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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焦点

记者：有人提出“抢救性发掘”秦始皇陵
的计划，但被国家文物局否决。秦陵地宫的
发掘目前有日程表吗？

曹玮：至少 100 年之内不可能。对秦始
皇陵的 600 多处遗迹，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后
才能动最核心的地宫。无机物陶俑的保护
目前已经不是问题，但陵墓中有机物仍然是
世界性难题，比如丝绸、纸张等的保存。举
一个例子，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绸，出土后一
直放在冰箱里，专家们不敢拿出来，一拿出来
就会变色。

焦南峰：我始终认为，中国秦汉时期的帝
陵与埃及金字塔不一样。埃及金字塔进去之
后，把东西拿出来，金字塔还安然无恙。中国
的帝陵，土是堆上去的，挖开之后，要把封土
全部搬走，这意味着秦始皇陵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主张能不挖都不要挖。

记者：技术问题是主要的制约吗？
焦南峰：对。我自己也曾有过非常大的

遗憾，当年我主持汉阳陵的发掘工作，汉阳陵
的陪葬陶俑虽然比秦兵马俑小，但是都穿着
丝绸衣服，可是千年过去，丝绸衣服都像粉末
一样朽烂在泥土里，如何将这些粉末从泥土
里分解出来然后再恢复成丝绸，这是目前无
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出土后的汉阳陵陶俑
都光着身子，是一大遗憾。

当然，考古工作无法不伴随遗憾，没有遗
憾就不可能有后来文物保护技术的展开。考
古专家是在从事一个有点无奈的职业，因为
任何文物保护技术从根本上讲都无法保证文
物永世不灭。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不挖，那
样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又无法进步。要不要
挖？什么时候挖？挖多少？这是一个永恒的
悖论。 据《南方日报》

考古专家：不宜大规模发掘兵马俑
秦陵地宫至少100年内不会打开，技术问题是主要制约因素

此次发掘将军俑很值得期待，不可能出现外国人面孔
在国内考古界“沉寂”多年的秦兵马俑博物馆，6月13日正式宣布：该馆第一

次以独立资格组织考古发掘队开展的考古工作正式拉开。这是秦俑一号坑在时
隔24年后的第三次发掘。兵马俑博物馆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渐完成俑坑
北侧约200平方米的发掘，最终将俑坑北部从东向西完全贯通。对此，有专家提
出“不宜大规模发掘兵马俑”，此次发掘考古顾问、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就表示，
技术并不是万能的，俑身彩色泥块脱落或与俑坑内泥土混杂等问题至今仍未解
决，还很难修复到位。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秦兵马俑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
掘条件是否成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副馆长曹玮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前所长、著名秦汉考古专家焦南峰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考古发掘真像是在绣花”
6月13日，考古人员对被称为“世界第八奇

迹”的秦兵马俑一号坑再次发掘。16日，发掘现
场对游客开放。展厅里有两个地方最吸引人：一
是刚进展厅的位置，因为这里能够纵观整个
15000平方米左右的展厅；二是一号坑中间偏西
北的200平方米区域，这里是本次发掘的区域。

在发掘首日挖出的四马战车已经露出局部
马俑。还有几尊已经露头的人俑，工作人员正
用小刷子、小铲子在其周围小心地发掘。“考古
发掘真像是在绣花！”有游客这样评价。

彩色兵马俑能被保护下来
在发掘现场，有四五只储物箱摆在并不显

眼的位置，箱子里装的是保护彩绘的特制药
剂。在发掘过程中，如果考古人员发现彩色陶
片，争取保护色彩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在这
个时间内，考古人员会即时给彩色陶片用上这
种特制的药剂，然后用保鲜膜包裹密封，随后再
立即送到附近的实验室。通过这样的处理，彩
色的兵马俑就能被成功保护下来。“这项技术已
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虽然经过保护处理后没有
刚出土时那么颜色鲜亮，但已经能保证颜色不脱

落。”在现场指导发掘的考古队长许卫红介绍说。

不可能出现外国人面孔
对于此次发掘是否能发现文官俑，是否会

出现外国人面孔等问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考古部主任刘占成说，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
一号坑中主要是步兵、车兵组成的军阵，将军俑
很值得期待。在军阵中不可能出现文官俑，更
不可能出现外国人的面孔。因为在已经发掘修
复的人俑中，总体以关中秦人形象为主，少数民
族的形象不多。

秦始皇就是秦俑主人
此前曾有人质疑秦俑主人是否是秦始皇。

对此，刘占成和许卫红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
一致认为秦始皇确是秦俑的主人，而且证据充
分。两位考古专家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
从地层上看，发现秦俑的地层属于秦文化层，这
点已经肯定；第二，从目前整个秦陵区已发掘的
陪葬坑看，所有兵马俑在建设形式上是一致的，
比如都有俑道等；第三，从已出土的文物看，青
铜兵器上明确出现了吕不韦的名字，吕不韦为
秦始皇的丞相。 据《钱江晚报》

残存在陶俑表面的颜色可以完全保存
记者：更多的兵马俑被发掘出来后能否安

然无恙？
曹玮：有人说兵马俑原来有朱红、粉红、粉

绿、粉蓝、枣红、粉紫、中黄、橘黄、白、黑、赭等
颜色，但是出土后全部退色，现在的陶俑基本
都是青灰色的，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起码一号
坑里的陶俑在秦末就经历过大火焚烧，而且这
里的黄土透气，空气早就渗入，颜色在2000多
年里已经逐渐丧失了。所以，出土的都是一些
彩色痕迹，对于陶俑彩色的保护技术，现在已
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焦南峰：残存在陶俑表面的颜色，我们的
技术可以保证完全保存。但有些陶俑的泥块

掉下来，颜色脱落混在土里，如何把这些颜色
分解出来粘回兵马俑上，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
问题。

记者：此次发掘多少比较合理？
曹玮：我们现在除了兵马俑一、二、三号陪

葬坑，在秦始皇陵周围也发现了600多处各种
遗迹，基本上都没有发掘。

焦南峰：我认为对兵马俑发掘的面积仍然
要慎重。在考古上，同类的东西挖一些留一
些，是比较科学的。比如发掘二、三号坑时，就
有专家提出三三制原则：三分之一彻底挖开再
修复，三分之一挖开后不修复，还有三分之一
则不挖。

秦俑军阵布局可能有更多破解
记者：此次一号坑发掘可能破解出什么？
曹玮：我们对秦始皇陪葬坑了解得太少

了。比如什么叫文官俑？因为陪葬俑的风格
是写实的，文官俑究竟怎么定义，都是未定的
事。总体来说，一号坑未来 5 年发掘的过程
中，我们可能破解更多关于秦俑军阵的布局
问题，并且更进一步了解秦始皇的用俑陪葬
的制度。秦始皇制作真人大小的陪葬俑，他
是空前绝后的。汉代帝王都不采用真人大小

的陶俑了，用雏俑，这在战国时期楚国帝王陵
出现过。可以说汉代帝王继承了楚国陪葬制
度，因为他们是楚人，与秦始皇的陪葬陶俑风
格不同，但又有一定的承袭。这是什么原
因？都可能被破解。

焦南峰：我觉得，国家文物局之所以批
准一号坑的发掘，也在于我们对坑里情况
非常清楚了。出现意料之外的大发现估计
很难。

秦陵地宫百年内不可能打开

在发掘现场，很多陶俑已露出面容。

一号坑正待修复的陶俑。一号坑正待修复的陶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