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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考古方法受到的挑战

我们知道考古学是
“
时 司”的 科学

,

它是根抿古代

人类活动留下的馈物和遗址 �迹 � 来研究古代社会历

史
 

传统考古学主要是以田野发掘为对象的田野考古

学和以遗物遗址记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考古学
,

书用

对遗物遗址作客观描述和分类排比工作方式开展研究

工作
 

但是
,

这种工作方式远不能适应考古事业发展

的需要
 

有时由于缺少历史记载或旁证
,

使许多考古

问题难 以解释
,

成为无法解决的悬案
,

这 对传统考 占方

法来说是一种挑战
 

我们举两个实例来具体说明
 

据
《
新约全书

》
记载

,

基臀耶稣为救赎人类降世成

人
,

生于优太伯利恒
,

他有十 二个门徒
,

他们在犹太各

地传教
 

因此耶稣受到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
,

后来 被

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处死钉在十字架上
 

目前

在意大利都灵大教堂里有一块带有血污的麻布
,

据说

是当时包裹基督耶稣的“裹尸布” ,

长期作为圣物受到

信徒们顶礼膜拜
 

但也有些人认为此说法是杜撰的
,

是真是假长期受到争论
 

第二个例子是我国考古工作

者在河南信阳曾出土了一件商代酒器
,

由于密封十分

完好
,

甩面还存有不少液体
 

人们会自然提出 ! 这些

液体到底是酒还是渗水呢 ∀ 很明显这两个例子利用传

统的考古方法是无法解释的
,

如果不采用现代实验技

术和方法去分析研究
,

从中得到正确的数据
,

那么会使

许多考古问题成为无法解释的悬案
 

最先将实验方法引进考古学的是加里和克拉普洛

特
 

加 里在 # ∃ %。年用岩石学方法鉴证了英国南部史

前贵迹巨大石柱群的石板矿床和年龄
 

克拉普洛特在

# ∃ & ∋ 年利 用显微密度测量法对罗马时代的玻璃 密 度

和成分进行了测定
 

核物理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始

于 # & , 。年
,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利比研究了

放射性
’( ) 确定年代技术乡 他不仅解决了传统考古学

方法断代问题的困惑
,

还开辟了考古学从定性描述 向

定 量研究过渡的途径
 

现代实验技术和方法在考 占学

中的普遍应 用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

特别是近年来发

展很快
,

已有数十种现代实验技术和方法 用于考古学

的研究
。

并由比发展成为一门新的边缘交又 学科—
实验心科技 �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是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 一 门 学

科
 

它利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技术和方法
!

对各类历史

遗物进行侧量
、

分析和鉴定
,

从而将考古学的研究推向

严格的定量化
,

为研究古代文物提供更为可靠的 依据
 

其重要性在于可以帮助考古学家减少在文物分类和信

息萃取中的主观意识
,

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
,

以解祥史

前人类生活
、

活动和某些过去利用传统考古方法无法

解释的
“
神秘”事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替代传统

的考古学方法
,

相反实验考古学得到的任何结论必须

经受传统考古学方法的验证以后
,

才有实际价值和意

义
。

实验 �科技�考古学的兴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现代实

验技术和分析方法
 

这些新技术和方法除了在自然科

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以外
,

目前还有向社会科学中的

某些学科渗透的趋势
 

例如传统的考古学领域也正在

逐步汲取各现代实验技术和方法之所长
,

来解决考古

学中灼间题和悬案
 

我们在前面介绍的 两个悬案
,

目

前已 成本解决
 

世界上 ∃ 个实验室的科技工作者 用加

速器质潜 �∗ + ,� 对基督耶稣“裹尸布” 进行
’( − 年代

测定
,

其结果是否定的
,

虽然这在宗教界引起了一场风

波
,

但科学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科技工作者通过

对商 代酒器中的液体进行实验考古分析
,

结果肯定 了

第 二个例子中提到的液体是商代遗留下来的酒
,

而不

是渗水
 

哪些现代实验技术和方法能在考古学中应用

目前已用于考古学研究的现代实验技术和方法很

多
,

有些方法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

有些方法只是

进行了试探和尝试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改进
 

表 .

列出了已在考古学中应用的比较普遍的现代实验技术

和方法
 

大写 ∗
、

/
、 0 、

1
、
了 为行之 自效的方法

!

