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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本文较为全面地介绍并评述了国内外科技考古学所属

领域的最新成果 、发展动向和前景 ,其中不乏我国学者在诸多领域所作的原创性成果 。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扶持交叉学科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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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考古学

以往 ,我国不少考古学家认为 ,不应将科技考古

学视为一门学科 ,只能理解为自然科学的理论 、方法

和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与此同时 ,也有专家认

为 ,科技考古学可视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 。然而 ,随

着科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 ,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

和提高 ,对其重视程度也 日益增强 。当前 ,考古学与

科技考古学间的联系日趋紧密 ,一个全新的考古学

或科技考古学已初显轮廓 ,呈现出互为促进 、蓬勃发

展的喜人态势 。

近年来 ,科技考古学的发展 ,首先 ,也主要体现

在科学技术全面而深人地应用于考古学的诸多领

域 。为便于叙述 ,以下拟按不同领域逐一介绍 。

考古年代学

人们知道 ,时间标尺的建立 ,是考古学研究的基

础 ,它使考古学从定性描述转变为定量表述的科学 ,

由此可以理解 ,断代测年方法 ,特别是 “ 测年方法 ,

何以历来最受考古学家的青睐 ,也何以新的断代测

年方法总是不断出现 。

仇士华 、蔡莲珍教授是我国著名的 ` 测年专

家 ,我国 “ 年代学的主要奠基者 。长期以来 ,他们

始终关注并跟踪着国际 “ 测定技术的发展 。当系

列样品精确测定的 '̀ 数据与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

匹配拟合 的思路初露端倪时 ,他们 即意识到 ,该方法

将能获得 “误差甚小 、颇为可靠的年代结果 ” ,并可望

“解决我国古史中武王克商年代这一难题 ”。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 ,借助夏商周断代工程提

供的多学科协作条件 ,两位先生领导的 ““ 测年技

术改造与研究 ”课题组 ,经过多年的努力 ,解决了许

多技术难题 ,终于将武王克商的年代限定在公元前

一 年之间 ,确保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圆

满完成川 。近年来 ,系列样品贝叶斯统计方法又成

功地应用于新碧 、二里头 、堰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等遗

址的年代测定 ,得出了若干误差甚小 、重要异常的年

代数据川 ,为历史界和考古界深入探索商前和商代

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年代学基础 。

随着环境考古 、农业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 ,人们

已不再满足遗址文化层提供的信息 ,而逐渐将视角

拓展至遗址周边的 自然地层 。不难理解 ,欲揭示 自

然地层内所蕴含的信息 ,首先需明确其不同层位的

所属年代 。然而 ,土壤中通 常难 以获得理 想的木质

材料 ,且常常 “受到农业施肥和现代植物根系渗透的

影响 ” ,致使 年龄偏轻 。针对这一难题 ,中国科学

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周卫健研究员等 ,采用新的热处

理方法 ,有效排除了土壤有机质中 “死碳 ”和 “晚期含

碳物质 ”的干扰 ,并利用加速器质谱测得较为可靠的

年代数据 。目前 ,该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中国黄土

古土壤的年代测定中 〔, 〕̀。

曾被学界寄予厚望 ,后因误差过大而受到冷遇的

释光测年技术 ,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以王维达

教授为首的上海博物馆热释光课题组 ,潜心研究数十

载 ,认真分析了古剂量和年剂量测量准确性 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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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完善了热释光前剂量饱

和指数法 ,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中国古瓷器的真伪鉴

定中 ,其准确率达到 以上困 。目前 ,这一方法的

测年上限为距今 年 ,而测年下限竟至几十年 ,几

乎覆盖了我国古瓷器的主要发展历程 。可以预料 ,它

将有助于中国古瓷器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

如果说 ,热释光测年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是古

陶瓷鉴定的话 ,那么 ,其 “同胞兄弟 ”光释光 测

年方法则在第四纪碎屑沉积物年龄测定方面显示出

特有的优势 。德国马普学会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的

教授是最早将光释光测年技术应用于考

古学领域的学者之一 ,也是对光释光测年技术的发

展贡献最多的学者之一 。在这些贡献中 ,表面释光

方法的建立似乎最为重要 。他开发了一种新技术 ,

将 空间分辨率降至 拌 ,这样 ,直接测定岩石

表面的光释光 ,即可获得岩石埋藏或沉积之初的年

代 。借助这一方法 ,人们可望测定玉器 、石器的埋藏

年代 ,甚至根据可靠的考古背景 ,推测其加工制作的

时间 , 〕。

我国学术界十分重视光释光测年技术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探索 ,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例如 ,中

