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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第五
届“世界考古论
坛·上 海 ” 在 上
海开幕，主题为

“ 气 候 变 化 考 古
与社会可持续发
展 ”。 与 会 学 者
说 ：“ 论 坛 主 题
十分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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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考古学的独特视角

人类对古代气候变化的经验
与当前所面临的气候危机是否有
可比之处，一直为学术界所关
注。“考古学的视角提醒我们，
了解过去可以为应对现在和未来
的气候变化提供宝贵经验。自然
气候档案和考古研究为认识人类
如何应对海平面变化、气温骤变
等各种气候事件提供了独特视
角。”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执行委
员会的这段论述揭示了面对气候
变化这一全人类共同挑战，考古
学视角可以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
供历史借鉴。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
拉分校的环境考古学教授道格
拉斯·J·肯内特，以跨学科的方
法研究了公元 14 世纪和 15 世纪
玛雅潘地区的气候变化与社会
变迁，揭示出干旱如何引发玛
雅潘的内部冲突。这项发现获
评本届论坛“重要考古研究成
果”之一。可以说，考古学研
究展示了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
各种可能性。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
教授彼得·比尔的研究重点是过
去的气候变化、博物馆和考古遗
产，他带来的研究成果是“气候
变化时代考古学的呼声：对跨学

科和国际合作的呼唤”。彼得·比
尔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借助考古学
提升公众有关气候变化对全球文
化遗产构成威胁的认识。“考古
学对于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与气候
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为全球气
候变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视
角，深化了我们对未来可持续
发展路径的理解。”他分享了如
何将气候变化的考古学研究转
化为实际可行的科学行动，从
而为相关决策者、机构等提供
信息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与会学者认
为，当前就气候变化问题所进行
的讨论常忽视文化多样性在适应
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人类的生存
不仅取决于生物适应，还在更大
程度上依赖文化手段应对环境危
机和挑战。因此，保护和记录文化
多样性至关重要。

历史的经验和智慧

气候变化成为当前人类可持
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面
对该挑战，考古学视角能提供哪
些历史经验？与会学者给出了各
自的答案。

在论坛上，来自4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通过
对气候变化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文明

兴衰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文
化遗产的影响等多项议题进行讨
论，展示了从历史中汲取应对气
候变化的经验和智慧。

环境变化与早期文明的发展
是北京科技大学讲师连蕙茹的重
点关注方向之一。她关于“水文
环境变化与文化响应：从土壤微
形态的视野看良渚古城的兴衰”
的研究采用土壤微形态方法，探
讨了良渚人如何适应、管理、应
对区域水环境以及水文变化与良
渚古城建设、发展、废弃之间的
关系。连蕙茹的研究样本来自良
渚古城内钟家港河道的土壤剖
面，揭示了这条城市水道在不同
城市发展阶段的堆积组成与水流
层序，以及其与近岸台地建造之
间的相互作用。同时，研究还关
注了古城内的居住址，并对城外
的一系列遗址点和剖面进行观
察，以深入了解区域范围内的沉
积过程、水文条件演变以及人类
活动对地貌的影响。

“研究发现，区域性水文环
境从潮间带到低洼湿地的转变，
为良渚古城的建造提供了适宜背
景；对水环境变化的文化响应促
进和体现了社会复杂化；频发的
极端事件可能削弱了良渚的经济
基础。可以说，不断变化的水文环
境是影响良渚古城的出现、发展
和消亡的重要因素。”连蕙茹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张华
也 将 目 光 投 向 重 大 气 候 事 件 、
海平面变化和良渚的兴衰。王
张华的研究通过对杭州湾沿岸
多个新石器遗址地层的多指标
研 究 ， 发 现 在 良 渚 文 化 早 期 ，
杭州湾地区频繁发生极端风暴
事件，风暴和干旱导致杭州湾
南北两岸普遍发生盐水入侵以
及水稻减产。良渚人于此时建
造大型水利工程，反映了他们
对于不稳定的气候环境的成功
应对。良渚文化末期，海平面快
速 上 升 ，极 端 天 气 事 件 频 繁 发
生，良渚古城也遭受盐水入侵和
洪水泛滥。