小

写
“ , 2 , 。 , 1 , ,

为试探或尝试方法
 

其中 ∗ �
“

� 为真

伪鉴定方面的研究
, / �约 为断代研究

,

联
,

� 为环境

方面研究
,

3’� 4� 为起源方面的研究
,

叹
才
� 为技术方

面 的研究
 

现代实验技术和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可粗略分

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考古样品进行年代确定的断

代技术
,

主要包括 “ )
、

热释光 �5 6 �
、

占地滋
、

孙酸

盐
、

电子自旋共振 �0 7 8 �
、

铀系同位素
、

钾一9:
、

裂变

径迹
、

黑耀岩
、

柠檬酸消旋断代等技术 ; 第二邓分是结

构分析技术
,

主要包括热分析�差热分析 咬/ 丁∗ 夕相热

重分析 �5 < � 等�
、

扫描电 子显微镜 �, 0 + �
、

透
犷=>电



子显微镜 �5 0 + �
、

金相显微镜
、

电子探针 �0 4 ∗ �
、

光电子能谱 �? 4 ,�
、

曼光谱
、

? 射线衍射

核磁共振 �≅ + 8 �
、

俄歇电子

�Α 8 / �
、

能谱 七

份
�丫

红外吸##犷夕之谱

激光喇

穆斯堡尔谱 〔+ ,� 等 ;

谱 �Β8 �
、

第每;部分

是元素分析技术
,

主要包括原子吸收 �∗ ∗, 琳 原子攀
射光谱 �∗ 0 ,�

、
? 射线荧光分析 �? 4 Χ �

、

卢瑟福背

散射 �8 Δ ,�
、

核反应分析 �≅ 8 ∗ �
、

质子激发 ? 射线

分析 � 4. ? 0 �
、

中子活化分析 �≅ ∗ ∗ �
、

质谱和色谱

及同位素分析等
 

第四部分是遗址勘探技术
,

包括航

空摄影
、

遥感摄影
、

电阻率勘探
、

磁性勘探
、

电磁勘探
、

磷酸盐勘探
、

地震勘探
、

重力法勘探
、

放射性勘探和地

质雷达法勘探等
 

目前国外还有人利用人造地球卫星

对地球拍摄照片
,

通过判译仪器
,

来进行勘址勘探
,

并

发现了一些平时不易被人们发现的古遗址
 

实验考古学的应用与贡献

现代实验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

从古

代遗物的年代测定
、

古墓葬和古遗址的勘探
、

文物成分

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

文物腰品的鉴定
、

文物内部缺陷和

伤痕的判别
、

古代文物制造原料和产地的确定
、

制造工

艺和过程的研究
、

文物的风化机理和是否修补过的检

查
、

直到 文物保护方法的研究等都有它的应用踪迹和

贡献
 

下举几例简要说明 !

#
 

从勾践宝剑看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剑工艺水

平

# & ∋ , 年在湖北江陵望山发掘了一座楚墓
,

井出土

了闻名世界的 越 王 勾 践 使 用 过 的 宝 剑
,

该剑 长

“
 

# “Ε
,

宽 Φ “Ε ,

表面有黑色花纹
,

剑格上嵌有玻璃

和绿松石等饰物
 

这把剑在地下埋藏了大约 % , Γ 。多

年
,

但出土时仍光彩夺目
,

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
,

我国

的制剑工艺水平就非常高
 

# & ∃ & 年我国实验物理科

技工作煮利用 侧? 0 方法对该剑进行了外束 元 素 分

析
,

发现在宝剑饰物玻璃处含有大量的 Η
、

− !

元 素
,

这说明在 % ΦΙ ”年前我国 就已有 界
一

以 玻璃了
 

另外

在宝剑黑花纹处观察到有 , 等元素
,

根据冶金史专家

认为
,

这是一种硫化技术 !

