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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考古工作人员的挖掘手
法越来越细致，手中的工具越换越
精巧，深埋地下6000多年的人骨
终于重见天日……昨日，无锡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在“探源科考舱”内，
对无锡市滨湖区马鞍遗址发掘并
提取的两座距今6000多年前的马
家浜文化墓葬开展实验室考古探
源，尘封了6000多年的“盲盒”打
开，带我们亲近最早的无锡先民，
了解无锡地域文明的“童年时代”。

在恒温恒湿的实验室中，触碰最早的无锡先民——

尘封6000多年的“盲盒”打开

和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露天考古现场不
同，此次墓葬发掘是在恒温恒湿的实验室中
进行的，精密的仪器就在身侧，专业的设备触
手可及。“一般来说，在野外清理墓葬时，它的
各种监测条件和保护保存的条件都受到露天
环境影响，很难做到特别精细”，科技考古专
家、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指出，此
次实验室考古的最大优势在于时间充裕、环
境可控、人员设备工具完备，将考古发掘、文
物保护融为一体。考古发掘的同时，还能随
时对遗迹遗物提取样本进行科学检测，对其
再发掘过程中的变化进行监测，对脆弱易损
文物实施加固保护，对易氧化文物进行处置
封护，对易干裂文物予以保湿、减缓、避免文
物的劣化进程，保持文物的原始状态。“实验
室考古作为科技考古的重要形式，在中国考
古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次来到无锡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的基地，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
好的现场和样板”，王宁远说。

把考古现场搬进实验室也得到了微生物
研究专家、无锡一三零微生物研究所夏本立
教授的好评，“微生物是很娇嫩的，太阳一烤，
很有可能就没有了，在恒温恒湿的环境里，可
以尽可能地延长它们的生命周期，为我们的
考古研究争取更多的时间。”夏本立表示，考
古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借助对微生物
的鉴定诊断，来判定尸体的死亡年龄，当前的
技术水平之下，这一误差已经精确到1.4年
左右。除此之外，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可以借
由微生物反推出墓葬的年代、基本组成、基本
形态，当时的地质，以及局部的自然环境。

（晚报记者 陈钰洁）

马家浜文化是无锡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
器时代文化，可以说是无锡地域文明之源。
而马鞍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就是马家浜文化的
一批墓葬，此次搬进实验室的两个墓葬正在
其中。“这是无锡市实施考古前置工作之后又
一次新的发现”，刘宝山介绍，2022年4月17
日至2023年2月6日，在太湖北部的无锡市
滨湖区胡埭镇，发掘了留有首批无锡先民文
化遗存的马鞍遗址，3100平方米的土地上，
目前共发现各时期遗迹106处。其中，房址8
处，灶1处，灰坑57处，灰沟13条，水井1眼，
墓葬26座。

据了解，马鞍遗址时间跨度较长，除了
6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还有距今
5300-6000年上下的崧泽文化遗迹，以及少
量商周时期、唐宋时期的一些遗迹和文物。
马鞍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遗物有捕
鱼业的网坠；以石锛、石凿、纺轮、网坠为主的
生产工具；以陶釜、炉箅、陶豆、陶罐、陶盆为
主的日用陶器；以玉玦为主的装饰品；另有陶
球、陶塑象形陶器——陶猪等。

发掘表明，除了生产所用的磨制石器和
生活使用的陶器之外，还有罕见的精美小型
玉器，主要是用来装饰的玉玦、玉璜等。“虽然
品种、数量不多，但这是第一次发现无锡地区
最早的玉器”，刘宝山说，没有发现夫妻合葬
墓，单体墓葬之间的随葬品数量差别很小，墓
坑大小基本一致，看不出社会等级分化，贫富
差异不大，也印证了母系社会阶层没有发生
分化、等级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典型特征。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挖掘，两座
墓葬中的人骨轮廓逐渐清晰。体
质人类学研究专家、南京博物院朱
晓汀副研究员判断，从露出的根骨
状态来看，墓主是脚后跟朝上，为
俯身直身葬，性别指征呈现出比较
明显的男性特征。从身体躯干状
态来看，年纪比较轻，没有从事重
体力劳动。“确定墓葬主人的性别、
年龄、身体状态，对于整个遗址性
别比例的计算和年龄结构的判断
都有很大的价值，也是当时人们群
体寿命和健康状况的侧面体现”，
朱晓汀说，后续还将进行人体骨
骼、牙齿的同位素测定，这将为我
们揭开当时人们的食物结构，人群
迁徙等情况。此外，通过体质人类
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发掘出的人骨
病理、死亡原因等可以有较为明晰
的认识，从而为墓主等身份认定提
供依据，从出土人骨中提取DNA，
可以为推断出墓群中各墓间可能
的亲缘关系提供线索。

现场，除了体质人类学专家，
还有岩石矿物学、粘土学、微生物
学、微痕分析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
专家齐聚一堂，多角度、专业化提
取墓葬内的各种信息。“这是全国
第一次对马家浜时期的墓葬开展
实验室考古，第一次在考古发掘现
场多学科专家亲自合作参与史前
考古科研样品的提取，第一次有微
生物专家参与史前考古现场的取
样研究”，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刘宝山介绍，通过综合分析对
比6000多年前与今天所处的环境
差异、生活生产水平、艺术审美传
承、人类体质变化等等，再次证实
了无锡拥有7000年人类生活史，
考古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将成为无
锡地区母系社会的“活化石”，帮助
公众了解无锡地区最早的史前文
化、最早的文明形态、最早的无锡
先民。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古活动
同时采用线上直播的形式向公众开
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吸引超过
310万人次观看。“我们希望通过展
示考古的过程和讲述文物背后的
故事让文物活起来，帮助人们通过
沉浸式的考古体验走近文物、感受
历史、感知无锡早期文明，更深入
地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
意义，增强文化自信”，刘宝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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