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王旭龙博士在导师卢演

铸研究员的指导下 ,探讨 了黄土细颗粒石英回授

的性质及其形成机制 ,创立

了多片石英回授 剂量再生法的测年技术 ,测定

了约 万年以来黄土样品的沉积年龄 ,并可望将其

扩展至距今一百万年川 。又如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

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的赵华研究员采用石英单片

再生法 等测年技术 ,开展了大量工作 ,初步构

建了科尔沁地区全新世沙丘活动的年代学框架 ,并

指出 ,沙丘活动主要缘自人类的干预 。

尽管光释光的测年精度难以与 '̀ 方法相媲美 ,

但其测年范围的延伸 ,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 方

法的缺憾 ,而其样品选取的便宜 ,在自然地层 ,特别

是古耕作地层的测年领域 ,更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

可以预见 ,光释光测年方法和土壤有机质加速器质

谱 “ 测年方法的结合 ,将有力地推动环境考古和农

业科技考古 的发展 。

的交叉融合 ,使环境考古学在西方 日臻成熟 ,成为考

古学的基石之一比 。̀习。相比之下 ,我国的环境考古

研究起步较晚 ,然而 ,自 世纪 年代末以来 ,在

周昆叔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 ,我国的环境考古发展

迅速 ,业已贯穿于考古调查 、发掘和研究的全过程 。

不难发现 ,如今的考古发掘报告 ,环境考古研究已成

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可以这样说 ,它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考古学研究的面貌 。

我国环境考古的累累硕果中 ,最令人震撼而难

以忘却的莫过于夏正楷教授等关于喇家遗址的探

讨 。 年前 ,地震 、山洪和洪水给喇家先民毁灭

性打击的凄惨场景 ,借助于他们的研究 ,居然能够再

现于我们眼前 〕。近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二 顺

利通过了结项验收 。其中 ,莫多闻教授负责的环境

研究课题取得了颇为丰硕的阶段性成果 。他们从多

个角度综合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古代环境 ,指出

距今约 年时 ,随着全球气候变冷 ,东亚夏季风

减弱 ,我国内蒙古和甘青地区的降水相应减少 ,气候

逐渐干燥 ,严重影响了那里脆弱的经济结构和人类

文化 。尽管在新石器晚期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

和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但好景不长 ,距今 年左

右 ,长江中下游地区低平地势的进一步下沉以及海

平面的明显抬升 ,导致长江干支流水系严重淤积 、河

湖水位提升 ,加之长江两岸低湿地区的过度开发 ,直

接加剧了洪患灾害 。相比之下 ,中原地区的水热 、地

貌 、土质和多种作物条件 ,使古代人类可以在不同海

拔高度生存发展 ,十分有利于多样性旱作农业的持

续发展 。尽管其局部河谷低地不时难免洪水灾害 ,

但整个区域的经济和文化总能保持发展趋 势 。无

疑 ,这些抵御灾害 、可持续发展的优越条件 ,奠定了

中原文化崛起 的基础 , 」。

环境考古学

揭示古代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 ,探索人类社会

发展与所处 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 ,即为环境考古 。

国际上环境考古发韧于 世纪 一 年代 。

世纪 年代 以来 ,环境科学 、生态人类学 和考古学

农业科技考古学

先民的定居生活促进了农业的诞生 、传播与发

展 ,而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稳定了定居生活 ,使社会

财富得以积累 ,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层 、分工和经

济 、技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 ,农业科技考古为考古学

家高度关注 ,其原因大抵在此 。国际上农业考古开

展甚早 ,其研究内容主要集 中于 中东地 区小 麦的起

源与传播以及中美洲玉米的起源与传播 。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的 教授集世界农业考古之大成 ,

