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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墓地具有重要的考

古学和历史学价值。为了提高考古发掘的质

量, 使出土器物得到有效的保护 ,文物保护工

作者进入发掘工地,配合考古发掘人员对M19、

M26、M27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现场保护。第一时

间有效地保护好文物并尽可能揭示更多的考

古学信息 ,是文物保护介入考古发掘工作开展

现场保护的重要目的 ;充分利用一切方法与技

术手段, 合理使用较理想的保护材料, 使出土

器物得到有效的保护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

要求。本文介绍了 M19椁室内两组串饰的现场

提取方法和实验室内修复的过程 ,并讨论了保

持具有特定组合关系器物的原真性的意义及

学术价值。

一 组合串饰出土情况与性质

M19为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圹墓 ,属于西

周时期的大型墓葬,有一椁两棺, 椁室由顶板、

侧板、底板组成, 建造时预留的内部空间已塌

陷, 基本被夯土和淤土填实。椁室内壁用草席

和织物覆盖, 并在周壁悬挂大量的组合串饰,

这些串饰排列有序,保存基本完整
[1]
。

出土的串饰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串

饰由 2件铜鱼和 3~ 4串玛瑙珠串饰相间组成,

玛瑙珠串饰由陶珠、玛瑙珠和 2件海贝组成,贴

挂于椁室内的南、北侧椁壁 ;第二种类型的串

饰由铜鱼和陶珠串饰相间组成, 陶珠串饰由陶

珠和 2件石坠组成,悬挂于东、西侧椁壁。串饰

的布局是横拉于椁室中央, 终端分别与固定

在椁室东、西侧椁壁的一件矩形铜片相接 ,其

中央部分平置于外棺顶板上,以减小串饰的下

坠力。

根据串饰的出土情况推测, 这些串饰应是

椁室的装饰物 ,由于未经盗扰, 基本保持原始

状态 ,因此选择其中较完整的标本, 应用现场

保护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保留考古发掘中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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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第一种类型的串饰提取

