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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以通过考古的调查、发掘获得的古代遗址的遗迹和遗物等实物资料进行研究。考古学研究依靠地层学、类型学、年

代学等方法，结合古代文献、口头传说、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填补文字历史的空白，恢复古代历史的面貌。 

考古学在运用考古的方法和手段的同时，必须结合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20世纪以来，考古学结合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进行研究已取

得了巨大成果。例如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古代人类骨骼的鉴定，用医学对古尸的解剖分析。用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知识对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气

候变迁、地理条件等的研究。用动物学、植物学的知识了解与古人共存的动物群、植物种植情况以及遗迹、遗物的时代等问题。当前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运用高科技手段，结合考古调查发掘资料进行研究上已取得了成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运用高科技鉴定遗迹、遗物的

时代，使古遗迹、遗物的时代更为科学可靠，已是当前考古学上的重要课题。50年代以后，在考古学上已采用了碳14年代断代法，物理性能、化学元

素分析测试，热释光鉴定，古地磁鉴定，微量元素测试鉴定等方法，但除碳14及理化测试方法较为普及应用外，其他方法运用甚少。 

考古学发掘出土的遗物中有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铁器、金银器、骨器、木器、漆器、琉璃或玻璃器、瓷器等许多品种，除石器、玉器、骨

器、木器是利用自然物质进行人类的劳动加工而成外，其余各种器物都是人类在实践中将自然物质经过火与水的加工、铸造、提炼而成。具有不同的

物理和化学因素。而各种遗物的自然物质也有产地、品种的区别，必须借助有关学科来探讨其来源。以往，对古代遗物的研究，除遗物本身有纪年

外，对于大量没有纪年或没有共出品上有纪年可参考的器物，学者们仅从器物的外表及造型、胎釉、纹饰、尺寸、重量等方面进行研究比较，并总结

出各时代器物特征的规律。对于辨别古器物的真伪和时代是宝贵的经验，值得学习。但是，对古器物的研究光凭外表的观察是不够的，必须探索了解

其内涵，只有通过对器物外表及内涵相结合的研究，才能更全面、正确地反映古器物的性质、时代、产地、烧制工艺等有关问题。毋庸讳言，对古器

物的测试还存在着问题，即在进行理化测试常量元素分析中，需破坏部分器物，而对于古代遗物，由于其不可再生的特性而不允破坏，这就限制了对

许多重要的、完整的遗物，尤其是传世遗物的测试。 

90年代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运用高科技进行考古学研究已成为现实。最近澳大利亚籍华人收藏家宁志超先生(Dr.E.ANCHUGOV)收藏的一

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由于国内的古陶瓷专家对该瓶的真伪及年代意见不一，宁先生将这两件青花大瓶进行了多种现代科技的测试，如澳大利亚五龙

岗大学的热释光测试，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胎质的常量元素分析，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用PIXE法（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对

器物的胎、釉及青花分别进行了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分析测试，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北京同步辐射实验室用对撞机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无损分析

及毫米束X射线荧光分析技术分别对该瓶的胎、釉、青花料进行了测试。同时，又将元大都发掘出土的两件青花瓷器进行了同样的X射线荧光无损分

析，两件大瓶的分析结果及数据由宁志超先生撰文公布，《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2月14日第7版和1998年5月29日第8版已分别将部分测试结果刊

登，结论为两件青花瓷瓶测试数据与元青花的数据相似或接近，应是元代器物而非仿制品。这是采用高科技方法对古器物测试取得的成果，鉴于该报

道中提及与元大都青花瓷的数据进行比较，现将测试的元大都青花瓷的出土地点及测试数据介绍如下。（见附表） 

测试的元大都两件青花瓷器均出土于元代遗址内，一件是青花云龙纹高足碗，出土于雍和宫后元代居住遗址内，其形制为尖唇撇沿，腹壁上收下

微鼓，碗内底平，下为柱形高圈足，足柄呈竹节状，上有凸弦纹5道，足底稍外撇。胎色洁白，质细硬，碗身施满釉，釉色青白，足底无釉，足内壁部

分有釉。其制作方法为分段轮制后釉接成型。碗内外用青料绘花纹，沿下有卷枝纹带，内底心有火焰形宝珠及一圈弦纹，碗外壁绘游龙一条，龙身披

鳞飘须，龙足为三爪，器物已残破，龙首残缺。口径11厘米，通高9.8厘米。该碗与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汪兴祖墓内出土的高足碗的形制及纹饰

相同[1]，应是元代晚期的器物。另一件青花小罐盖出土于西直门里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内，共出的青花瓷尚有觚形瓶、葵花口折沿松竹梅纹盘及破碎

的青花罐及碎片等[2]。此件青花小罐盖的形制为扁圆形，直沿，内槽口，盖面呈弧形，中为笠帽形盖纽，胎白质硬，青白釉泛灰，盖内无釉，无釉处

氧化后呈朱红色。盖面用青料绘串枝梅花一株，纽顶亦绘有花瓣，轮制釉接。盖径8厘米，高4厘米。亦为元代晚期器物。根据测试，元大都青花瓷的

青花化学成分具有高钙低钾、低锰高铁及含微量元素砷的特点，青花与白釉中都有很低的锌铁比。这些测试成果与已经发表的元大都另一件出土青花

瓷器的常量元素分析的结果相同[3]。元大都青花瓷成分的这些特点与两件青花大瓶所测试的数据也基本相同。 

考古研究对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

http://www.wenwuchina.com/episteme/  2011-6-14 14:19:55  作者：李德金    来源：《文物考古与现代科学》 



在元大都遗址内共出土19件青花瓷器，分属碗、盘、盏及盏托，高足杯、扁壶、觚形瓶、罐、罐盖、小玩具等10种类型，加上在全国已发现的窖

藏及墓葬中出土的大批青花瓷器，其品种、数量足以反映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水平及产销盛况，若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器物进行无损测试，积累大量数

据，将对今后发现的任何元代青花瓷的鉴定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而不必光凭外表印象去鉴定，并为某些器物的真伪争议不定。 

在应用高科技方法对古器物进行无损测试时，应同时有地层可靠或年代可靠的相同器物的数据与之比较。因此为了开展现代科技与考古文物相结

合的科研工作，需要考古、文物及博物馆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提供可靠器物测试数据，在拥有各时代古器物大量数据的基础上，鉴定古器物真伪及年

代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如何利用科学体系知识对古代遗迹与遗物进行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把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以多种学科相互交叉，使整个考古学研究

提高到新的境界已是迫在眉睫。这次讨论会将是这一目标的新起点。 

[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汪兴祖墓清理简报》，《考古》1972年第4期。 

[2]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3]陈尧成、张志刚、郭演义：《历代青花瓷器和青花色料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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