王张华认为，良渚早期和
晚期的海平面差异，可能是良渚
人适应策略成败的原因。根据相
关研究数据，在当前全球气候变
暖背景下，良渚末期的海岸带水
涝灾害发展过程可以为当前的
海岸带管理提供经验教训。

气候变化考古与社会可持续
发展也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
点，《贡开世界遗产遗址的气候
灾害风险》《安纳托利亚人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库尔特佩考古学
的启示》 ……与会学者分享的研
究成果也佐证了这一点。

来自新西兰奥塔戈大学的查
尔斯·富兰克林·海厄姆教授关注
的是气候变化与吴哥王朝的兴
衰。在他看来，吴哥王朝的历史
进程与变幻莫测的季风气候交织
在一起。在 600 多年间，吴哥文
明在气候稳定时期蓬勃发展。然
而，15 世纪的吴哥王朝经历了干
旱与极端降雨交织出现的气候变
化，这些变化因素破坏了水利系
统，也造成了后续影响。

气变下的遗产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下遗产保护面
临的挑战，已成为一项全球性事
务，也是与会专家关注的重要议
题。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
看出，近 5 年的气候变化更为显
著，而气候变化对遗产造成不利
影响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2019
年 7 月，日本南部九州地区一连
数日连降大雨，引发鹿儿岛市山
林地区大面积山体滑坡，此处的
世界文化遗产“寺山炭窑遗址”
未能幸免于难；2021 年，河南、
山西等地强降雨对古遗址、古建
筑、历史城镇造成破坏。

瑞士伯尔尼大学考古科学研
究所教授阿尔伯特·哈夫纳的研
究重点是欧洲新石器时代和青铜
时代，致力于整合自然科学和人
文学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考古遗址的确受到了气候变
化的威胁。这样的威胁主要来自
长短期两个方面：一是野火等短
期、直接的威胁；二是来自气候
变化的长期危险。“比如，由于
气温变高，冰川上保存的考古遗
址受到了极大威胁。在瑞士，有
一处考古遗址，大概有 7000 年
的历史，但由于天气的变化，这
些被冰川覆盖了数千年的考古素
材消失了。”阿尔伯特·哈夫纳举
例说。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
古实验室与科技保护研究所所长
张治国分享了关于考古遗址应对
气候变化策略的思考。他从考古
发掘遗址和城墙类土遗址两方
面，提出了降水等主要气候变化
因素的具体应对策略。“就考古

发掘遗址来说，如果是重要考古
遗址，可设计并搭建保护棚，保
护棚侧面架设挡板，同时建设周
边排水设施。如果是一般考古遗
址，在风雨来临前用防水布遮盖
探方壁，及时用水泵抽排水，防
止积水长时间浸泡考古遗址。”
张治国说。

就城墙类土遗址来说，张治
国建议，在暴风雨预警来临之
前，建设遗址周边排水设施，及
时用防水布覆盖遗址，如发生滑
坡坍塌，及时归拢城墙土，以备
回夯使用。

“总体来说，建议提高对岩
土类考古遗址的重视程度；加强
遗址地气候变化趋势研究与重要
考古遗址微环境监测，从定性到
定量形成评价体系，明确影响机
制；建立脆弱遗址气候变化风险
预警与应对机制，实施气候变化
对遗址保护长远研究工作等。”
张治国说。

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日前，第五届中国边
疆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研讨会上
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
究成绩斐然。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
新疆考古、西藏考古、吐谷浑考古、长白山地区
古人类调查研究等重大项目持续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
示，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考
古因其所涉地域范围的辽阔和文化内涵的丰富
而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未来，边疆考古
工 作 要 在 东 北 史 前 聚 落 考 古 与 社 会 复 杂 化 进
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
成、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
的地位和贡献等重大课题上持续发力；要积极
主动地推动学科融合，走多学科融合研究阐释
之路；要加强边疆考古和优秀研究成果的传播
与转化。

