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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使亚欧文明交流互鉴留下了一处处历史的见证。两千多年后，人
们在追逐历史痕迹的步伐中，不断还原昔日场景并赋予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西北大学考古人在与丝绸之路结
缘中不断前行。

8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西北大学考古人围绕丝绸之路研究开展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
列标志性成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全国科技考古人员超过40%出自西北大学，全国文物保护科班出身人员超
过50%出自西北大学，全国各地考古队队长超过60%出自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已经培养了6000余名毕业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培养体系最为完备、社会认可度最高的
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这些毕业生71%服务西部、80%扎根基层。

展现中华文明脉络的西北大学考古人
本报记者 吕扬 郭青 通讯员 李世宽

黄文弼是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重要奠基
人，在中国丝绸之路考古、边疆人才培养方面
作出了巨大贡献。5 月 15 日，由西北大学、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师范大学主办，
多家单位协办的“丝路丹心——黄文弼与丝绸
之路”特展在西北大学博物馆正式开展。特展
全方位回顾“西北考古第一人”、丝绸之路考古
开拓者黄文弼的生平事迹，纪念他在考古学和
教育学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1943 年，时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黄
文弼受学校委托，经重庆、西安、酒泉至敦煌，
沿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进行考察，历时 8 个月，
首次涉足北疆地区。黄文弼是最先进入新疆
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曾 4 次深入新
疆开展科学考察，前后历时近 6 年，行程 3.8 万
余公里。黄文弼考察范围包括内蒙古与甘肃
西部，新疆北起阿勒泰、南至和田、东起罗布
泊、西至喀什。他调查遗址大小数百处，重点
发掘数十处，特别是在吐鲁番盆地、罗布泊、塔
里木盆地获得丰富的考古成果。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
路，使亚欧文明交流互鉴留下了一处处历史的
见证。两千多年后，人们在追逐历史痕迹的步
伐中，不断还原昔日场景并赋予丝绸之路新的
时代内涵。

80 多年前，西北大学考古人对城固县张
骞墓进行过发掘和修缮。从此以后，西北大学
考古人就和丝绸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
围绕丝绸之路考古开展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大
批专业人才，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2019 年 6 月，是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开展
中亚考古十周年。这支由 8 名西大文化遗产
学院骨干教师、12 名学生组成并吸收国内外
19 家合作单位 59 名成员先后参与的考古队，
用不惧艰辛的稳健脚步丈量着丝绸之路，用孜
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寻找着历史印记，用尊重包
容的可贵品格架起了丝路文明对话的桥梁。

1999 年提出“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
2009 年走出国门、进入中亚，这支考古团队经
过 20 多年的艰苦努力，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
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
研究模式，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
发现。

“20 多年来，考古队坚守高校教师知识报
国的初心和使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了与丝路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西北
大学中亚考古队队员、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马
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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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瞩目的西安江村大墓考古主持人是
西北大学毕业生马永赢，石破天惊的神木石
峁 遗 址 考 古 主 持 人 是 西 北 大 学 毕 业 生 孙 周
勇 …… 在 陕 西 乃 至全国，参与重大考古发现
的考古团队中，处处闪现着西大考古学子的身
影。在文物保护领域，付巧妹、周萍、雷勇、成
小林等一大批领衔人物均出自西北大学。

2021 年 10 月 18 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
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
坑、隋唐洛阳城遗址等 100 项考古发现入选。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
由西北大学师生及校友主持的考古发现达到
25 项，占四分之一。

无独有偶。国家文物局每年委托中国文
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的青
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一号墓项目、河南
伊川徐阳墓地项目、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项
目、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项目主持人都
是西北大学校友。近 5 年的 50 项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中，18 项由西北大学校友主持。

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
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 2012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
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
邵晶就是亲历者。

