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域 外 考 古

中埃联合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理念与实践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 究所赴埃及考古项 目 组

２ ０ １ ８年 １ ０月 ２ ７ 日
， 在时任中 国 国家副主席王岐 山 的见证下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和埃及文旅部部长哈立德 ？ 阿纳尼在开罗总理府签署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文物部合作和互助协议 》 。 同年 １ １ 月 ２ ９ 日
， 中埃联合考古项 目组在

埃及卢克索的卡尔纳克孟图神庙正式启 动 田野工作 ， 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首次派出考古

队到埃及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 。

本项 目 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创新项 目 。 中埃两国各 自 派遣考古团 队联合开展

工作 ， 由 中方团队主导工作 ， 总负责人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委员 、 学部主任 、 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研究员 ， 执行领队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

研究室主任贾笑冰研究员 。 埃方团队负责人是埃及文旅部古物司司长艾曼 ？ 阿什马维博

士 ， 卡尔纳克研究中心主任穆斯塔法 ？ 萨基尔博士为执行领队 。 中埃联合团队及相关合

作单位成员共５０余人 ， 研究领域包括 田野发掘 、 铭文研究 、 科技分析和文物保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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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一

） 。 卢克索市 即古都底 比斯 ， 在 中 王国时期与新王 国时期 ， 曾经是古

埃及文 明 的首都 。 １ ９ ７ ９年 ， 联合 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将古都底 比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 Ｒｅ ｆ
：８ ７ ） 。 作为王权与宗教的 中心 ， 底 比斯拥有两处大型宗教建筑 ： 卢克索神庙和

卡尔纳克神庙 。 其中后者尤为重要 ， 是古埃及最大的神庙建筑 ， 总 占地面积约 ７０万平方

米 。 卡尔纳克整个北部区域 （ 简称卡尔纳克北 ） 即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 目 的工作地点 ，

总面积达 １ ０ ． ６万平方米 。 现已探明 的建筑遗迹共有 ２２处 ， 以石质建筑为主 ， 大部分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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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古城底 比斯所在地理位置及其周边重要遗存位置示意图

宗教礼仪活动有关 。

遗址区 内 ， 由大型的泥砖围墙划分出 了一处 ２ ． ４万平方米的方形神庙区 。 神庙 区 内

大体可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部建筑包括孟图神庙 、 哈普拉神庙和
“

高台建筑
”

， 它们 由

东至西依次排列 ；
孟图神庙的西侧还有一个小型圣湖 。 南部建筑包括玛阿特神庙以及沿

着神庙区南 围墙修建的 ６座奥西里斯小神殿 ， 它们的入 口一致朝南 。 孟图神庙和哈普拉

神庙正门朝北 ， 与神庙区围墙北边塔门和斯芬克斯道对应 ， 是宗教庆典时的主要通道 。

神庙区 内大部分的主要建筑都拥有独立的附属建筑 ， 如柱厅 、 塔门 、 方尖碑 、 院落围墙

等 （ 图二 ） 。

现阶段研究表明 ， 孟图神庙区始建于古埃及新王 国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 （ 公元前

１ ４世纪 ） 。 在之后的大约 １ ５ ００年里 ， 神庙区内经历过数次规模不等的修补 、 改建 、 扩充

和破坏 。 尤其在托勒密时期 （ 公元前 ３￣ 公元 １ 世纪 ） 有过一次较大的修复重建 ， 现保存

最完整的北大门就是这个时期 的代表性建筑 。 在罗马时期晚期 ， 整个区域逐渐荒废 ， 虽

保留小部分人类活动的迹象 ， 但宗教活动 已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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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概 况

１ ８ ５ ８年 ， 法 国人马里埃特 （ Ａ ．Ｍａｒ ｉ ｅｔｔｅ ） 成为第一任埃及文物部的部长
［

１ ］

。 他重

视对文物的保护 ， 杜绝一切非法盗掘的活动 ， 并着手制定文物法和考古发掘许可制度 ，

将埃及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带人了一个新的时代 。 他在任期间 （ １ ８ ５６
￣

