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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阿尔泰考古探秘
——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仁

　　阿尔泰山脉坐落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四国交界处。由于自然环境优越，阿尔泰山脉自古以

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域，也是文化和技术传播的重要通道。因此，阿尔泰山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的关注

和研究。流经阿尔泰山脉南麓的额尔齐斯河是一条国际河流，发源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经哈萨克斯

坦和俄罗斯之间的草原，然后一直向北，最终流入北冰洋。

　　在古代，额尔齐斯河既是一条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一条文化传播的通道。南京大学和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

学于2014年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调查发掘俄罗斯阿尔泰（现分属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共和国和阿尔泰边疆区）的

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共同研究额尔齐斯河沿岸的人群迁徙、冶金技术和家畜传播等问题。这条人群迁

徙的通道为阿尔泰带来了什么？冶金技术的传播路径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张良仁。

　　探索冶金技术传播的奥秘

　　“之所以选择跟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合作，是因为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

研究俄罗斯青铜时代文化，并于2001年以后多次访问俄罗斯，与那里的考古学者建立了联系。”张良仁告诉记

者，2015年南京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联合考古队，在阿尔泰山脉西北侧发掘了一座青铜时代的冶炼遗

址——卡勒望湖I号遗址。2016年之后，该联合考古队在阿尔泰山脉西侧的草原地带，三次发掘了另一座青铜时

代的冶炼遗址——苏联路I号遗址。

　　卡勒望湖I号遗址位于阿尔泰边疆区，这一区域通过额尔齐斯河与中国相通，应该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张良仁表示，阿尔泰山脉西部蕴藏了丰富的铁、金、铜和铅矿资源。青铜时代早期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居民就开始

在这里开采铜矿。18世纪以后，这一地区相继成为俄罗斯金、银、铜等金属的主要来源地之一。遗址所在的蛇山

市就是因此而建立起来的。

　　卡勒望湖I号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于1982—1988年、2007年、2010—2014年经历三次发掘，共

发掘1890平方米。张良仁介绍，历年发掘区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面貌大致相同。很多灰坑、水沟遗迹内出土的矿

石和炉渣表明，该遗址的古代居民曾从事金属冶炼等活动。但2015年联合考古队在该遗址的挖掘区发现的文化

堆积较为简单，仅发现了少量灰坑，以及一些天然的冲沟和鼹鼠留下的洞穴，共出土了490块陶片、22件石器、

730件兽骨与一些炉渣和矿石等。大多数陶片表面装饰戳印的平行线纹，多见陶器的平底，主要为缸形器。石器

种类较多，包括杵、砧、镞等。骨制品种类大致可以辨别，但部分骨制品的功用尚待研究。

 标题 

2020年09月29日 14: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楠 打 印  推 荐

http://arch.cssn.cn/qt/ydkhd/
http://arch.cssn.cn/qt/wzdh/
javascript:SetHome('http://www.cssn.cn/')
http://sscp.cssn.cn/tgxt/zgshkxtg/
http://weibo.com/u/2201275590
http://t.people.com.cn/19801521/profile
http://www.cssn.cn/
http://www.cass.cn/
http://casseng.cssn.cn/
http://english.cssn.cn/
http://french.cssn.cn/
https://epaper.csstoday.net/
http://pic.cssn.cn/
http://stv.cssn.cn/
http://mall.cssn.cn/
http://news.cssn.cn/
http://spec.cssn.cn/
http://orig.cssn.cn/
http://intl.cssn.cn/
http://scho.cssn.cn/
http://tt.cssn.cn/
http://joul.cssn.cn/
http://mil.cssn.cn/jsx/
http://lcl.cssn.cn/gd/gd_rwhn/
http://ex.cssn.cn/
http://db.cssn.cn/
http://arch.cssn.cn/
http://arch.cssn.cn/kgx/
http://arch.cssn.cn/kgx/sjkg/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void(0)