%
 

从
“
秦兵马俑

”
看我国秦朝的制陶工艺

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西安秦兵马俑是怎样

烧制的 ∀ 至今还是一个谜
 

七十年代末
,

有人曾仿 ϑϑ=.Κ

过像秦俑那 么大的陶俑
,

好几个人工作了几个月 才烧

成一件
,

而原来那么大的陶马迄今还没有烧成
 

# & Λ ∃

年我国核物理实验工作者利用 + 7 、 ? 8 Χ 、
? 8 /

、

≅ ∗ ∗

和 / 5 ∗ 等分析技术对秦兵马俑进行了研究
,

得到了

陶俑当时是在还原气氛中烧制的
,

烧制温 度 在 大 约

& ΦΙ ℃二 # Ι Μ。℃之间
 

这说明在两千年前的秦朝
,

找国

已有相当成熟的制陶经验
,

制陶工艺已达到空前水平

Μ
 

从
“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看其使用的方式和用途

+
Ν Ν Ο ,

等人利用 7 0 + 对新石器时代 的 隧 石 石

斧
、

镰刀进行了研究
 

根据 7 0 + 的结果可将它们区

分为人工有意制造的
,

还是 自然形成的两类
 

此外他

们还根据观察到的微观磨损痕迹的条纹状
,

得出关于

收割使用的方式和用途方面 的信息
,

即能区分割野草

和割谷物的镰刀等
 

他们对非洲肯尼亚等地发 掘 的

# ΦΙ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工具进行了研究
,

从中推断有四

件石器工具 用于切肉
,

两件用于收割芦苇和草
,

三件用

于加工砍劈木头
 

(
 

从
“
万年红

”
看古代书籍防虫蛀技术

我国有一种古书
,

在扉页和封底各有一张单面涂

有桔红色涂料的纸
,

这种纸称为
“
万年红

”  

人们发现

凡装有
“
万年红

”
的书籍不会被虫蛀

,

而没有
“
万年红

”

表 . 在考古学中应用比较多的元素和结构分 析技术及应用领域和范 围

颜料
纸张

∗ ,
5

∗ ,
4

,
丁

Π

的同时代的书籍蛀损很 严 重
 

我国科学工作者利 用激光显微

发射光谱对
“
万年红”进行了研

究
,

发现这种桔红色的涂料中

含有铅
,

所以能起到防虫蛀的

作用
 

但某省博物馆发现他们

收藏的装有这种桔红色纸的古

书仍被虫蛀
,

经测量分析发现

这种桔红色涂料中不含铅
 

当

然不能起到防虫蛀的作 用
 

这

可能是后人不了解
“
万年红

”
的

作用
,

仅简单模仿而已
 

Φ
 

从唐摹王羲之的
“
上虞

帖
”
看红外再现技术

唐朝临摹王羲之的
“
上虞

帖
”
是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

但

因纸张变质受污严重而模糊不

清
,

有些字的体势和用笔已经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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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日科学家提出

地核温度离千太阳表面温

度的新结论

据
《
世界科技译报

》

报

四 苏联科攀院主办
“弓无序对离通妞导形嘴

,

的国际讨论会

据
《

超导通讯
》

报载
,
由

载
,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雷蒙德
·

琼洛兹研究小组
,

根

据地核是铁水液态物体这一基本观点
,

对金刚铁砧体

内合金铁屑进行高压激光束加热处理
,

结果发现 ! 处

于数百万个大气压下的合金铁屑温度高达约 # %。。。℃

时才会熔化
 

然而
,

太阳表面温度只有 #。。。。℃ 左右
。

试验表明 ! 蕴藏在地球内部的引发地震
、

火山喷发
、

地

壳板块运动的能量
,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 ; 琼洛兹的

金刚铁砧体实验为地核温度的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

径
,

使科学家们获得探索地核奥秘的新数据
 

二 第二十五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在新加坡召开

据
《
北京对撞机通讯

》
报载

,

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

十五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
,

近千名物理学家报告了

高能物理实验和理论方面的最新进展 ; 目前世界上能

量最高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6 0 4 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

报告他们累积 (Μ 万个 沙 强衰变事例的实验结果 ; ΜΙ

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出席会

议 ;中科院高能所所长方守贤
、

副所长郑志鹏等报告了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运行情况
,
披露了北京谱仪积累

∋ ΙΙ 多万次触发数据
,

其中 ΜΙ 。多万个为通过预过滤

的 ΚΘ价 事例
 

目前已重建并初步分析 % ΙΙ 万事例
,

获

得 Κ加 衰 变 到 户, 、
。二 , 、

切
’ 、 二Η Η 和 切 �% ( Μ Ι �

等终态的信号
 

大会主持人
、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里奇

特认为
“ Δ 0 4 ) 是当今世界上这一能区唯 一 的 加 速

器
,

而且
 

亮度高于以往的任何机器
 

”