 １ ８６０年 ） 在卡尔纳

克北地区开展了首次的 田野工作 ， 对孟图神庙区南侧的６座奥西里斯小神殿进行了简单

的清理 ， 并编写了报告
［
２

１

。 １ ８ ８０年 ， 法国东方研究院 （ ＩＦＡＯ ） 在开罗成立 ， 开始加强

法国团队在埃及的考古工作 。 １ ８ ９５年 ， 法国人勒格兰 （ Ｇ ． Ｌｅｇｒａ ｉｎ ） 在孟图神庙西围墙

外２５米处清理了另一座奥西里斯小神殿
［
３

］

。 随后 １ ９２ １
￣

１ ９２ ５年 ， 皮耶 （ Ｍ．Ｐ ｉ ｌ ｌｅ ｔ ） 也清

理了北大门外的斯芬克斯道 以及北部的码头
［
４

ｉ

。 早年的这几次工作仅对建筑的轮廓进

行了简单的清理 ， 所发表的材料也不够清晰准确 ， 而且当时法国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在

古埃及铭文上 。

１ ９世纪末 、 ２０世纪初 ， 另
一位英国人又给埃及考古学注人了新的方法和理论 ， 并

且让埃及人民重新认识了他们的历史 。 这是被后世称为
“

埃及考古学之父
”

的皮特里

（ Ｓ ｉｒ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Ｆ ．Ｐｅ ｔｒ ｉ ｅ
，１ ８ ５ ３

￣

１ ９４２年 ） 。 他在埃及 田野发掘中运用类型学 、 地层学 、

统计学等科学方法 ， 并创建了
“

序列断代法
”

， 推动了埃及考古在技术手段上的第一次

革新 ， 也提供了埃及从史前至希腊罗马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科学序列 。 他为埃及考古所作

出 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的工作 。

１ ９４０
￣

１ ９４３年 ， 法国东方研究院的瓦利耶 （ Ａ ． ＶａｒｉＵｅ ） 分别清理了孟图神庙 、 哈普

拉神庙 、 玛阿特神庙 、 高台建筑 、 圣湖等遗迹 。 这也是法国团队首次使用科学方法在卡

尔纳克北地区开展工作 。 １ ９４３年 ， 卡尔纳克北考古报告第一册发表
［

５
］

。 这本仅４０页文

字描述的报告 ， 对整体发掘情况只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 而原计划详细描述发掘工作的第

二本报告 （ 卡尔纳克北第二册 ） 也因瓦利耶的不幸早逝而一直没有整理出版 。 他工作期

间 的大量手稿与发掘记录如今存放在意大利米兰大学的档案馆内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法国人罗 比雄 （ Ａ ．Ｒｏｂ ｉｃｈｏｎ ） 接手了卡尔纳克北地区的工

作 （１ ９４５￣１ ９５ １年 ）

［
６

］

。 他依次清理了孟图神庙的门厅 、 与其相接的北大门和西侧的

围墙区等地点 。 考古报告分别于 １ ９５ １年 （ 卡尔纳克北第三册 ） 和 １ ９５４年 （ 卡尔纳克北第

四册 ） 发表 ， 其内容主要围绕建筑遗存和 出土铭文。 作为建筑学领域的学者 ， 罗 比雄首

？欠对孟图神庙主体建筑的演变进行了梳理 。 然而在 １ ９５ １年之后 ，
工作又再次停滞 。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 由于第二座阿斯旺大坝的始建 ， 大量的考古学家奔赴埃及南部和苏

丹北部地区 ， 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和地面文物的保护工作 。 受到 当时
“

新考

古
”

学派浪潮的影响 ， 精细的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被广泛运用在这些 田野工作中 ， 并取得

了令人瞩 目 的成绩 。 其中 ， 最著名 的文物保护工作无疑当属阿布辛布神殿的搬迁与重建

（ １ ９６６
￣

１ ９６８年 ） 。 这是以法国 团队为主导 ， 结合当时国际一流人员 ， 并运用最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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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手段而完成的伟大项 目 。