前的原始状态

信息的完整性。

二 对原始状态的认识

类似串饰这种具有特定组合关系的遗物,

它们的排列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般情

况下,在考古工作中侧重于确定器物出土的地

层及出土的位置 , 先确定所有随葬器物的位

置, 再逐个将包裹每件随葬器物的填土剔除 ,

然后统一编号,逐个提取
[ 2]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

具有组合关系的器物失去了完整性。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现场整体提取侧重器

物与其周边粘连物或相关器物的整体性,注重

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和方

法,完成对文物的现场保护、提取工作。这种提

取方法不仅能完整地保留这类组合关系,还可

通过后期的实验室内二次微观发掘 ,在可控环

境和不受时间限制的条件下,对细微痕迹进行

细致的研究,为考古学提供更多的原始资料。

这种整体提取还有利于对文物原始状态的展

示,让观众更容易了解文物埋藏时的摆放方式

及用途。由此可见,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整体提

取对保存原始状态及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
[3]
。

三 保存现状与现场清理

我们对 M19出土的两种类型的串饰分别

进行了提取,它们出土时的保存情况如下。

第一种类型的串饰, 由于穿连串饰所用的

线绳等有机物已腐朽, 淤土的填充作用保持了

串饰的原始位置和形貌, 在其周边无其他器

物,出土时串饰表面距椁壁约 20厘米。考虑到

考古现场资料的提取和文物保护的双重需要,

我们首先进行表面清理 ,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竹

签、油画刀等 ,清理的原则是按照串饰的原始

形貌及摆放位置剔除表面泥土 ,使每一组、每

一条串饰清晰地展露出来,保留串饰约二分之

一的深度于淤土层中, 利用淤土的固定作用使

之保留在南侧椁壁上(图一 ) , 并用毛刷、吹球

等将串饰表面的浮土清理干净。然后对清理过

的串饰表面及周边土壤, 使用碳火炉温和烘

烤,保持一定的干燥深度以便有机加固材料使

土层表面能够加固和定型。此次使用的加固剂

是浓度约为 2%的 B- 72, 使用方法是用喷壶

均匀地喷洒于串饰及土壤表面,目的是在正面

进行必要的加固以保持一定的强度 ,而 B- 72

的渗透深度一致,有助于从背面清理时把握清

理的程度,不致因清理过度而伤及串饰。

第二种类型的串饰, 由于出土时已坍塌于

墓室中央、平铺于棺板之上, 并与相邻文物叠

压( 图二 ) ,串饰的穿连物已腐朽, 但其组合关

系仍然保持较好,基本浮于表面便于清理和提



75

取。现场清理是用毛刷、竹签等沿串饰的表面

剔除覆盖土 ,使串饰的轮廓清晰、完整,并用混

合的酒精水溶液清洗铜鱼和石坠的表面,以利

于整体粘提时粘附牢固。

四 提取方法与步骤

在考古发掘现场提取文物,是现场保护的

重要技术之一。在此次提取串饰的实际工作

中,分别使用了套箱法和粘提法。

(一)套箱法

套箱法一般适用于器物周边或器物下层

无其他重要器物,被取器物相对独立存在, 器

物与土层的结合较紧密的情况。M19南侧椁壁

的串饰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采取套箱法提取。

具体步骤是 :在上述清理、加固、表面定型的基

础上 ,首先确定提取范围的尺寸, 据此订制适

合的钢制材料( 钢板、角铁)套箱; 其次使用保

鲜膜贴护于表面起隔离作用,并用泥土覆盖于

保鲜膜之上 ;随后将定制的套箱对应放置在串

饰的正前方 ,使用千斤顶从正前方水平直角向

内平稳推进,直至将被套物完全装入为止; 最

后在正面用石膏支顶 ,在背面插入钢板分离 ,

完成现场的提取工作。

(二)粘提法

粘提法与套箱法适用的情况不同 , 表层

的出土器物虽已完全暴露出来 , 但其下的埋

藏情况尚不能确定 , 可能存在出土器物之间

叠加、粘连的现象 , 使用套箱法可能危及下

层器物, 此时如果使用粘提法对文物采取逐

层分离单独提取, 则可有效保护文物又不影

响考古资料的完整性。M19椁室中部串饰的提

取, 既保留了串饰的原始状态 , 又与粘连物

成功分离 , 同时还按照田野发掘规程的要求

保留了现场资料的完整性。具体步骤是 :先将

清理、清洗完的串饰使用 1 � 2( 原液 �水) 的

AC- 33丙烯酸乳液对提取范围的表面进行渗

透加固处理 ;然后用 AC- 33丙烯酸乳液原液

涂刷串饰的表面,并用混纺网格纱布贴附使被

提物形成一整体, 使用吹风机进行烘干 ;最后

将石膏倒入表面脱模, 目的是利用石膏的定型

作用直观地反映串饰出土时自然形成的弧度

等实际情况。

五 复原与保护

在考古现场提取文物的目的是保留出土

文物的完整性并完成文物由出土现场到实验

室的转移, 最终还要科学地保护、完整地复原,

为进一步的研究和展示提供条件。

图二

第二种类型的串饰提取

前的原始状态

� 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墓葬出土串饰的提取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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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第二种类型的串饰修复后的状态

图三 第一种类型的串饰修复后的状态

(一)套箱提取串饰的复原

先从套箱背面打开石膏 , 清除背面石膏。

进而清理背面土层 , 剔除周边及背面多余的

土,直至清理到在现场时从正面用 B- 72加固

渗透的深度, 说明已接近串饰的表面。对清理

完的背面使用 B- 72 进行背地加固, 待干固

后, 在整个背面制作缓冲过渡层 ,并进一步贴

布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以加强整体的稳定性

和牢固性。由于串饰的表面不在一个平面上 ,

因而在背面使用发泡材料取平。在背面的保

护处理完成后翻转套箱 ,进行串饰表面的处

理 ,先除去表面的石膏 , 去掉套箱 , 揭去塑料

膜,用手术刀及电动工具剔除串饰周边的土,

使其轮廓清楚、平整, 局部区域进行简单的修

饰(图三)。

(二)粘提串饰的复原

先去除串饰表面多余的附着物,以现场脱

制的石膏模型为模具 ,制作玻璃钢材料的底托

作为串饰的支撑体,通过表面修饰和补旧完成

复原(图四)。

六 认识与讨论

通过此次对 M19出土串饰的

提取、保护与复原的实践, 实现了

保护文物和有效提取考古资料的

目的。这种对保持文物特定组合关

系完整性的探索 ,既是考古发掘中

文物保护的意识问题,也是现场保

护的理念问题。

开展现场保护工作,应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 ,文物保护工作者与考古

工作者必须有统一的认识,即现场

保护是考古发掘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必须融入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全

程参与,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其次 , 文物保护工作者要积

极、主动地发挥专业特长, 随时从实际情况出

发 ,配合完成一般考古发掘中无法完成的工

作,妥善处理现场的遗迹、遗物。

最后,文物保护工作者需明晰现场参与保

护的责任和目的,即如何在第一时间抢救更多

的残损文物,在发掘现场相同的条件下获取更

多的考古资料。

由此可见 ,现场技术的应用、考古资料的

提取、文物应急处置的手段等是研究现场文物

保护的重要的内容, 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进

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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