　　卡勒望湖I号遗址和苏联路I号遗址都距离金属矿区不远。联合考古队在两处遗址都发现铜器、炉渣和铜矿

石。张良仁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分析这些铜器、炉渣和铜矿石的微量元素、铅同位素，从而追寻冶金技术传播和

金属贸易的路线。这里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居民还从事畜牧业。按照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家马传入中国

的时间是公元前13世纪，而牛羊大概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前。阿尔泰地区发现的牛羊马年代比中国

早，这其中是否有关联？对此，他们希望通过DNA技术追溯牛羊马的基因谱系，从而发现家畜的传播路线。

　　中俄联合开展国际化培养项目

　　2017年，南京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启动中俄阿尔泰国际化考古实习项目，先后两次将双方的本科

生带到阿尔泰山脉实习，为中国考古“走出去”赋予了另一层意义。

　　该项目选择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切马尔县卡通河谷中进行，此处建有阿尔泰国立大学的实习基地。由于特

殊的自然条件，阿尔泰共和国的大型巴泽雷克文化墓葬内的积水结成了永冻冰。永冻冰有助于有机遗物以及墓主

人尸体的保存，使这里成为理想的考古发掘区域。而这里丰富的地质现象、富饶的自然资源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研

究冰川、生物、地质的学者。

　　张良仁表示，希望通过让不同院系的学生参与这个项目，使他们熟悉古代的游牧文化，了解俄罗斯的考古发

掘方法，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打开他们的研究思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基于这种考虑，2017年的考古实习项目选择了基地附近的一座巴泽雷克文化的冢墓进行考古发掘。冢墓是

南京大学学生从未接触过的古代游牧民族特有的墓葬形式。该冢墓是一个用石头堆成的小山包，看着规模小，但

是工作强度很大。在实习期间，团队成员用两周时间挖掘了一座直径11米、高1米左右的冢墓。

　　此次考古发掘工作量较大，拔草、剔土、拍照、绘图一一做完，再把那些不规则又相互叠压的石头搬走，露

出墓口后，再继续挖掘，挖掘完以后还要把石头搬回去。张良仁告诉记者，该冢墓的主人是一名年轻的男性猎

人，遗骸保存完好，在冢墓中还出土了1把铜刀、5枚骨镞、1枚砺石、一些陶片和动物骨头。

　　植物学与考古学联系非常密切。植物群约每1000年会发生一次变化，由此甚至可以推测考古发掘遗物的年

代。为了让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阿尔泰地区的生态条件和古代文化，项目组还安排了植物学和考古学系列课程，

以及对博物馆、古代岩画和古代墓地的考察。

　　俄方领队、阿尔泰国立大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谢·提什金在2003年就与张良仁相

识。他在2017年双方合作的纪录片中表示，希望学生间也能建立起像他与张良仁这样的关系。当这种关系在各

个层面发挥作用时，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合作研究中心。当前，中国发展迅速，拥有先进的分析仪器和实验室，

俄方希望与中国考古工作者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重大的考古发掘成果在研究结束之前往往都是未知的。考古工作一般需要通过长年的积累，然后在某个时候

突然获得重要成果。张良仁提到，目前中俄联合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很难说有什么重大发现，但是点滴的成果，

将为未来的发现提供更为丰富的线索。

　　张良仁认为，人种的起源、文化的传播等问题，都要通过国际考古发掘来探求。中国考古学者若在更大的视

野中开展研究，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而且，中外考古队在联合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

信任，更好地传播中国学术，更深刻地认识外国的历史和文化，进一步发挥学术外交的作用。

　　国际合作开展考古发掘研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中国考古“走出去”是一个实现不同国家相互学习

和交往的过程。张良仁表示，未来中俄双方还会继续推动学者和学生的互访，通过卓有成效的合作，进一步提升

双方的研究水平。他希望通过像中俄联合考古和阿尔泰国际化考古实习这样的项目，培养出一批掌握外语、致力

于研究外国古代文化的人才，积极推动在中国建立俄罗斯考古研究基地，促进中外联合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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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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