在这个大背景下 ，
１ ９６８年 ， 雅凯 （ Ｊ ． Ｊａｃｑｕｅｔ ） 再次重启 了卡尔纳克北的发掘工作 ，

并将重点放在神庙区外侧的一座图特摩西斯一世 （ 公元前 １ ５世纪 ） 的建筑 ；
田野工作于

１ ９７８年结束
［
７

］

。 １ ９ ８４ ￣ ２０ １ ３年 ， 雅凯和他的团队一共发表了六本报告 （ 卡尔纳克北第

五册至第十册 ）

［
８ ］

， 分别对建筑遗存 、 出土器物 、 出土铭文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这

也是卡尔纳克北地区唯一通过精细发掘且完整发表的 田野工作 。

在雅凯之后 ， 法 国人基本结束 了 在这里的发掘工作 。 实际上从 １ ９ ５ １ 年至 ２ ０ １ ８

年 中埃联合考古项 目 的正式启 动 ， 围墙 内 的整个神庙 区 已荒废 了数十年 。 虽然期间

有学者开展了个别的研究工作 ， 但也只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建筑和区域 ， 例如贾宝德

（ ＬｕｃＧａｂｏ ｌｄｅ） 和朗杜 （ Ｖ ｉｎｃ ｅｎｔＲｏｎｄｏ ｔ ） 对孟图神庙主体建筑的研究
［
９

］

， 阿什顿

（ Ｓ ．

－Ａ ． Ａ ｓｈｔｏｎ ） 团队在神庙区边缘开展的磁力勘探
［

Ｉ Ｇ
］

等 。

简单总结一下 ， 法 国东方研究院在卡尔纳克北地 区 的发掘工作可 以分为两个阶

段 ： 第一个是 １ ９４０ ￣

１ ９５ １年瓦利耶和罗 比雄在神庙区内的工作 ，
区域内的主要建筑都是

在这个时期清理出来的 ； 第二阶段是雅凯 １ ９６８
￣

１ ９７８年在神庙区外开展的工作 。 第一阶

段所清理出的大部分重要建筑严重缺少相关的文字 、 图像资料 。 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发掘

资料很遗憾没有获得妥善的发表 ， 相关的研究 （ 如陶器 、 小件 、 建筑构件等 ） 也没有得

到推进 。 早期的工作理念过于集中于建筑本身 ， 忽略了各建筑间的相互关系 ， 整个区域

在演变过程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等问题没有得到深人的探索 。

三 、 田野发掘工作

中埃联合考古队的首要 田野工作以填补遗迹密集区 内考古资料的缺失为切人点 ，

从而解决各遗迹间相互关系和区域布局等问题 ； 在开展发掘工作的同时 ， 对早期工作与

旧有材料进行重新整理 ， 并开展文物保护等相关工作 。 按照此理念 ， 将首次田野发掘工

作的重点放在两个区域。

１ ． 区域一 奥西里斯小神殿区

作为始建年代较晚的一组建筑 ， 神庙区南侧的六座小神殿所处的地理位置却非常

重要 。 位于连接卡尔纳克阿蒙神庙的主要通道上 ， 但此区域的早期研究又非常薄弱 。 联

合考古队通过两个季度的工作 ， 依次对第一 、 二 、 三座小神殿进行了清理。 在第二座小

神殿的柱厅内发现了
一段雕刻完整的圣书体铭文 ， 结合小神殿门前发现的另一座雕像残

块上的铭文 ， 基本确定该座神殿是由第２５王朝的圣女阿蒙尼尔迪斯为奥西里斯
“

生命之

主
”

所建的 ； 为该建筑提供了有力的年代标尺 。 第三座小神殿的主体轮廓与布局是首次

揭露 ； 其结构非常独特 ， 分东西两室 ， 南侧有泥砖修建的附属建筑 ， 以及一条石板坡道

与东室相连。 在东室 内发现的浮雕与残块展示 出一位女性王室成员 （ 圣女 ） 向卡尔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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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位主神阿蒙 、 穆特和孔苏献祭的场景 。 在这三座小神殿的北侧还发现一条东西向 的