据了解，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自 2019年
创办起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5届，每一
届都汇聚了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
展示中国边疆考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润健） 由天津市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天津市蓟州区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完成的 2023 年度青池遗址
考古发掘项目，近日通过天津市文物局组织的专
家验收评估，取得重大考古收获，首次发现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

青池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天
津考古部门曾于 20 世纪 90 年代对该遗址进行过
三次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
遗存。

2015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青池遗址
进行复查，发现存在旧石器时代遗存分布的线索。

2023年10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青
池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在两个发掘区
内，分别揭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序列地层和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出土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
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兽骨等不同
质地文物标本1000余件。

青池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盛立双介绍，
在青池遗址第I发掘区内发掘出旧石器遗存。根据
出土遗物、地貌环境等综合推断，旧石器遗存的
年代应在距今4万年至1万年之间，即旧石器时代
晚期。

盛立双说，在青池遗址第II发掘区内揭露出新
石器时代灰沟打破旧石器时代的层位关系，并出
土重要遗物。根据出土陶器文化面貌和既往测年
数据判断，新石器时代灰沟最下层遗存的年代为
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绝对年代为8000年至1万年
左右。

盛立双表示，本次考古发掘表明，新石器时
代早期阶段，青池遗址打制石器与陶器、磨制石
器伴出，网坠和骨针也大量出土，鹿科、牛科、
犬科、鸟类、淡水鱼类等动物骨骼丰富，许多兽
骨人工加工痕迹明显，显示出当时人类生产和生
业方式多元的过渡性特点。

据新华社电（记者罗 鑫）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
护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消息称，北京将建立北京
中轴线文化遗产监督员制度和志愿者制度，支持
公众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开放、管理
等情况进行监督与反馈。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相关人士介
绍，为加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让北京中
轴线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公众参与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支持引导机制 （试
行）》 近日已审议通过。该机制在 《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完善居
民、社会力量等参与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
体系。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 13世纪，代表了中华文明
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与杰出才能，是中
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根据机
制，所有公众都有保护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责
任和义务，北京中轴线保护区域内的居民对遗产
保护和利用工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北京将鼓励公众参与到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
护密切相关的监督管理、行政决策、价值阐释、
活化利用、资源捐赠等工作中；北京将支持公众
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策、规划和标
准等的制定与实施进行监督。

据 介 绍 ， 在 保 护 第 一 、 传 承 优 先 的 前 提
下，北京将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为公众体
验、感受北京中轴线魅力创造良好条件，鼓励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向公众开放；
鼓励北京中轴线保护机构与公众共同建设北京
中轴线文物主题游径，建立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的价值展示与阐释体系；支持公众对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保护、修缮、展示、研究、交流和传承等
提供资助。

“世界考古论坛·
上海”每两年举办一
次，是国际考古学界
的 高 端 学 术 交 流 平
台，旨在推进考古研
究、传播考古成果、
彰显历史文化遗产的
现代意义。自 2013 年
创立以来，论坛逐渐发
展壮大，已成为中国考
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密
切联系的纽带和推动
全球考古学发展的重
要力量。

发掘历史智慧 应对气候变化
200余名专家学者共论气候变化考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世界考古论坛评选重大
田野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研
究成果，对世界范围内德高
望重、学术成就卓著的考古
学家授予终身成就奖。在第
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
上，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获

“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

奖”；“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见证”等9项获评重大田
野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百
年史（1921-2021）”“空间考
古研究与环境危机：四十年
的探索”等10项获评重要考
古研究成果。

天津首次发现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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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考古
发现与研究成绩斐然

中国边疆考古
发现与研究成绩斐然

北京将设立中轴线
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举办期间，与会学者考察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三星村遗址。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北京科技大学讲师连蕙茹关于“水文环境变化与文化响应：从
土壤微形态的视野看良渚古城的兴衰”的研究样本取样点 （数
字标识处）。 受访者供图

日前，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举行。图为与会学者在
会议现场观看考古文创产品。 新华社记者李 贺摄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获评重大田野考古
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见证”项目代表冉宏林 （左） 在作学术报告。

新华社记者李 贺摄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