除中国外 ,他对世界各地的农业考古皆作了系统的

总结 ,并出版了多卷专著口〕。世界上最早 的四大 主

要粮食作物 ,中国占了两种 ,即稻类和粟类 ,因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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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农业考古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

严文明先生十分关心我国农业考古的研究 ,他不仅从

理论上对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作了有益的探讨 ,而且还

利用他的国际影响 ,于 世纪 年代 ,促成了 “中美

农业考古队 ”的组建 ,并开展了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

的发掘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考古的研究巨̀〕。

近年来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二 经济与技术

子课题的资助下 ,袁靖 、赵志军研究员等综合了多学

科的研究成果 ,明确指出 ,中华文明形成时期 ,不同

考古学文化 ,其农业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

例如 ,黄河流域居民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是家养动

物 ,而长江流域居民的主要方式为渔猎仁̀二。又如 ,

北方为粟作农业传统 南方为稻作农业传统 而中原

地区则由原来的粟作农业转 向稻粟等多作物农

业 〔̀习。结合上述环境研究的成果 ,他们对多元一体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所作的初步而较为全面的诊

释 ,无疑是一项奠基性的工作 。

我国农业科技考古的长足发展 ,还体现在植物

微体化石的研究领域 。其中 ,植硅体方面最为显著

的成果当推吕厚远研究员关于粟 、黍植硅体形态及

其差异的辨别 〕,借助这一成果 ,利用植硅体探索

粟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便可望付诸实施 。另一个颇

为重要的成果为吴妍博士利用扫描电镜和高景深数

码相机 ,分别实现了水稻植硅体的三维图像重建 ,从

而极大地提高了植硅体形态特征测量的速度仁̀〕,有

效地推动了植硅体分析的应用 。

生物考古学

如果说 , “ 测年方法的建立 ,使考古学从定性

描述转变为定量表述 的科学 ,那 么 ,生物 考古 的开

展 ,则可望勾勒出古代人类迁徙和社会发展的动态

轮廓 。由此不难理解 ,何以生物考古一经问世即呈

蓬勃发展之势 ,又何以对考古学的影响如此之深远 。

鉴于此 ,以下拟继断代测年 、环境考古 、农业科技考

古之后 ,简要介绍 当今生物考古的研究状况 。

世纪 年代以来 , 技术 聚合酶链反

应 的建立 ,直接催 化了古代 分析方法的发展

和应用 。提起古代 分析 ,现代人 类非洲单 一

起源说 ,即所 谓 “夏娃说 ” ,似乎 已妇孺 皆知 。尽 管

“夏娃说 ”存在颇多疑点 ,但它对重大科学问题 —

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的有力推动 ,对古代 分析

方法的推广应用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 “夏娃

说 ”的命运不同 ,德国 巨泣 教授关于尼安德特人不

是 “现代人 ”的直系祖先 ,而是人类进化旁支的观点 ,

则基本得到公认 〔' 〕。近年来 ,古代人类 研究

有两个颇为重要的进展 ,一个是 一 技

术 ,它可有效地鉴别源自古代样品的 污染 ,从

而在相 当程度上 ,确保了古代 分析的可靠

性卿习另一个是焦磷酸法测序方法的建立 二̀,它奠

定了核 测序的基础 ,将整个基因组的序列分

析提上了议事 日程 。可以预见 ,随着古代 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古代人类遗传关系的复原 ,描

