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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烟
台市长岛县大黑山岛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史前
建筑实验考古课程工作营，实验性地建造了
北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F16 和 F39 两座房屋。
本次课程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长
岛县博物馆协办，获得了长岛县委、县政府
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大力支持，吸收了海
内外20多名青年考古学生及建筑学生参与。

今年的史前房屋建造实验考古课程直接
来到遗址所在地，与考古遗址进行更为紧密的
对话，对考古学和建筑史研究等领域都产生积
极推动，也尝试在遗址展示利用及公众教育方
面探索出一条新路，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2017 年的暑期课程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助理教授张剑葳博士任授课教师，博士生
杨兆凯（建筑考古方向）、杨菁（新石器时代考
古方向）任助教。3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
博士生和本科生，2位长岛县博物馆的青年学
者，以及14位来自北京联合大学、复旦大学、南
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
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沈阳建筑大
学、太原理工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赤峰学院、
悉尼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相关专业研究生、博
士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组成。涉及的专业包括：
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建筑学、景观建筑
学、遗产保护等。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参加
实验考古，在海岛的酷暑中，他们投入了巨大
的热情、深入的思考，也洒下了辛劳的汗水。

实验目的和过程

参与师生分成两组，在北庄遗址原址以
北的土岛村，分别完成F16和F39两座房屋的
搭建。F16 是北庄遗址中最大的一座房址，
F39则是平面、规模和结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
一座。工作过程中两组房屋注意互相对照，
实验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实验考古过程中，师生们精读、分析考古
报告，全程研习、实践从绘制复原设计图、计算
工料，到土工、运料、解材、简单榫卯、绑扎、苫
屋顶及泥墙做法这一完整过程。本次实验的目
标主要在于检验房屋的考古遗迹现象与其图
文记录方法、复原推测设计之间对应关系的可
靠性，以及触发思考建造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
关技术、意识和社会问题。因此，实验设定可以
采用铁锨、铁斧、框锯等现代手工劳动工具。具
体学习目的包括：

掌握对史前房屋结构进行复原研究的基
本方法；

在开展实验考古复原研究过程中，建立
“遗迹——图纸——复原实体”的认识和思考
方法；

从微观层面加深对遗迹现象的认识和再
思考；

促使学生从工程组织、社会组织层面思
考建筑和聚落遗址。

工作营师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
工作 6小时，晚间还有 2小时的讨论课，总结
当天工作、制定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同学们自
力更生造屋，又能分工协作，教师特意在动土、
上梁、安灶等关键环节安排、设置了仪式，让参
与实验者除了付出体力，还要充分沉浸到对工
程组织、空间意涵生成，及资源获取、废弃物堆
积发生机制等考古学、建筑学议题的思考中。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当地现存的“海草房”
特色历史民居，师生们认为北庄时期的房屋有
可能使用了海带草这一当地特色海洋资源。因
此，为实现这一传统做法，师生特地请来地方
匠人，在其指导下完成了部分屋顶的海草苫
盖。这不仅为实验考古复原提供了数据，也为
同学们指出了延续地方传统建筑技艺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

收获和感想

工作营之后的总结会上，同学们表示此次
实验考古研究对于自己日后的学习和研究都
将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在田野考古发掘、
报告撰写，还是在多学科协作的开展，以及问
题意识的培养上。

工作营的第一阶段结束于 7月 13日。清晨
五点钟，师生们来到营地告别留影，两座凝聚着
大家劳动与思考的史前房屋在朝阳下熠熠生
辉，营造出一种归属感。两座使用不同的构造逻
辑复建的半地穴式房屋，展现了北庄先民生活、
生产的不同可能性。我们看着两座精神气质如
此不同的房屋，想象的思绪跨越了五六千年。

8月下旬，北大六位师生再次登岛来到实
验营地。再次见到两座房屋时，大家心里悬着
的石头落了地——经过海岛上的风雨，它们安
然无恙。

除了继续完成房屋的建造，第二阶段重点
开展了下列实验：

对已完成的部分墙体进行解剖。以检验不
同构造的木骨泥墙是否能够被现代考古学的
解剖手段区分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想知道，用
手铲刮壁面，真能分辨确认出房屋遗址的墙体
构造吗？