泥砖围墙 ， 推断小神殿区极可能拥有一个独特的院落布局 ， 将这六座建筑划分在一个独

立区域内 ， 凸显其在当时的重要性 。

２ ． 区域二 孟图神庙西南角与玛阿特神庙相连的区域

这两座建筑是整个卡尔纳克北区域内面积最大 、 等级最高的建筑 。 然而 ， 了解他

们之间的早晚关系和各 自 的功能演变一直是学术界内悬而未决的重要课题 。 通过发掘清

理 ， 距孟图神庙南墙约 ６米处 ， 发现一条东西 向 的泥砖地面 ， 在每块泥砖上还发现一个

椭圆形印章留下的印记 ， 并且中 间印有圣书体铭文
“

ＮｅｂＭａａｔ Ｒａ

”

， 即孟图神庙的始

建者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 。 此次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孟图神庙由法老阿蒙霍特普

三世修建的这个假设 ； 而且对认识孟图神庙周边的早期建筑布局提供了有力材料 。 印有

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名且保存如此完整的泥砖建筑在底 比斯地区是首次发现 。 在此工作

的基础上还做了局部的解剖 ， 并在新王 国时期的地层下 ， 发现了古王 国时期 （ 公元前

２６
￣ 前２２世纪 ） 甚至更早时期的文化层 。 出土的器物暗示了在更早的时期此区域可能是

渔猎营地或村庄 。

四 、 文物保护工作

随着工作的开展 ， 对遗址的深人了解 ， 文物保护工作很快成为联合考古队关注的

重点 。 文物保护与 田野发掘是相互关联 ， 相辅相成的 。 由 于 ２０世纪 田野工作对文物的保

护意识不足 ， 孟图神庙遗址区面临很多问题 ， 急需开展相关的工作 。 中 国 团队将
“

边发

掘 、 边保护
”

的发掘理念和保护意识应用到了埃及考古的工作中去 。

１ ． 主要问题

回顾孟图神庙遗址区 田野工作的发展 ， 最早的清理工作可追溯至 １ ９世纪末期 ， 随

后就是２０世纪４０
￣

６０年代几次系统性的发掘工作 。 这些早期的工作缺乏科学的文物保护

意识和妥善的保护措施 ， 直至９０年代才对遗址个别地点进行了加固和保护 。 整个遗址区

长达数十年的荒废状态致使区内文物的保存状况存在较多的问题 。

（ １） 孟图神庙区 内现存的主要建筑都 以砂岩修建而成 。 作为一种易于加工的石

材 ， 砂岩在新王国时期被广泛应用在大型建筑 、 雕像等领域 。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 包

括孟图神庙 、 玛阿特神庙 、 哈普拉神庙等已揭露的大型建筑的保存情况都不理想 。 埃及

特有 自 然环境的高温 、 风蚀 、 返潮 、 盐碱化等因素 ， 加速了石材的恶化
［

１ １
］

。 大部分的

砂岩建筑在早期发掘清理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 ， 随后荒废了长达数十年 ， 期间野生植

物的大量滋生也对石质文物有较大的损坏 。 较多墙体内的浮雕 、 铭文存在开裂 、 脱落 、

腐蚀等情况 。 由于石构件的损坏与缺失 ， 导致稳固性失衡 ， 墙体倾斜 、 变形 ， 甚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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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的可能 。

（ ２ ） 发掘过程中 出土的建筑石构件 （ 如柱础 、 门梁 、 墙壁等 ） 与雕像残块等文物

也急需开展加固 、 修复 、 保护等工作 。 自 ２０世纪上半叶 田野工作结束后 ， 仅有极少数出

土的精美石块存放在临时库房内 ， 绝大部分的这些石质文物在出土后被随意地摆放在遗

址区内 。 ９０年代 ， 法国人修建了 ３座露天石台用于放置部分重要的残块 。 但至２０ １ ８年 ，

遗址区内 的多处地点仍能发现早期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块 。 由于与土壤直接接触 ， 此类型

