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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小盼：科技考古让文物鲜活起来
本报记者 李彦霏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100

凡小盼，女，中共党员，研究馆员，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考古专业
委员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铸造史工作委员会
委员，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2015年入选重庆市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9年10月起，在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先后主持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和重
庆市基础与前沿研究计划项目。研究成果在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Heri-
tage Science、Microchemical Journal、《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中国腐蚀
与防护学报》和《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等期刊上发表。近年来主要对重庆三峡
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锈蚀产物开展了系统的调研、分析和研究，发现三峡地区出土
青铜器腐蚀产物中含有砷铅矿、磷氯铅矿和磷铜矿等报道较少的腐蚀产物，并探
讨其形成机理。

记者在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
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实验教学中心
见到了凡小盼博士。她谈起自己从事
这一行的经历和工作滔滔不绝，从她的
言语中能够感受到考古人员的智慧和
沉稳，专业与自信。

改变人生的那一句话

和文物考古这个专业结下不解之
缘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凡小盼收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凡小盼对文物和
考古都是陌生的，内心只有一个模糊的
概念，带着对未知的紧张感找到当时的
班主任求助，“这个专业有前景有发展
空间，也需要更多的人才去推动”，班主
任的话让她对这个专业有了信心，她决
定接受这个挑战。

凡小盼从小就是一个热爱学习同
时也很有进取心的人，她会朝着自己
设定的目标不断努力，有着不达目标
不放松的精神，也有着既来之则安之
的豁达。就是这样，进入大学之后，凡
小盼正式接触到文物保护这个专业，
并对文物修复和考古有了初步的认
识。她坦言自己对于本专业的兴趣不
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凭借天生喜好，那
时的兴趣就像隐藏起来的一粒种子，
随着学识和学历的提升，在科研中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带来的成就感，让原
本小小的种子逐渐成长为了大树，毕
业之后从事这一行也成了水到渠成的
事情。

越是钻研越是觉得有趣，那些在
其他人眼里带着神秘色彩的文物，
不论是什么属性的器物，金属、木
头、布帛在凡小盼的眼中都是一样
的，不管它们的形状大小、材质属
性、年代早晚，它们都是用来了解历
史的媒介。她说考古的意义是了解
过去，理解历史，填补空白；修复文
物是在保持文物原本的信息基础之
上，让文物重新焕发光彩，也是对文
化的解读和传承。

和黄铜片不得不说的故事

凡小盼攻读博士期间，在她的导师
王昌燧（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的指导下，
和团队一起进行了中国早期黄铜冶炼
工艺的研究，还要对模拟实验获得的系
列黄铜样品进行各项分析，获取这些样
品的特征后再选取典型样品与古代样
品进行对比分析。

出土于陕西西安姜寨遗址的黄铜
片和黄铜管不仅是我国最早的黄铜实
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冶炼金属之
一。在对这些黄铜器物进行分析之前，
首先要设计和进行系列模拟实验，而且
要对模拟实验获得的黄铜样品进行金
相和成分分析等多项分析来选取典型
样品。其中金相样品的制作就是一项
关键的工作，也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
作。并且需要对样品镶嵌打磨抛光后
才能进行金相分析。

在长达几个月的打磨过程中，凡
小盼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磨着这些
小小的黄铜样品，好些时候都觉得坚

持不下去了，多次重复又极度要求精
准和耐心的工作让她有些崩溃，但还
是咬牙坚持了过来。最后，通过上海
光源的大型科学装置——同步辐射装
置对黄铜片和模拟黄铜样品进行X射
线荧光分析面扫描对比分析，证明姜
寨黄铜采用的是固态还原工艺。这一
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冶金技术
独立起源的本土说，也为中西方文化
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凡小盼带着感慨回忆起这段经历，
仿佛看到了那个认真谨慎的自己将困
难踩在脚底，再次提起，把它当作了科

研道路上必经的修炼，难忘的同时带着
如释重负的酣畅之感。

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

科技的身影如今已经全方位进入
了考古工作，从最初发现文物到出土再
到进入实验室修复，之后进入博物馆馆
藏、陈列，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