对墙体进行表面处理实验。根据考古报告
中的记录和推测，我们在墙皮的细泥之上，分
别尝试了用料礓水、料礓粉上色，以获知当时
建筑的室内效果。有了料礓的乳白色，半地穴
房间里顿时亮堂了起来。虽然室内效果在建模
软件里也很容易虚拟实现，但建筑给人的感受
终究是需要亲身在场感知来实现的，无论是尺
度还是颜色的“温度”。这也正是实验考古的魅
力所在。

在室内生火，开展排烟实验。两座建筑的
室内檐部都比较低，其下方的灶如果生起火
来，会不会把房顶烧着？烟能否及时从窗户排
出去？幸好，房子没被一把火烧掉，它们还在大
黑山岛的土地上矗立着。

对上述问题我们都进行了记录，正在撰写
实验考古报告，期待发表后与学界分享我们获
得的数据，也期望获得考古学者和一线工作者
们的批评指正。

实验考古工作营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
来岛游客驻足观看、问询乃至亲手参与。我们
希望未来可以在北庄将史前建筑实验考古与
公众考古有机结合，延续北大学术传统，进一
步将长岛考古做成新时期考古研究与文化遗
产保护的典范。

两幢房屋在进一步修葺完善后，拟作为
北庄遗址展示设计工程的重要参照，本身也
将尽可能长期留存，作为实验标本，在帮助
考古学家解读遗迹内涵和遗迹形成过程的同
时，也引导更多公众走进考古、理解考古。
（北京大学历代青花画法研究课程实践见7版）

实验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实验考古的目的在于通过可以控制变量

的实验来模拟过去的现象，从中得出在考古学解释中可以模拟的或者加强考古学

认识的结论。这一研究取向在古代技术研究方面被公认为最具效用，除此之外，对

认知能力、行为系统，乃至社会结构等主题的研究也不无帮助。

2016年和201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连续举办了两期实验考古暑期课程，

包括冶金考古实验研究、史前建筑实验考古研究和历代青花画法研究等课程，引起

了不小的关注。本报专门请这些课程的负责人从课程设置、过程和效果等方面予以

介绍，并采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了解了北大开办实验考古暑期课

程的缘由、目的以及所起到的效果。

绝 知 此 事 要 躬 行
——记北京大学实验考古暑期课程

“实际上，实验考古暑期课程只是我们相关
工作的一部分。现在教育部有两个中心在北京
大学，一个是实验实践中心，一个是虚拟仿真中
心，这两个中心应该怎么运行，这本身是一个要
思考的问题。暑期课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杭
侃如是说。

“为何要开展实验考古课程，主要从两个方
面考虑，一个是教学，一个是科研。考古学研
究的是古代的物质文化，但
长期以来主要关注的是类型
学的研究，所解决的问题主
要是年代框架。而研究需要
深入，文物都是古人做出来
的，其制作技术、思考方式
和器物的精妙之处，光凭观
察和想象很难深刻体会。从
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自己尝试去做，哪怕做得
不是很好，但是有了切身体会，知晓工艺流
程，对研究会很有启发。例如通过模拟石窟开
凿，我们才能通过另一种视角看古人如何布置
洞窟，才能意识到要关注岩石的节理，会造成
什么样的视觉效果。当前，石窟寺的模拟开凿
在进行当中，将来还计划开展诸如玉器制作的
课程，这都是有科研目的的。当然，限于条
件，还不能铺得太开，但一定是有所目的，有
所设计的。”

杭侃也谈了教学方面的意义。“目前我们的

教学面临很大压力。现在北京大学提倡通识教
育，学生的自主性很大，如果不能让学生知道
这个学科在做什么，有趣的点在哪里，就很难
吸引学生。通过让学生亲自动手，带动学生的
兴趣点，他们的思维就灵活了，也真正理解了
所学的知识，知道问题的点在哪里。去年我们
一个新石器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房址模拟搭建
后，发了一条微信，说再去挖类似遗迹，就不