文物在没有获得妥善的保护措施下 ， 保存情况较差 ， 铭文图像破损 、 脱落等情况较多 ，

甚至部分已无法识别 。 这些散落的石块占据了神庙区内的大量空间 ， 同样为开展 田野发

掘与勘探工作造成了阻碍 。

（ ３ ） 早期法国考古学家所记录的铭文残块信息不全 ， 有些已经遗失 ， 而大部分的

石构件和残块没有经过集中统计与系统记录 ： 缺乏档案管理机制 ； 大量文物的考古学信

息缺失 ， 如出土地点 、 层位等相关信息 ； 石块上的图像铭文也没有统一拍照 、 绘图与

抄录 。

（ ４ ） 与卡尔纳克 中心 区相 比 ， 孟 图神庙遗址 区 的所在地点较为偏僻 。 ２ ０世纪

４０ ？ ７０年代修建了几座临时办公用房 。 但因年久失修 ， 现已不再适合继续使用 。 文物库

房和相应的管理设施也较落后 ， 整体条件不理想 ， 文物保护工作进展缓慢 。 加之邻近

村落早期盗掘情况较严重 ， 也为保护工作增加 了 困难 ， 直至今 日 仍然存在着一些安全

隐患 。

２ ． 具体措施

在这一背景下 ， 当联合考古队于 ２０ １ ８年正式开展工作的时候 ， 既要迎接发掘工作

所带来的多方挑战 ， 也要面对文物保护方面的迫切需求 。 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 联合考

古队制定了保护方案和措施 ， 并围绕以下几个重点开展工作 。

（ １） 遗址区的整体维护 。 从２０ １ ８年开始 ， 在遗址区开展大面积的清理维护工作 ，

其中包括清除遍布四处的杂草和野生植物 ， 减少其对遗址的破坏 ； 同时也清理了多处因

早年发掘工作而形成的现代土堆 ， 拆除几处临时且已破旧的简易设施和清理地表上的现

代垃圾等 。 通过两年的工作 ， 神庙围墙区内 已清理完毕 ， 极大地降低 了野生植物对区内

文物的危害 ，
也基本恢复了原始的地形地貌 （ 图三 ） 。 这项工作有助于考古团队对整个

遗址区建立更清晰且直观的认识 ， 为开展和计划后续 田野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 考虑

到整个区域的面积 ， 整体的维护工作也将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 。

（ ２ ） 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 。 为了应对古建迫切需要修复和保护等相关问题 ， 联合

考古队决定与卡尔纳克神庙文保修复团队合作开展相关的工作 。 首要工作选择修复神庙

区南侧的第二座奥西里斯小神殿 。 此建筑早在 １ ９世纪末的时候便已清理出轮廓 ，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又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清理工作 ， 但一直没有开展妥善的保护工作 。 整个建筑现只

保留 了约一米高的墙体 ， 原始的上层建筑构件已基本缺失 ， 无法实现整体建筑的复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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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前 清理后

图三 神庙区清理前后的对比

但就现存墙体的情况来看 ， 石材的保存状况较好。 故修复工作的难度不大 ，
工程量与进

度较好掌握 ， 有助于我们 了解埃及在古建修复领域的方法与理念 ， 为将来开展大规模的

工作提供有力 的参考 ， 也为促进此领域的交流互鉴提供基础 。

埃及文保团 队主要按照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修复工作 ： ①建立修复档案 ， 记录每一

面墙体的情况 ， 并对修复过程进行详细的记录 （ 影像和文字 ） ； ②结合保存情况的诊断

结果 ， 对墙体进行细致的清理 ， 去除腐朽 、 粉化 、 破碎的部分 ， 保留保存较好 、 较牢固

的 ； ③根据具体情况 ， 采用适量的化学试剂对石材进行加固与维护 ； ④借助考古观察复

原墙体 ， 扶正倒塌 的墙体石块 ， 缺失较多的部分用碎石进行填补 ， 然后用石灰砂浆修复

墙立面与接缝 ； ⑤修复缺失的石板地面 ， 由碎石填充并找平 。 小神殿的主体建筑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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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大门都在修复计划 中 。 通过三个季度的合作 （ ２０ １ ９
￣