绘古代人类的迁徙路线 ,终将成为现实 。

古代人类食谱分析是生物考古又一个热点领域 。

适应环境 、攫取资源 ,是人类的本能 ,也是人类进化的

主要动因之一 。了解人类食物结构的演变 ,探索人类

获取资源的方式 ,同样可为人类的起源与进化提供不

可或缺的信息 。如前所述 ,尼安德特人灭绝的观点之

所以被学界承认 ,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食谱分析证据的

支持 。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 ,与尼人相比 ,欧洲的现

代人食物来源更为广泛 ,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 〕。于

是 ,物竞天择 ,尼人终被淘汰 。目前 ,国际上古代食谱

研究的动向是 ,逐步细化所谓的 “食谱 ” ,力图明确至

具体的食物种类 。不过 ,这里尚有许多科学难题需要

认真解决 ,绝非短时间内可以企及的 。

早在 年 ,蔡莲珍 、仇士华先生即根据稳定

同位素比值 ,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新石器时期

先民的食物结构 ,在我 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卿〕。然而 ,之后停顿了约 年 ,直至近年来才有

了颇为迅速的发展 。现在 ,有关成果大致集中在两

个方面 ,一是新石器中晚期 ,我国先民食谱的地域分

布特征 ,即黄河以北主要以粟类植物为食 ,长江以南

以稻类植物为主要食物 ,而 中间区域则两类 兼而有

之脚〕。进一步分析还指出 ,气候无疑是导致先民食

谱地域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 ,在中间区域 ,文化

因素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另一个是家猪起源

的探讨 。胡耀武 、汤卓伟博士等发现 ,在一定条件

下 ,家猪的食谱与饲养有着内在的联系 ,从而为动物

驯化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眯〕。

残留物分析同样 是生物考古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所谓残留物 ,主要指动植物及其相关制品长期腐烂 、

降解的产物 ,其蕴含着大量的信息 ,诸如食物加工 、

器物功能 、材料加工 、动植物驯化 、印刷 、造纸 、纺织 、

医药 、化妆品和祭祀等 。

英国 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残 留物分析专

家 ,做出过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 。其中 ,特别有意思的

是 ,通过陶器内残留物的脂肪酸分析 ,结合动物考古学

的证据 ,他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农业传入英国之际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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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牛不仅为了获取肉食 ,也为了获取牛奶饮料哪〕。

残留物中的 分析是一新动向 ,并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这里有一个发人深思的例子 ,即德
国科学家根据陶器内有机残留物中的 分析 ,

发现了一种类似爬山虎的攀缘植物 ,而如今它却广

泛分布于洪都拉斯至巴西一带 〕。这一结果暗示

这种攀缘植物最初应起源于欧洲 。

也不知什么原因 ,我国学者直至近年方开始关

心残留物分析 。不过 ,凭借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

考古学家的支持 ,有关工作一经开展 ,即取得了一些

颇有价值的成果 。例如 , 年山西省绛县西周硼

国墓地发掘出土的一个铜笠中保存有大量的炭化

物 ,杨益民博士等分析了样品的碳氮含量和同位素

比值 ,与现代大米 、小米 黍粟 相比 ,古代样品的

比值较小 ,暗示古代样品中含有动物蛋白 而
古代样品的护 值也高于现代大米 、黍粟 ,这就进

一步说明古代样品中确实含有动物蛋白 ,因为氮元
素在不同营养级之间存在着同位素的富集现象 ,沿

营养级上升时 ,每上升一格 ,大约富集 。一 。' 口。

古代样品的矛 落在 植物范围内 ,表明古代样品

的植物来源为 植物 ,肉类来源应该是以 植物为

食物链底层的动物 。因此推测铜篡内似曾盛有煮熟

的大米及肉类的“羹” ,这一结论与文献记载相悖 ,但

似乎可解释为古代铜篡的使用存在多样化现象 口。
为有效开展残留物分析 ,妥善保存考古遗址内

的残留物显得至关重要 。希望今后在考古发掘时 ,

尽可能将陶瓷器和青铜器内的残留物妥善保留 ,特

别注意保存破碎陶器的底部 ,以免遗失重要信息 。

陶瓷 、冶金等领域的科技考古学

陶瓷领域

众所周知 ,陶瓷 、冶金和再器领域的科技考古研
究始终是我国的强项 。说到陶瓷科技考古 ,人们首

先想到的必然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李

家治先生 。他所主编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 ·陶瓷

卷 》 ,是我国陶瓷科技考古界永远值得骄傲的里程

碑 ,它对世界陶瓷科技考古靳产生的影响 ,无论怎样
评价都不为过。尽管如此 ,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 ,
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何况博大精深的陶瓷科