会仅仅是关注平面，而是要思考房子的空间结
构了。”

“之所以在暑期举办课程，是因为暑期时间
比较充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面向全国的暑
期课程，报名的情况还是相当火爆的，一般都
是从 1000多报名者中选几十个人。至于遴选标
准，我们希望这些学生的专业和能力与相关课
程还是尽量靠近一些，也希望他们在课程中能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

记者注意到，课程招生简章上说，暑期课
程不同于公众考古中旨在面向公众的趣味考古

活动。杭侃这样解释道：“这个课程和‘趣味考
古’是不同的，我们的学术目的是什么，招生
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讲明白这是科研工作的
一部分。这些课程，将来都是要出报告的，甚
至创立一个专门刊登实验考古的通讯也未尝不
可。用这个活动来促进科研和学生培养。”

“实验考古应制度化、规范化。我们目前虽
然在实验考古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参与的

老师还不够多，研究的深度
也还不够。就我熟悉的佛教
考古这方面来说，计划开一
个洞窟，要模拟很多环境。
石窟怕水，我们偏要在一个
水源多的地方开凿，甚至做
破坏性实验。这样做，除了
开凿风格等方面的传统研究

外，文物保护的研究也可以介入进来了。我们不
断摸索，才能和科研真正结合起来。”杭侃说。

对于暑期课程在公众考古上的意义，杭侃
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在课程所在地，比
如今年在长岛北庄进行模拟房屋搭建，这是在
认真查阅资料的情况下力图复原，而不是泛泛
的表示，对围观的当地群众是有所影响的。另
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在将来成熟的时候，用网
络直播的形式，让越来越多对此感兴趣的公众
能够直观感受考古研究的方法和过程，通过这
些方式，让课程取得积极的社会意义。”

冶金考古的研究范畴包括对采矿、冶炼、
铸造、锻造和金属制品的使用、流通和废弃等
各环节所涉及的遗迹遗物。实验考古是冶金考
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更直观地
体验古代金属的生产过程，更好地理解冶金过
程中各种遗迹遗物所对应的生产步骤，进而还
原古代工匠的技术选择。同时，实际参与整个
金属生产流程可以帮助田野考古工作者更好地
辨认古代冶金相关遗物与遗
迹现象，在发掘过程中更加
全面地揭示出古代冶金遗址
蕴含的相关信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国内外冶金考古学者在矿石
的开采和加工、金属冶炼和
铸造、金属制品的加工和使
用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考古研究，为解决古代冶金技术、复原古代冶
金活动及其组织形式、探讨冶金活动与环境的
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但遗憾的是，目
前国内开展的冶金实验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较
少，与国外经常性的冶金实验考古研究及教学
相比，我们是比较落后的。针对这一情况，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早在 2010年开始就有计划
地开展实验考古活动，并分别在 2016年 8月和
2017年 8月组织了两期实验考古暑期课程，分
别进行炼铜、熔铜铸造和炒钢的实验考古操
作，这是考古教学较为创新性的尝试。两期参
加冶金实验考古暑期课程的学员近 70位，来自
国内外 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如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科学院、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耶鲁大学等。

实验过程

青铜冶铸实验考古时，首先将参与课程的
学员分为五组分别进行矿石燃料准备、耐火材

料制备、陶范制作、鼓风设备制作以及科学检
测仪器调试等相关工作。矿石燃料组主要负责
粉碎分拣矿石和木炭，尽量提高铜矿品位，并
将木炭粉碎至所需合适尺寸；耐火材料组利用
一定比例的泥、砂及羼和材料制作鼓风管、坩
埚、冶炼用的地炉和竖炉，其中坩埚为敞口浅
腹内加热坩埚，加入稻草与木炭碎屑作为羼和
料；制范组利用泥、砂、石蜡、墨鱼骨等材料
制作范；鼓风设备组利用牛皮、羊皮等制作传
统鼓风器皮橐；仪器监测组负责安置热电偶、
红外测温仪，并在冶铸过程中负责记录加炭和
加矿石的时间。学员们在熟悉本组作业的情况
下，轮流加入其他小组，从而熟悉整个青铜冶