２０２ ２年 ） ， 第二小神殿的修复

工作已基本结束 （ 图 四 ） 。

（ ３ ） 边发掘边保护 。 文保团队在开展修复与保护工作的同时 ， 也在有需要的时候

协助发掘与研究团 队开展现场工作 ， 推动边发掘边保护的工作理念 ＝
２０ １ ９年 ， 在清理第

二小神殿的柱厅时发现了 

４座仍在原始位置的花岗岩柱础 ， 并且发现上面刻有铭文 。 文

保团队及时介入 ， 开展细致清理工作和现场的加固与修复 ， 为铭文的识读提供了便利 。

结合与他们参与修复的另一座雕像上的铭文 ， 明确 了小神殿的修建年代及其供奉的主

神 。 ２０２ ０年 ， 在发掘第三小神殿的过程中 ， 发现主体建筑部分墙体损坏情况严重 ， 存在

坍塌 的可能 。 文保团 队与发掘 团队通过工作 ，

一边继续清理 ， 并配合进度对 已清理部

分进行加 固与修复 。 这次的合作确保了整体工作的顺利进行 ， 主体建筑得 以及时保存

（ 图五 ） 。

除 了协助发掘工作 ， 文保团队同时也参与 了对出 土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工作 ， 如上

述所提到的第二小神殿门前出土的花岗岩雕像残块 ， 以及小神殿周边出 土的奥西里斯小

铜像的修护 （ 图六 ） 。 团队的理念是根据出土文物的保存情况与需要 ， 能及时地开展保

护与修复的措施 ， 从而确保后续的工作顺利进行 。

（ ４ ） 库房与保护设施 。 针对遗址区 内保护设施较缺乏的问题 ， 联合考古队制定 了

一系列的计划 ， 包括修建水泥石台与库房 。 在埃及文物库房有着相当严格的管理机制 ，

所有的 国际团 队都必须拥有各 自 的库房用于存放出土的文物 。

图四 初步修复后的第二小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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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发掘清理后的第三小神殿北外墙的

加 固保护

图六 第二小神殿门前出土的花岗岩雕像残块

的现场保护

水泥石台 （ ｍａｓ ｔ ａｂ ａ ） 在埃及是一种常见的文物保护设施 ， 普遍用于存放 出土的大

型石构建和雕像残块 ， 达到隔绝土壤 、 缓解石材恶化的 目 的 ， 也起到 了一定 的展示效

果 。 这种石台子一般 ２￣３米宽 ， 长可达几米至几十米 ， 离地表 ２ ０
￣

３ ０厘米高 。 直至今

日 ， 我们在遗址区 内 的 ３个区域依次修建了共 １ ４座水泥石 台 ， 目 的是安置早年发掘 出

土且散落 四处的各类残块 ： 北区 ６座大型石台用于存放孟图神庙前的 ２座方尖碑的残块

（ ２ ０ １ ９年建 ） ， 东区 ２座长条形石台主要用来存放孟图神庙 内 出 土的石构件与雕像残块

（２ ０２ １ 年建 ） ， 南区的 ６座主要存放来 自 其他建筑 内 出土的石块 （２０２０
－ ２０２ １ 年建 ） 。

重新规划后 ， 遗址区 内 的空间得到了合理的改善 ， 也为将来开展 田野发掘工作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 。

法国 团 队在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 为了配合当年的 田野工作 ， 在神庙 区南围墙 的 旧址上

修建了 
３座临时建筑 。 在修建过程 中还破坏了一部分当时保存于地表的墙体 。 这些建筑

现因年久失修 ， 已不适合继续使用 ； 而且建于古代围墙之上 ， 对开展发掘研究与保护修

复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 应埃及文物部的请求 ， 联合考古队于２０ １ ９年拆除了这些建筑 ， 并