虽 然 上 大 学 时 考 古 专 业 是 冷 门 中 的 冷
门，但邵晶还是选择了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
并 于 2009 年 进 入 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工 作 。
2012 年初，刚结束寨头河墓地考古工作的邵
晶接到新任务，带领考古队直接从黄陵出发，
奔赴神木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的石峁
遗址。“在这里的 3000 多天，我们感受着陕北
夏天的烈日和冬天的寒风，在住土窑和没水、
没电、没信号的环境中，日复一日与土为伴。”
邵晶说，但条 件 越 是 艰 苦 的 地 方 ，遗 迹 才 能
保 存 得 越 好 。 邵 晶 参 与 和 负 责 的 神 木 石 峁
遗 址 考 古 项 目 先 后 荣 获 国 内 外 多 个 重 要 考
古 奖 项 ，在 社 会 各 界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他 也 从
一 个 青 涩 的 考 古“ 新 手 ”成 长 为 陕 西 考 古 界
的知名学者。

“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
帝霸陵，而非凤凰嘴。”2021 年 12 月 14 日，国
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一考古成果，解开了汉
文帝霸陵位置的千古之谜。这背后是汉陵考
古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2001 年，不法分子在江村附近盗掘出黑
陶俑。当时，正在开展咸阳原上西汉帝陵考古
工作的焦南峰等人，马上把工作重心转向霸
陵。2006 年，考古队勘探发现江村大墓及其
周 边 外 藏 坑 、石 围 界 等 。 由 此 ，距 江 村 大 墓
800 米的窦皇后陵与凤凰嘴、江村大墓的关系
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并开启了对汉文
帝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焦南峰是西大考古
专业毕业生中的名人，曾任原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所长。这位 68 岁的考古学家，研究秦汉陵
墓 40 年，白发早已爬上双鬓，但他仍快乐得像
个孩子。焦南峰说：“考古工作能带给我成就
感。我们把西汉 11 座帝陵都探了一遍，其中 9
座都有新发现。”

2017 年，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外藏坑
进行勘探发掘。随着钻探的深入，一个规模
很大、顶级配置的墓葬出现了。墓葬形制是

“亞”字形，墓室边长约 73 米，四周有 110 多
座外藏坑。

“在汉代，这是最高级别的墓葬形制，只有
皇帝或皇后才能使用。”焦南峰解释，大家觉得
江村大墓可能是霸陵，但考古是一门科学，需
要翔实的证据。焦南峰和考古队成员通过严
谨细致的勘探发掘，发现了大量关键性证据，
最终确定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至此，西
汉 11 位皇帝的帝陵名位全部得以确认。

依托众多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西北大学深
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组建史前文明研
究、商周文明研究、秦汉文明研究、隋唐文明研
究等学术团队，聚焦黄河中上游史前至汉唐时
期高等级聚落、城址、墓葬及宗教礼制建筑等，
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了多元一体不断裂
的中华文明科学技术、天文礼制及社会治理体系
形成、发展过程与对外交流情况，明晰了中华文
明“血缘认同—地缘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
同”的历史进程，为增强国家凝聚力、提升文化自
信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西北大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
建联合考古队，通过对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的
发掘，证实了晋陕高原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
核心区域之一。该项目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被列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
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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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前
身）为保存教育薪火南迁汉中城固。历史系下
设的考古委员会本着实证中国历史、振奋民族
精神的使命感，积极组织师生调查研究汉中地
区文物古迹，并对张骞墓进行正式考古挖掘和
修缮。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由此发源。此后，西
北大学考古人在“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
唐、丝绸之路”的理念引导下，取得了一项项考
古成果，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
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
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今天的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已经进入国家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在全国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获评“A+”等次，在“更高、更远、更新”
的 视 野 和 舞 台 上 ，在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中 国 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道路上踔厉奋发、砥砺
前行。