一

技和艺术 ,认识不够 、未能认识以及认识错误 的内容

还有许许多多 〕。例如 ,树为原始瓷 有没有原始
瓷 如有 ,如何限定原始瓷与青瓷 如没有 ,又如何
认识瓷器的起源 还有 ,青瓷与白瓷的关系 ,即有无

承继关系 这里涉及到高岭土和瓷土的产地 ,高岭

土能否直接烧制瓷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再有 ,影

青瓷和白瓷的关系 ,斗彩 、五彩 、粉彩 、珐琅彩等制作

工艺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而近十年来 ,上述部分

研究内容已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答咖〕。需要指

出的是 ,这些问题的解答 ,主要来 自年轻一代专家 。

令人欣喜的是 ,我国陶瓷科技考古的研究队伍早已

从硅酸盐所的一枝独秀 ,发展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复旦大学 、郑州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景德镇陶瓷学

院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等单位 “百花争艳 ”的局面 。无疑 ,这是我国陶

瓷科技考古事业 日益兴旺的标志 。

虽然我国的陶瓷科技考古研究长期居世界前

列 ,但有关新方法在陶瓷考古中的应用 ,国际上常常

走在我们前面 。例如 ,利用 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

、扩展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

和 射线吸收谱 等方法分析呈色元素的价

态 ,从物理层次探讨釉 、彩的呈色机制即〕利用便携

式 和 联用设备现场分析完整文物或不易

移动文物的元素含量和物相组成等 〕。人们知道 ,

方法的创新通常可带动一片工作 ,甚至一片领域 ,因

而在一定意义上 ,它直接代表着研究的水平 。在这

方面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

冶金等领域

冶金科技考古领域 ,近年来 ,国际上未见特

别值得介绍的工作 ,倒是我国学者对一些重大科学

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其中的一些观点 ,还引起了热

烈的讨论和争论 。

冶金科技考古中 ,中国冶金的起源最受学术界

关注 。国外学者大多持西来说的观点 。国内老一辈

考古学家多从我国考古学文化连续性考虑 ,认为我

国的冶金技术应为独立起源 ,而年轻一代考古学家

则较倾向于西来说 。柯俊院士和我根据姜寨等遗址

出土的黄铜推测 ,我国冶金技术当为独立起源 ,而在

此之后 ,受到西亚的影响 ,也是不争的事实帅〕。

我国博大精深的青铜文化 ,特别是其范铸技术 ,

始终是世界冶金科技考古的热点 。近年来 ,随着青

铜器物 ,特别是铸造遗址的发现 ,国内外专家的相关

研究又有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进展 。其中 ,最值得推

崇的莫过于董亚巍先生与众多高校 、研究所合作的

工作了 。他们从制模开始 , “再现 ”了古代青铜器铸

造的全过程 。尽管整个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

制模工艺无法验证 ,也尽管若干工序仍值得商榷 ,但

这种完全仿照古代条件 ,模拟古代范铸工艺全过程

的探索 ,确实可较大限度地避免凭空想象的成分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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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了 “实践出真知 ”的道理咖」。关于失蜡法的