在神庙区外修建了新的设施 。 新设施为 了满足 日 常 田野工作的基本需要 ， 由文物库房 、

多功能修复室 、 工作室和办公室等部分组成 （ 图七 ） 。 其中 ， 库房与修复室采用了相互

连通的设计 ， 实现了考古发掘与现场保护同步进行的理念 。 新的设施也有利于开展资料

整理 、 三维建模 、 研究分析等工作 。 旧 的建筑拆除 以后 ， 遗址区在视觉上豁然开朗 ，

从卡尔纳克阿蒙神庙区经过普塔门进人孟图神庙区后 ， 整个遗址区将映人眼帘 ，

一览无

遗 ３ 这次的改建也为将来遗址区的开放展示做好了准备

（ ５ ） 资料信息系统 。 新建的库房 、 水泥石台等保护设施使早期 出土文物得到 了合

理的安置 ， 数字化信息系统的工作也因此随之展开 。 考虑到文物数量多 、 体量大 ， 且前

期摆放无序 、 记录混乱等问题 ， 项 目组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 ， 设立专项课题 ， 逐

步推进 。 首要工作以新建水泥石台为单位 ， 对从新归置的铭文与雕像残块进行统计与录

人 （ 编号 、 拍照 、 建模 、 记录等 ） 。 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首先对每一块残块进行编号 ；



中埃联合考 古发掘与 文物保护的理念与 实践 ？

４０ １
？

图七 联合团队的现场讨论 ， 后方即新建的办公用房

随后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应的表格 ， 并且最大化地收集数据 ， 拍照 、 建模 、 存档 ； 最后

将所有数据合并 ， 建立数据库 。

使用 的表格以及填写的规范都是 由 中埃双方团 队共同制定的 ， 目 的是尽可能地体

现各团队的优势 ， 将先进的方法与理念融会贯通 。 双方开展过多次的工作会议 ， 就工作

方法中 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 比如在记录系统的问题上 ， 埃方学者普遍使用西

方的
“

最小单位 （ ｃｏｎ ｔｅｘ ｔ ） 记录法
”

， 中方团 队通过详细的介绍 ， 实地模拟应用和深人

探讨 ， 我 国 的
“

遗迹记录法
”

得到 了埃方团 队的肯定 ， 最后一致决定作为联合考古队的

记录标准 。 在另一方面 ， 由 于古埃及铭文书写及其语法的独特性 ， 我们借鉴了埃方团 队

的经验 ， 制定 了专门针对象形文字的记录表格 （ 图八 ） 。

图八 填写记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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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疫情期间 的工作 。 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 ， 无法继续赴埃及开展 田野工作 ，

但考虑到遗址区 内文保工作严峻 ， 且已发掘 出土遗迹与器物需妥善保护 ， 中方团队积极

与埃方团 队沟通 ， 协调并落实工作计划 ， 确保联合团队的工作持续开展 。 工作重心主要

围绕文物保护 。 首先是遗址区的 日 常维护从未间断 ， 防止野生植物滋生持续破坏遗址 ；

并且在此期间 （ ２ ０２０
￣

２０２ １年 ） 修建了共 ８座水泥石台用于存放散落四处的残块 ， 也借

此机会清理出 了将来的发掘区 。

其次是修复工作 。 在完善第一 、 第二座奥西里斯小神殿修复工作的基础上 ， 继续

开展对其南侧砂岩大门 的工作 。 第二座小神殿的大门于２ ０２ １年完成了保护加 固的工作 ，

２０２ ２年初第一座小神殿的大门的修复工作也顺利完工 。 与之同时 ， 大门两侧的泥砖围墙

也是本次修复工作的重点 。 ２ ０ １ ９年在拆除完三座临时建筑后 ， 发现仅泥砖围墙墙基部分

保持完好 。 于是２ ０２ １
￣

２０２２年期间 ， 我们对其中 的一段墙体进行了保护与修复 。 以展示

为 目 的 ， 修复后的墙体仅一米高 ， 由泥砖堆砌而成 。 所用的泥砖是由考古队按照古代工

艺制作而成的 ， 并且在每块砖上印有项 目 的简写
“

ＭＴＰ（Ｍｏｎ ｔ ｕＴｅｍｐ
ｌ ｅ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孟图神

庙项 目组 ）

”