三 日本学者验证地展电磁效应

据英国
《
自然

》

杂志报道
, 日本学者江东和桥本

,

通

过测量岩石断裂放出的带电粒子
,

验证地震电磁效应
,

结果发现 ! 吸湿性岩石在潮湿态比无水岩石放出的带

电粒子高 # ΙΙ 一 #。。。倍
 

他们认为! 干岩断裂时形成

强电场
,

使电子变成自由电子 ; 而吸湿性岩石不潮湿
,

断裂时几乎不放出带电粒子
 

经计算
,

在几平方米的

范 围内
,

发生约 # 秒钟的大断裂
,

可能产生同闪电一

样多的电荷量
 

苏联科学院金属物理所发起并主办的 “强无序对高温

超导影响” 的国际讨论会
,
主要讨论 ! �# �正常态电阻

随辐射剂量的指数增加
,

但有的实验室得出小剂量时

呈指数关系
,

有的得出小剂量时呈线性关系
 

�% � 辐

照变化有无闭值
 

有人观察到超导起始转变温度
,

只

是在辐照剂量大于某一值时才开始降低
,

而一些实验

得出 5
。

的降低随辐照剂量呈线性变化
 

�Μ � 辐照引

起的结构变化
。

是点缺陷还是扩展的畸变 ∀ 是 ) 链上

的氧原子首先被打跑
,

还是 Ι
、

) Ρ 、

Δ: 等原子的位移

几率差不多∀ �( � 辐射对临界电流的影响
 

有篇论文

表明 ! 辐射使烧结样品的临界电流增加
,

实际可能是

样品在辐射后的退磁因子变化所致
 

五 美国科学家提出, 子泽诺效应的验证实验

据
《

中国科学报
》

载文
,

美国科罗拉多国家标准和

技术研究所翁兰德小组
,
将 Φ 。。。个披离子囚禁在附有

射频场的离子陷阱中
,

调节射频场的强度和频率
,

可使

得离子在基态的两个超精细分裂能级间发生跃迁
,

跃

迁每隔 %Φ Σ 毫秒发生一次
。

他们用一系列 % 至 ( 毫秒

脉宽的激光脉冲串探测基态粒子数
 

每 串 长 % ΦΣ 毫

秒
,

每串的脉冲数最多 “ 个
 

实验发现 ! 无探测脉冲

时
,
在高能态发现粒子的几率为 # ; 增加脉冲数后

,

这

一几率很快减小
 

当每串脉冲增加到 “ 次时
,

几乎没

有离子处于高能态
 

即 ! 从基态到高能态的跃迁几乎

被完全抑制
 

从而
,

困惑物理学家达 #Μ 年之久的量子

泽诺 �Τ Ν 。 。

� 效应得到了验证
 

六 弗里德里
、

肯德尔和寨勒获得 # , &Ι 年诺贝尔

物理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去年 #Ι 月 #∃ 日宣布

, # & &。年度

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杰罗姆
·

弗里德曼
,
亨利

·

肯德尔及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加

不能辨认
,

成为书法学术上争论的问题之一 我国科

技工作者采用红外观察
,

不但字体清楚
,

而且连笔锋也

显示出来了
,

解决了学术上的争论
。

∋
 

从
“
北京猿人”看电子 自旋共振断代技术

关于北京猿人的年代
,

过去没有肯定的年代数据
,

笼统地称为距今 (Ι 一ΦΙ 万年
 

七十年代末我国科学

工作者
,

采用裂变径迹
,

古地磁
、

热释光
、

铀系同位素等

方法
,
测定出周 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自然层的 Μ 至 #Μ 层

的年代为晚于 ∋Ι 万年
,

早于 %% 万年
 

最近我国科学

拿大出生的教授理查德
·

泰勒
,

以表彰他们友现兮兄

的第一个证据
、

建立分子物理夸克模型所作出的特殊

贡献
 

工作者利用电子 自旋共振方法
,
以北京猿人第一头盖

骨同一 自然层 �## 层�的动物牙齿的釉为样品
,

得出北

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埋葬年代的最新测定结果为, ∃
 

Λ

万年
 

从以上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
,

实验�科技�考古学

已在文物考古学中做出了一些成绩
 

作为一门边缘交

叉学科
,

它正在充实和完善之中
,
它与传统的考古方法

相结合
,

必将促进文物考古学的发展
,

从而达到认识古

代社会的 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