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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 感知未来
——探访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杨一苗

日前，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
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向公众
开放。这座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秦
岭之侧的博物馆，依托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历年来田野考古工作实
践和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成果，为
公众展示了考古工作过程、技术
方法、研究思路及学科发展。

在考古学家的探铲毛刷之
间，在珍贵的神秘文物中，倾听中
华文明的精彩故事；在追寻中国
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感知
文明赓续的未来之路。

“活”起来的故事

一件不算起眼的青铜小罐，为何引
来不少观众驻足？答案是“男性面霜”。

说起这件文物，它出土于春秋
时期刘家洼遗址的一座中型贵族
墓葬，经过科技手段分析，其中的
残留物为一水碳酸钙和动物油
脂，将它们混合后，考古学家发
现有美白的效果，这可是目前中
国发现最早的男性面霜。

在春秋时期的女性墓葬中，还
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首饰盒，里面放
置有镯子、玛瑙串饰等，这些无声

的文物都生动再现了当时贵族男女
的日常生活。

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在持续60多年的考古发掘
和保护研究中，积累了20余万件文物
标本。陕西考古博物馆选取了4218组
5215件文物进行展出，其中大多数文物
都是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出土了秦岭地区首次发现的早期现代
人化石，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起源
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约4000年前石峁先民使用的乐器
口簧，是我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第一次与公众见面的颜真卿书丹
《罗婉顺墓志》，从中可窥书法大师隽逸
秀雅的早期艺术风格……

展出的“历史”

“考古”是这座博物馆的关键词。
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的

铜轮牙马车被称为西周“第一豪
车”，为了完整保护这套马车的信
息资料，最大限度保存车舆的遗物
和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
作人员用整体“打包”的方式，把
它带回实验室。

清理和修复历时三年多，“豪
车”逐渐面貌清晰——

这套马车遗迹由车体和4匹马
的遗骸组成，整个车轮的外沿全部
由青铜铸造而成，马车车厢装饰华丽
繁复，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构件、
薄壁青铜兽面装饰以及玉器和彩绘构
件。考古工作者共发现了400余件青
铜车饰，其中的大部分饰件上镶嵌有
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绿松石。绿松石总
数量超过万件，都是在青铜构件上铸
造嵌槽后镶嵌上去的。

经DNA分析结果显示，与马车配
套的4匹马都是成年黑色公马。根据
车轮上的痕迹判断，这辆马车很少使
用且装饰性强，是西周高等级贵族的
仪仗用车。

此次展出，这套马车仍是“打
包”搬进博物馆，以车马坑的形式进
行展陈，再现了当年考古发掘的工
作现场。

从“古”探真

时光变迁、时代更迭，许多尘封千
年的文物被发现时或光彩尽失，或残破
不堪。考古工作者如妙手良医“治愈”
了一件又一件文物，他们利用最新的科
技手段赋能文物保护，让文物展现出多
彩、有趣的一面。

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在多件青铜器
中都发现了一些固体或液体。通过现
代生物学的蛋白质组学分析，可知战国
晚期秦国的铜敦里原是一盆黄牛肉，牛
肉虽已碳化，但动物纤维仍清晰可见；
通过对汉代青铜壶残留液体中有机酸、
淀粉粒的鉴定，可知瓶中的液体就是穿
越了两千年的汉代美酒。

聆听泥土下传出的絮语，可以探知
中华文明的密码。

李倕冠饰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一
件“明星”展品。数百个部件，金、银、珍
珠、象牙、玉石等十余种材料，再加上贴
金、镶嵌、掐丝、彩绘等多种工艺，这件
文物展现出雍容华贵的大唐之风。这
件展品旁，有一个观众可以拉开的“抽
屉”，分层展示了李倕冠饰被发现时数
百个“零件”叠压在一起的样貌。

考古工作者先是将文物整体“打
包”带回实验室，再通过显微照相技术
逐一进行定位记录，并按原始位置逐层
恢复还原。李倕冠饰也是我国第一个
通过实验室微观发掘科学复原的冠饰。

“科技之‘手’，不仅能恢复文物本
来的样子，也能探知文物内部的真相。”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陕西考古博物
馆馆长孙周勇说，将文物与出土背景结
合、以考古的视角解读遗址，这让考古
专业知识不再典藏于“象牙塔”中，这座
博物馆建立起了考古知识体系与公众
间的桥梁。