炼准备流程。通过材料准备，学员们已体会到
古代冶金活动的复杂性，意识到许多考古资料
中很难体现的技术问题，而是否能够成功解决
这些问题却直接影响着冶金生产的成败。

使用地炉炼铜时，在地炉两侧留出两个鼓
风口，利用皮质三通连接两对皮橐，并将皮橐
与鼓风管连接。同时，在地炉两侧安置热电偶
和红外测温仪，对地炉温度进行监测。鼓风设

备与测温仪器安置好后，
引燃木炭，并将坩埚埋入
木炭。两对皮橐同时鼓风，
按时加炭，并记录加炭数量
和频次。待温度升高后，向
坩埚内添加铜矿石，继续
鼓风一段时间后即停止，
待冷却后在坩埚中成功提
取了许多小铜珠。结果证

明即便使用很简单的地炉，只要鼓风量足够，
也可成功将铜矿石还原成金属铜。此后，用同
一地炉完成青铜浇铸实验。

竖炉炼铜相对复杂。为增大鼓风量，竖炉
预留了三个鼓风口。炉子周边插入测温设备，
随时监测炉内温度。在炉子充分预热后，向内
添加铜矿石，按照一层木炭一层矿石的顺序添
加。加炭时间、频次及数量需由专人掌控和记
录。两次竖炉冶炼实验均顺利生产出了金属铜。

冶炼活动结束后，对竖炉与地炉进行了解
剖，详细记录了炼炉内不同部位炉料的分布情
况、炉壁的烧灼程度以及炉壁周围土壤颜色变
化与烧结情况，对多种冶金遗物以及整个实验
场地的表层土壤进行了取样，并一起讨论如何
在考古发掘中辨认相关遗物与遗迹现象。最后，
师生一道对冶金废弃物及炼炉进行了掩埋，制
造了多个灰坑，为下一期的冶金实验考古提
供田野素材，以体验更加完整的冶金考古研究
流程。

两次冶金实验考古教学均圆满成功。炉
子、坩埚、鼓风管等耐火材料在冶铸过程中表
现出了较好的耐火性；皮橐、木扇、风箱等鼓
风设备的制作也卓有成效，保证了足够的鼓风
量，从而保证了炉温；测温设备能够正确安
置、有效读取和记录；冶炼浇铸过程中，对炭
和矿石的添加在数量和时间上的正确掌握，对
鼓风量和炉内温度、气氛的良好控制，都是这
次实验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有一些
不足和遗憾，如在一次地炉熔铜时，由于炭量
不足、坩埚放置位置偏高、鼓风量不足等原
因，坩埚内铜矿未能完全熔融，无法进行浇铸。

课程效果

实验考古带给大家的收获无疑是巨大的。
它让学员们跳脱出书本上的刻板描述，切身体
验了青铜冶炼与浇铸的整个过程，了解到了古
代匠人的技术选择、工艺创新及付出的辛劳，
深刻认识到了每一个阶段和环节都会影响到最
终的结果，在材料和技术上的任何缺环或不足都
可能导致整个实验的失败。同时，也让同学们对
青铜器注入了更多的感情和敬畏，当打开竖炉，
众里寻他千百度，发现铜颗粒的那一刹那；当火
红的铜液流出，浇入陶范，继而看到成型器物的
那一瞬间，学员们看到的是其背后凝聚着的古人
的智慧、技艺、汗水、生产体系、社会分工、
管理制度乃至当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

科研·教学·公众普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访谈

 本报记者 贾昌明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冶金实验考古纪实

 刘薇 刘思然 陈建立

跨越几千年的原地复建
北京大学实验考古暑期课程在山东长岛完成两座史前房屋搭建实验

 张剑葳

地炉冶炼场景 拣选、粉碎铜矿石

地炉熔铸场景 炼炉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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