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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博学院在太原发现西汉木质简牍等文物

2018-09

　 　2018年4月至9月，考古文博学院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太原东山古墓祔葬墓M6实验室考古工

作。项目于近日获得重大发现，出土大批西汉木质简牍。这是在山西境内，同时是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首次发现简

牍文物。本次考古还出土了成套漆奁盒与铜镜、琴瑟乐器组合、漆案、漆盘、漆耳杯、漆纚冠、铜印、玉印、串珠

等珍贵文物。M6属于太原东山西汉墓葬群，主墓据推测可能属于代王及王后。

 

首页 | 学院概况 | 师资队伍 | 教学招生 | 国际合作 | 信息资料 | 学生园地 | 学院资讯 | 院史院友 | 招贤纳士 | 服务指南 | 博物馆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index.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2011_zj.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2001_2010.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1991_2000.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1981_1990.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1971_1980.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1961_1970.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1951_1960.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1941_1950.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index.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dsj/a2011_zj.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index.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xygk1.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szdw1.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jxzs1.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gjhz1.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xxzl1.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xsyd1.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xyzx1.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ysyy.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zxns1.htm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fwzn1.htm
http://amsm.pku.edu.cn/


1931-1940

1922-1930

院史资料

院友名录

木简红外照片

 

　　 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王恺任项目工作组副组长，负责出土文物保护工作。王恺任职于文物保护教研室，研究

方向为文物材质分析方法及有机质文物保护修复。王恺团队在现场工作中开展了一种全新的实验室考古工作模式。

他们利用本专业跨学科研究优势，将文物分析实验室建立在考古发掘现场，整合多种分析手段，实时对各种出土物

的材质及保存状况进行检测，为发掘提供指导。这一尝试打破了通常实验室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顺次开展的形

式，使文物信息的提取更加及时和全面。借助这套工作模式，王恺团队在现场发现了糟朽严重的木质简牍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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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实验室考古及文物现场应急保护工作对于东山汉墓群主墓，以及半干旱地区其它木椁墓的发掘和保护提供了新

方法的示范。

　　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教研室曾承担北京大学藏西汉及秦两批简牍文物的实验室发掘及保护研究工作，对简牍

文物的清理记录、科学分析、保护保藏具有丰富的经验，已形成一批系统性科研成果。此批汉代木质简牍文物即将

运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展下一步工作。随着研究深入展开，北京大学文物保护学科将进一步提升在简牍科

学分析及保护领域的学术地位。

　　本次实验室考古同时是考古文博学院与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的实习课程。有5位双学位及

辅修生参加了文物出土现场应急保护工作。这是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改革建设高质量、多层次的跨学科本科教育项目

的一项重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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