我国科学家近期在重庆、贵州等
地约4.4亿年前的志留纪早期地层中
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
石阡化石库”，首次为有颌脊椎动物的
崛起与最早期辐射分化提供了确切证
据，并据此取得一系列新发现，刷新了
对有颌类早期演化历史的传统认知。

该研究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团队完成，相关
成果形成4篇学术文章，9月28日在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同期在线发表。

包 括 人 类 在 内 ，地 球 上 现 存
99.8%的脊椎动物都具有颌骨，有颌类
的出现与崛起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最
关键的跃升之一。然而，这一跃升具
体发生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发生

的？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古生物学证
据，有颌类的早期演化存在一段至少
3000万年的巨大空白。

重庆、贵州两地化石库的发现填
补了这一空白。“贵州石阡化石库”
含有数量多、保存好的有颌类微体
化石，“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的古
鱼化石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而
且保存十分完整、精美。研究团队
应用高精度 CT、性状大数据分析等
新技术新方法，向世界首次展示出
最早有颌类的牙齿、头部等身体结
构与解剖学信息。

其中，双列黔齿鱼的齿旋将有颌
类牙齿最早化石证据前推了1400万
年；有颌的蠕纹沈氏棘鱼是迄今所知

最早的保存完好的软骨鱼，确证了鲨
鱼是从“披盔戴甲”的祖先演化而来；
有颌鱼类奇迹秀山鱼糅合了多个盾皮
鱼大类的特征，为探究有颌类“生命之
树”根部主要类群的起源，以及脊椎动
物头骨演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朱敏介绍，此次发现第一次大规
模展示了志留纪鱼群特别是有颌类的
面貌，揭示了早期有颌类崛起的过程：
最迟到4.4亿年前，有颌类各大类群已
经在华南地区欣欣向荣；到志留纪晚
期，更多样、更大型的有颌类属种出现
并开始扩散到全球。“重庆特异埋藏化
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未来还将
继续为解开有颌类起源的重重谜团做
出持续贡献。

考古发掘队队员秦彬在临时库房
内，对一个刚完成拼对的陶器进行初
步修复。

近日，记者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获悉，位于三峡库区的重庆涪陵
区小田溪墓群完成了阶段性考古发
掘，目前该遗存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
全面结束，完成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清理墓葬 2 座，灰坑 22 个、道路 1 条、
房址1座，出土陶、石、铜、兽骨等文物
万余件。

据考古发掘工作的负责人介绍，
此次在小田溪墓群考古发掘出土的陶
器，是研究乌江流域先秦遗存的最新
材料，为考证乌江流域商周遗存与成
都平原十二桥文化、峡江地区石地坝
文化的亲缘关系提供了重要实证。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日本天文学家参与的一个国际团
队在新一期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发表论文说，他们可能发现了宇宙诞生
初期的第一代恒星在“生命”最后阶段
发生超新星爆炸所留下的痕迹。这将
成为研究“婴儿期”宇宙的重要线索。

第一代恒星由宇宙诞生时的大爆
炸所产生的氢、氦等较轻的元素组成。
随着第一代恒星发生超新星爆炸，一些
较重的元素扩散到宇宙中，成为形成第
二代恒星的“原料”。由于第一代恒星
诞生很早、寿命很短，目前的观测手段
还无法获得有关直接证据。

在本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借助类星
体进行观测分析。因为类星体中心有
一个巨大的黑洞，当黑洞吞噬周围物质
时会发出能量，导致类星体非常明亮，
其周围的气体也容易被观测到。

研究团队观测分析一个约131亿年
前的类星体附近的气体时发现，其中铁
元素含量是镁元素的10倍以上，与太
阳中的铁镁元素比例相比明显异常。
他们认为，这种异常的元素丰度比例无
法用典型的超新星爆炸来解释。

经相关计算，研究人员推断这些气
体是一颗质量约300倍于太阳的恒星
发生“成对不稳定超新星”爆炸留下的
痕迹。而对类星体年龄分析后，他们认
为发生这种巨大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是
宇宙诞生后的第一代恒星。

宇宙据认为诞生于距今约138亿年
前的一次大爆炸，这次研究人员找到了
宇宙诞生后仅7亿年时第一代恒星留下
的痕迹，将为人们探索第一代恒星的真
相、研究“婴儿期”的宇宙提供线索。

4.4亿年前鱼类化石揭示有颌脊椎动物的崛起
■ 张 泉

天文学家称可能发现
宇宙第一代恒星残留痕迹

■ 钱 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