争论 ,近来又有了一些新进展 。这中间涉及到学术

讨论的态度和氛围问题 ,考虑再三 ,决定另文专述 。

青铜器矿料来源与产地的探索 ,同样是冶金科技

考古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 ,国际上有关专家从理论上

论述了铜同位素比值的示踪依据 ,并初步尝试了铜 、

锡同位素比值示踪相应矿料来源的效果哪〕。此外 ,秦

颖等选择亲铜 、亲硫元素进行聚类分析 ,并考虑添加

锡 、铅的影响 ,业已展现出可喜的应用前景 〕。与此

同时 ,他们还根据青铜器内泥芯的成分和植硅体分

析 ,颇为有效地探索了青铜器的铸造地 。相信随着不

同铸造地青铜器内泥芯 、陶范 、陶器等数据库的建立 ,

青铜器产地的探索势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

玉器科技考古 。我国的玉文化同样博大精

深 ,同样为中华文明之特色 。然而 ,相比之下 ,玉器

科技考古的成果却远逊于陶瓷科技考古和冶金科技

考古 。个中原因 ,主要缘自玉器残片甚少 ,致使测试

分析受到严重限制 ,与此同时 ,不同产地的玉料 ,其

微量元素含量的数据又常常交叉重叠 ,致使产地分

析困难异常 。至于玉器加工工艺 ,则长期令人感觉

匪夷所思 、难测高深 。不过 ,玉器科技考古的这一状

况近来有了明显的改观 。 、 、 等无损

检测方法 ,可直接获得完整玉器珍品的成分和物相

信息 ,为玉器的产地探索带来了福音 。例如 ,近年

来 ,干福熹院士和承焕生教授利用 方法 ,系统

测定了良诸文化和河南省的出土玉器 ,初步建立了

相关数据库 」冯敏等利用 和 等技术 ,

全面分 析 、研 究 了薛家 岗文化 出土玉 器 的材质 特

征呻〕。而模拟试验与测试分析相结合以及高景深

数码相机和显微 技术的有效应用 ,其产生的一

些原创性成果 ,使人们看到了破解玉器工艺之谜的曙

光 。例如 ,邓聪教授发现了史前玉料开片的线切割和

片切割技术 ,并指出后者取代前者的大致年代咖〕杨

益民副教授则揭示了玉器钻孔的清晰痕迹 , '〕。此外 ,

王荣博士在分析古玉的基础上 ,通过模拟溶解实验 ,

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古代玉器的受沁机理 ,其对玉器保

护和古玉鉴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呻口。

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古代社

会 ,因而原则上涉及所有 的学科领域 ,不难理解 ,限

于本文 的篇幅和个 人的学识 ,这里 只能选择科技考

古最重要领域的最主要进展 ,作一简要介绍 。尽管

如此 ,所选 内容也不一定合适 ,所述 内容也不一定正

确 ,诚请方家批评指正 。

动向与展望

毫无疑问 ,科技考古的蓬勃发展 ,还体现在其发

展的全面性 。除上述领域外 ,至少应包括古代铁器 、

古代漆器 、古代玻璃和古代纸张等领域 。特别是古

代漆器和纸张 ,原先几乎无人问津的研究 ,现已出现

一些较高水平的成果 ,且呈迅速发展之态势 。科技
考古发展的全面性 ,颇为明显地反映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对科技考古项 目的资助情况 。实际

上 ,早在基金委成立之初 ,数学与物理科学部 、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便陆续资助了古代声学 、青铜镜 、古陶瓷 、

冶金史等领域的课题 。而如今 ,几乎所有的学部都支

持过科技考古课题 ,其中 ,地球科学部资助率的增长

最为显著 。相信随着资助领域的拓宽 ,资助力度的增

强 ,科技考古学可望彻底改变弱势学科的地位 。

此外 ,科技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更体现在人们对

多学科协作 的认可 。特别在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

下 ,人们开始注意到农业起源与传播 、人类的迁徙 、

社会的分层 、文化的交流等重要科技考古问题 ,并通

过多学科协作 ,将问题逐步引向深人 。不仅如此 ,随

着国际合作的深人发展 ,我国科技考古专家业已借

助陶瓷科技考古等研究 ,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等重

大问题 ,而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我国考古学家

也已走出国门 ,赴俄罗斯 、蒙古和肯尼亚等国 ,开展

合作发掘和研究 ,这将为我国的科技考古研究提供

更为广裹的发展空间 。总之 ,无论从研究广度 、抑或

从研究深度 ,都清晰地表明 ,我国的科技考古学正在

蓬勃发展之 中 ,而其前景更为灿烂迷人 。

致谢 本文在撰 写过 程 中 ,曾与仇士华 、夏正

楷 、衰靖 、莫多闻 、赵志军等先生进行过有益的讨论 ,

不少地方得到他们的指教 ,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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