判定各堆积层的先后顺序并
进行编号，进而确定各层次遗迹的叠
压关系。

4.照相测量

与考古发掘同时进行的还有相关
的记录工作，在发掘开始前，会对发掘
对象进行航空拍摄。在发掘文化堆积
的各阶段也需要对发掘遗址进行影像
记录，同时在发掘过程中要对每一个
遗迹单位进行编号并照相，在确认拍
摄的影像合乎要求之后才会继续清
理。同时在清理过程中还要对遗迹进
行测量绘图。

5.登记、绘图

考古发掘记录工作中，除影像记
录之外还包括了文字登记和绘图记
录，文字登记包括遗迹编号、地理形
势、遗址周边环境等情况，通常会以表
格形式记录。绘图是用于记录遗址堆
积以及探方的平面、剖面、侧视图。这
些记录在形式和内容上互补，构成统
一的记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