今年初，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学
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高校名单，北京
大学、西北大学等全国 13 所高校入选。各培
养高校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创新协同育人模
式，为我国考古事业培养和储备一批创新能力
强、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才，为实现我国考古科
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已经培养了 6000 余名
毕业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培养体系最为
完备、社会认可度最高的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
基地。这些毕业生 71%服务西部、80%扎根基
层。全国科技考古人员超过 40%出自西北大
学，全国文物保护科班出身人员超过 50%出自
西北大学，全国各地考古队队长超过 60%出自
西北大学。王子今、王震中、袁靖等知名学者
独树一帜，付巧妹、庄奕杰、刘睿良等青年才俊
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刘莉、李峰、黄晓芬等在
世界知名高校传道授业，张廷皓、宋新潮等在
行业主管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豆海锋说：
“西北大学把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相
契合，为我国考古事业培养具有扎实专业技
能、卓越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复合
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考古学科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
科，实践教学起着关键作用。西北大学与中国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和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等联合开展教学科研，为学生提
供高水平实践机会和平台。甘肃临潭磨沟遗
址、新疆石人子沟遗址、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
布遗址、河南宜阳苏羊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
遗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萨扎干遗址等，
都留下了师生们实地开展科研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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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是如何诞生的？有没有受到外来
文化的影响？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西北大学科技考
古中心主任温睿教授团队用同步辐射光源的
X 射线荧光线对青花颜料的成分进行检测，
发现其重要原料钴料成分与波斯地区的蓝彩
陶瓷成分具有相同特征。“波斯文献中对蓝彩
的来源、加工有着详细的记录，元青花与其相
同，证明元青花的原料来自波斯地区。”温睿
介绍，对蓝彩的成 分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通 过 青
花瓷衍生出了跨区域的产业分工、贸易链以
及文化融合。“如果没有科技考古，没有这样
的成分分析，我们很难了解工业文明之前的
全球化进程。”温睿说，科技考古的优势就在
于能够发掘出古代遗物遗迹中的潜在信息，
提 供 解 释 理 解 经 济 、社 会 、文 化 问 题 的 新 颖
视角。

2018 年，陕西省考古人员在西咸新区咸
阳城遗址的岩村墓地发掘中，发现了存有液
体 的 铜 壶 ，工 作 人 员 第 一 时 间 将 样 本 送 到
西 北 大 学 科 技 考 古 中 心 进 行 鉴 定 。 经 过 成
分 分 析 ，西 北 大 学 科 技 考 古 中 心 人 员 发 现
出土铜壶中液体 含 量 比 较 高 的 是 氨 基 酸 类
物 质 ，还 有 少 量 的 蛋 白 质 和 脂 肪 酸 ，确 认
这 些 液 体 是 酒 类 物 质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千
年 陈 酿 ”。

今年 6 月，西北大学承担的“天山地区古
代人类遗传演化研究”项目顺利通过综合绩
效评估，专家组的评价是“以高水平成果达到
预期目标”。该项目从 2017 年开始实施，项
目团队通过对古 DNA 进行分析，系统揭示出
乌兹别克斯坦人群自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
遗传结构与遗传连续性，为进一步理解天山
东西部以及欧亚大陆东西部人群的迁徙与融
合历史提供了重要遗传学证据；通过现代科
技手段对东天山 40 多处遗址的人骨样本展
开研究，填补了相关时间和区域的人类古基
因组空白。

前沿科技还能够在文物保护方面大显身
手 。 西 北 大 学 积 极 与 文 保 行 业 机 构 深 入 合
作、开展联合攻关，聚焦文物材质分析方法与
新型保护材料研发，关注文物病害的形成机
理 ，研 发 文 物 保 护 修 复 与 预 防 性 控 制 技 术 。
相关研究团队探明了土遗址盐害、壁画裂隙
等病害的发育成因，创新了有机残留物及无
机文物微量元素的分析方法，研发出石质文
物清洗、纸质文物疏水保护、古建材料加固保
护等新型技术，以及湿固化聚氨酯、明胶微球
等文物保护新型材料，解决了特殊环境特定
文物保护加固的难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提供了技术支撑。 B

■
展
现
科
技
考
古
的
高
校
力
量

一
九
三
八
年
发
掘
调
查
张
骞
墓

（
资
料
照
片
）
。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文物修复实验室 。 本报记者 吕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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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霸陵出土的部分印章。 本报记者 郭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