， 此举将有助于明确区分修复部分与原始部分的墙体 （ 图九 ） 。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 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 ， 西方团 队暂停了在埃及的工作 ， 而中

埃联合团 队的持续运作体现了 中 国考古队在埃及开展工作的决心和态度 ， 有利于加强 中

国团 队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 ， 为将来持续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图九 修复后的第三小神殿大门 和两侧复建的墙体 （ 左 ）
， 使用的泥砖都印有项 目 简写ＭＴＰ（ 右 ）

３ ． 小结

作为第一支赴埃及开展考古工作的 中 国 团 队 ， 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 ， 其中有两个

方面极为重要 ：

一是对古埃及考古理论与实践的 了解 ，
二是对其文物制度与管理的认

识 ＝ 我们的工作既要突 出 中 国考古学的优势 ， 也要尊重埃及本土的工作模式与规范 。 只

有相辅相成 ， 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 达到预期的效果 。 就中埃联合考古队的情况 ， 我们

最后做出 以下总结 ：

（ １ ） 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 在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殖民考古史后 ， 埃及对西方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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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

只发掘不保护
”

的情况非常抵触 。 在埃及开展 田野工作必须要 ：Ｓ省文保意识 ， 将保

护计划列人项 目 中去 。 我国的
“

边发掘 、 边保护 、 边阐释
”

的工作模式是埃方团队极力

寻求的 ， 这样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埃方以及其他国际团队的肯定与赞扬 。

（ ２ ） 充分的准备工作 。 在埃及 ， 基本大部分的遗址或墓葬 ， 在不同程度上 ， 都曾

被发掘或简单地清理过。 这些早期的工作可能追溯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前 。 在这样的

背景下 ， 埃及的文物部门会要求项 目 团队协助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 比如旧有库房的

维修改建 、 搭建水泥石台 、 遗址区的维护等工作 ， 并且寻求一个最终开放展示的方案 。

提前准备好工作预案 ， 有助于将来工作的开展 。

（ ３ ） 持续的国际影响力 。 以卡尔纳克神庙为例 ， 法国 团队从 １ ８９ ５年开始在那里工

作 ， 此后工作从未间断 。 １ ９６７年 ， 更与埃及古物部共建了
“

法国 ？ 埃及卡尔纳克研究中

心 （ ＣＦＥＥＴＫ ）

”

， 极大地加强了考古研究 、 文化遗产等方面工作的管理与规划 。 这一

系列的举措也使法国在埃及考古学上的地位根深蒂固 。 作为中国首支在埃及的考古队 ，

我们希望将这个项 目作为一座与国际学术界连接的桥梁 ， 将中 国考古学的优势和魅力传

播出去 ， 让世界了解中 国考古学 。 过去两年虽然受到了 国际局势的影响 ， 但我们的工作

部署向埃及人民展现了 中 国团队克服困难将埃及考古进行下去的态度与决心 。

五 、 结语

境外考古是 中 国考古百年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 中 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 中外文化交

流互鉴古来有之 。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境外项 目 的开展 ， 有助于我们全面开拓 国际视

野 ， 加强国际学术话语权 ， 促进国际文化交往 ， 从而更清晰地认识中华文明 的特质和

优势 。

中埃联合考古项 目作为 中 国首次在埃及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项 目 ， 也受到了 中埃双

方政府和学界的髙度关注 。 卢克索孟图神庙遗址不仅是一处埃及考古的学术研究基地 ，

更是中埃两国在文化交流领域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展示平台 。 中埃联合考古项 目 的合作已

进入第五年 ，
田野考古工作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 极大地体现了 中国考古学理论

与实践在国际领域的优势 ， 而且这种国际合作模式推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发展 。

附记 ： 本项 目 由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考古研 究 所和埃及旅 游 与 文 物 部联合展开 工作 ，

郑 州 市 文物考古研 究 院在
“

古埃及文 明 与 中 华 文 明 对 比研 究
”

项 目 的 支持下参 与 了 发掘

工作 。

执笔 ： 文 臻 高 伟 贾 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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