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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清理墓葬和骨架用了10天
期待发现更多岳石文化遗迹
这次考古发掘，首先是配合高速公路

修建工程进行，而为了保证此次考古发掘
有效进行，考古学员都分外严谨。在一处探
方内，记者看到考古学员在地面上画了各
种形状的线条，将地面分成不同的区域，还
有考古学员用小铲子一点一点刮地面。
“我们把探方里的表土清除后，会拿着
手铲，反复地刮地面，根据土的颜色、质地和
包含物来判断是灰坑还是墓葬，或者其他类
型的遗迹，最后画线标记。你看，这个长方形
的就是墓葬，那个圆形的是灰坑。标记好不同
遗迹遗物的位置后，再用工具逐层向下清理。
要非常小心。”王杰说。记者注意到，因为持续
干旱少雨，有些探方内地面较干较硬，为了更
方便考古学员发掘，他们用土在地上围成方
形区域，然后往里泼水，待水把地面泡软
后，考古学员再用工具逐层发掘。
在采访现场，记者见到了来自平度市

文物保护服务中心的考古学员陈勇杰，他
负责的探方内有几处墓葬。“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这种田野考古，没有想的那么简单，需
要小心翼翼。这个墓葬坑是三米乘以两米
多一点，深一米，目前已经发掘出来，做到
这种程度，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层一层往
下挖，仅清理墓葬和骨架就用了10天。”
而对于现场发掘出来的文物如何保

存，吕凯表示，文物的保管需要有比较严格
的硬件条件，发掘结束后会由上级主管部
门来安排文物的保存管理。目前，本次发掘
已经进行了一半，虽然发现了一些岳石文
化的影子，但是跟想象中的发现还是有点
距离，“对于此次发掘，我们比较期待的是
能够发现一些岳石文化的遗迹，如果有墓
葬和房子就更好了，毕竟岳石文化在该区
域分布比较集中，对于我们研究整个胶莱
河流域，甚至整个青岛地区从史前到商周
这一阶段的历史很有意义。”

讲述>>>
考古队伍集聚各类好手
用科技还原古人生活状态
“从小我就想从事考古相关的工作，现
在梦想成真了。”即墨区博物馆的马亚坤说
道，“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探索·发现》
这一类的电视节目，父母也很支持我的兴
趣。”马亚坤告诉记者。从南京师范大学文
物与博物馆专业毕业后，她如愿来到即墨
区博物馆，成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理想照进
现实，让她感到无比幸运。
“考古看起来像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但实际上考古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揭示
古代人类活动的一种工作，如果大家能够
进入考古工地，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神秘。”
吕凯表示，在一些文学和影视剧作品中，
为了吸引眼球，可能会进行比较夸张的表
现，但实际上真正的考古工作要平淡得
多，甚至会有些单调枯燥，需要考古队员
有一定的定力，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热
爱，很难将这份工作坚持下来。“与之前相
比，目前考古工作者学术背景要丰富很
多，不仅要懂考古、懂历史，还需掌握多学
科知识。目前考古发掘工作，不仅仅是对
挖出来的人工制品进行研究，我们还会对
动物骨骼进行分析。”吕凯表示，发掘队伍
中，有专门研究动物骨骼的考古人员，也有
做植物遗存分析、做同位素的，用各种科技
手段来为我们解释考古发现，来探索古人
的生活状态。
此外，吕凯还介绍，从学术意义上来

讲，本次挖掘的遗址位于胶莱河的沿岸，虽
然规模不大，但是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以
为青岛地区胶莱河沿岸这一带，从史前到
历史时期文化序列的丰富提供新的材料和
佐证。”吕凯告诉记者，作为一条承担漕运
功能的运河，胶莱河正式开通是元代。但在
开通之前，此处就已经存在自然河道，古代
人选择沿河而居，因此在河流沿岸存在着
大大小小的聚落。

“这次参加省厅举办、省考古院承办的考
古发掘培训班，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是2020
年毕业的，去年参加在淄博举办的培训班，今
年又报了考古发掘培训班，都是我非常宝贵
的经历。”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段新霞说
道，“在我探方里发现的遗迹比较丰富，以灰
坑为主，还有两座早期墓葬，一座是东周时期
的，根据骨骼和牙齿推断是未成年人；另一座
是瓮棺葬，目前推测年代是东周时期。”
段新霞告诉记者，她从山东大学考古系

毕业后，在济宁市博物馆工作，之后被调动到
考古院，所以和考古的缘分挺深。“考古非常
有乐趣的，随时有惊喜等着我们。人们一般会
认为，考古工作比较艰苦，尤其对女性。但现
在整体的考古环境比之前好很多，女性也有
自身的优势，工作起来更加细心，让文物得到
更好地保护。”段新霞说道，现实中的考古工
作要比电视剧更真实，需要考古队员们利用
更科学、专业的技术和方法对现场文物进行
发掘保护，更好的还原古代社会。
“虽然考古学和其他专业相比，稍显冷
门，但随着国家对考古学的重视，我们的考古
工作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以及目前各地市的
考古学人才很匮乏，也希望更多的学弟学妹

们来报考考古学专业。”段新霞说道，“我们这
一级硕士50多人，大部分都去了和专业相关
的考古所或者博物馆，还有的继续深造读
博。”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本次发掘同时承担

了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山东省第七期田
野考古培训班培训任务，有来自全省12个地
市共2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在这批学员中，
有的已经从事考古工作十几年，有的从2020
年开始刚刚踏上考古岗位。其中，“90后”学
员已经挑起大梁，成为考古工作的中坚力量。
他们大都学习的是考古专业，有着丰富的理
论知识，在大学期间就多次参加考古实习，正
是这样一群充满智慧、力量与活力的年轻人，
在大小河子遗址埋头躬耕，挥洒着青春与汗
水。
“我从事考古工作11年了，工作以来，参
加过几次大型的考古发掘项目，在青岛参加
过琅琊台遗址的发掘。”吕凯介绍，此次考古
主要是以田野考古为主，通过实地操作，让各
地市的学员能够更具体、更详细地了解掌握
考古工作中的方法、技术，“另外我们也开设
了理论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更有利于学
员业务水平的提升。”

欢迎学弟学妹报考考古学专业
邀请

考古学员发掘出来的猪骨，或与先民祭祀有关。

距今2000多年的箭镞，边缘看起来仍比较“锋利”。

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随葬陶盂和猪骨。

由于现场土质较硬，发掘前需要进行洒水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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