凡小盼说，考古工作的特殊性之一
就在于古代文物的重要性和唯一性，因
此，在考古过程中，科技就显得极其重
要。现在的无损伤探测和检测技术可
以在文物考古的现场使用，进而对文物
进行鉴别分析，在不破坏文物保存效果
的基础上对文物内部结构、腐蚀情况、
修复效果做多方面的鉴别。

凡小盼的研究对象主要来自重庆
三峡地区，如：现归属云阳新县城城区

的丝栗包遗址、位于云阳县高阳镇青树
村的李家坝遗址，还有重庆三峡库区最
重要的巴人遗存之一的余家坝遗址
等。文物交给她之后，她会对出土青铜
器上的锈蚀产物开展系统的调研、分析
和研究，进而提供更好保护文物的方法
和途径。

她简单介绍
了以往研究时使

用 到 的 设 备 和 用
途，比如：利用三维

视频显微镜、激光共
聚焦拉曼光谱仪和扫

描电子显微镜等对重
庆忠县洞天堡墓地出土

的青铜钫残片进行微观形
貌观察和锈蚀物结构成分分

析，还会利用X射线荧光和微生物
分析技术对青铜钫附着土壤进行成
分和微生物分析，进而探讨腐蚀机
理；通过对青铜鍪内的残留物进行
红外光谱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及
蛋白组学分析等分析，可以获取古
人的饮食信息。

又如在关于姜寨黄铜片的研究
中所使用的同步辐射装置，就是利用
同步辐射光源及相关技术，将X射线
荧光微探针技术和微区显微成像技
术相结合，去研究模拟实验获得的黄
铜和姜寨黄铜片的元素分布特性。
而且同步辐射硬 X 射线微束（微探
针）成为了微区分析中不可替代的技
术，同样具有无损检测的特点，如今
已广泛应用于材料、生物、地质和环
境等领域，也是很多学科领域的重要
分析技术。

借助平台继续钻研

来到重庆之后，凡小盼在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从事科技考古和文物修复
工作，她十分感激领导和同事们。从那
时起，她就感受到重庆各个层面对人才
的尊重和支持，感受到了重庆对人才的
渴求和照拂，这些年也看到了重庆在不
断为人才创造更好的环境而努力。作

为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的
一员，凡小盼希望通过协会这一

平台实现跨学科交流，在不
断交流中可以拓宽思路、更
新信息、创新措施，从而解
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将
科研更好地进行下去。

如今凡小盼来到了重
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

院，除了科研工作之外，同
时承担了一部分教学。进入

高校教师这个行列之后，凡小
盼有了新的身份，不仅要带领

学生对现在的课题进行研究，同
时还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出一名

教师的引导作用。现在高校的学科设置
和培养理念更倾向于培养兼具综合能力
的学生，凡小盼期待着通过教授这一门
课程，通过与学生们的交流和对他们的
实际指导，帮助更多的学生找准自己的
方向、发挥自己所长，并且发自内心地渴
望投身科技考古和文物修复领域，将这
项意义重大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她说从事这一行，没有太多的捷
径，必须具备的是耐心和毅力。和文物
打交道的时候要耐得住寂寞，同很多专
业一样，讲的是慢工出细活，追求的是
精雕细琢。在研究过程中因为困难而
产生的焦灼和烦闷都要靠自己消化，就
像曾经打磨黄铜样品那样执着且专注，
这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她解决了一个
又一个的难题。

不久之前有一个新的问题进入了
凡小盼的视野，她接到了来自某中学
的邀请，希望她给学生们带去新的知
识。如何向中学生做好科普课堂，给
他们带去考古的启蒙知识是一项摆在
她面前的新课题。通过趣味科普课堂
让更多的青少年接触到这个专业，传
递知识的同时还能培养他们的兴趣爱
好，在她看来是一件有意义而且值得
去做的事情。

对于未来，她希望借力于高校和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这一
平台，深入科研之路，继续研究三峡
库区的出土文物，为考古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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