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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铲下的奉化江②

近日，记者再次探访了正在发掘中的奉化方
桥街道史前遗址——张家遗址。

由于本月初台风“康妮”过境，导致奉化江水位暴
涨，刚刚启动发掘不久的工地被淹，积水深度超过半米。

考古队调配了四台抽水机连续作业四五天，终于将积水
排干。这也体现了沿海地区考古工作常面临的特殊挑战。

呈现在记者面前的遗址周围，可见一圈排水沟，是工
地启动之初为便于排水而设的。随着发掘的推进，工人们
将进一步加深排水沟，使地层水分更好地汇流至周边区
域，从而保持核心发掘区的干燥。

本次探访的重点是解决一个疑问：洛阳铲，是否依然
在考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应用于考古

据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考古领队丁
风雅介绍，洛阳铲在当代考古工作中仍具有广泛
的应用，尤其是在前期考古调查和勘探阶段。

洛阳铲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中大型城址
的调查与发掘、墓葬群的布局勘探、大型遗址空
间布局和聚落形态调查，以及区域内遗址分布
情况的调查等。

考古队员会根据不同的需要，按照不同的间
距或密度，使用洛阳铲进行钻孔，然后根据探孔
内由洛阳铲带出的土桩，分析不同深度土质、土
色及包含物，初步判断地下是否存在人类活动的
遗存。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探
查奉化江流域的史前遗址及其分布情况时，就广
泛使用了洛阳铲。

调查采用“梅花点式布孔法”，依据各个探孔
带出土桩的堆积差异及重要出土物情况，判断遗
址年代和分布范围，然后通过细致、系统的记录
和统计，形成对奉化江流域史前遗址分布情况的
整体认识。

在张家遗址工地，记者见到了一位熟练掌握
洛阳铲技艺的老师傅董德淮。董师傅来自河南
周口。据说，干这行的师傅不是河南人就是陕西
人，他们流动性极大，全国各个有需要的考古项目
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我是从1993年开始学这个的，1994年在
郑州参加了文物部门组织的培训班，晚上读夜
校，白天去工地实习，发掘、钻探、室内整理修复，
都学。”董德淮说。从最初的好奇心驱动，到逐渐
沉浸于工作，他至今已在这一行耕耘了30年。

董师傅提到，使用洛阳铲是一项技术性较强
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体力支撑。他回忆道：“刚学
时，手上磨出水泡是常事。”如今工具逐步改良，
配重杆变得光滑，而早年使用的长木杆有倒刺，
操作时常刺磨手掌，留下满手茧子。

洛阳铲的设计具有灵活性，不同的铲头可根
据作业需求更换，包括普通土铲、破砖铲和泥沙
铲等。

由于遗址的埋藏深度不同，洛阳铲的钻探深
度也有差异，这就要求钻探过程中使用不同长
度、重量的配重杆。而在宁波地区，因土质较软、
遗址较浅，一般使用普通的土铲和配重杆即可。

作为一个有30年工龄的“老师傅”，董德淮
还分享了一系列洛阳铲使用小技巧，如打孔必须
保持垂直，带出的土桩需按顺序摆放，避免混乱
导致层位失准。“打久了就会用巧力，培养出手感
才能认得清、认得准”。

据考古领队丁风雅介绍，地
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大基
础研究方法。其中，地层学的核
心方法是按照“由晚及早、自上而
下”的顺序，通过逐层挖掘，结合
土质、土色以及包含物的变化，来
判定不同层位的年代信息。

为直观地呈现地层结构，考
古工作者通常会在发掘完成后
选取剖面，通过划线标记不同层
位的界限。而在发掘初期，洛阳
铲则是帮助识别地层的关键工具
之一。

以张家遗址为例，丁风雅结
合董德淮在遗址区内取出的土
样分析指出，该遗址的地层结构
自上而下可划分为七层：第一层
为表土层，土色偏灰黄色；第二
层为土色偏黄色；第三层为灰黄
色土层；第四层夹杂水锈斑，包
含陶片颗粒，包含物相对增多；
第五层为灰黑色土，包含物更为
丰富；第六层土质较软，含有泥
质灰陶残片等，包含物种类更加
丰富；第七层为青灰色土，属于
宁波地区常见的海相沉积层，即
自然堆积层，其下层可能为生土
层，通常不再继续向下发掘。

其中，第四至第六层对应人
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年代，分别是
春秋战国时期、良渚文化晚期和
河姆渡文化晚期。相比之下，从
董德淮在遗址外围钻探所得的
土样中，并未发现这几层偏灰黑
色的文化层，整体土质显得更为
纯净。

“凡是人类生活过的地方，一
般都会留下痕迹，土质疏密、土壤
颜色和自然形成的堆积不同，都
是我们判断的依据。”丁风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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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方桥街道的张家遗址，是一处
新近获得“正式身份”的考古遗址。考
古遗址的命名通常依托附近的地名，但
由于奉化方桥街道的史前遗址分布极
为密集，为选择命名对象颇费思量。

丁风雅说，既要与已命名的遗址有
所区分，又需为未来可能发现的遗址留
出命名空间，经过综合考量，遗址西侧
的张家自然村最终被选定为命名依据。

自10月下旬启动至11月中旬，张
家遗址已完成了一系列初期工作，包括
清表（去除表层覆盖的植被和土壤）和
布方（按照发掘计划布设探方）。根据
遗址范围大小，目前发掘区一共布设9
个探方，其中10米×10米探方4个，其
余还有5米×10米及5米×5米的探
方。

发掘深度也已达到地表以下0.4
米，表土层、宋元时期文化层、汉六朝至
战国时期文化层已经揭露，一些史前的
文化层也已经露出。经过“刮面”，初步
揭露灰坑、墓葬等遗迹现象。

“刮面”，是考古学的专业术语，即
对同一水平面进行平整，清理出一个平
整的地层表面，然后根据不同土质土色
的分布，以及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
系，来判断地层的早晚。

这个过程有些类似于辨别“色盲测
试卡”，需要从平面上分辨不同色块。
例如，不规则的黑色区域可能是灰坑，
而规则的长方形黑色区域则可能是墓
葬。至于判断地层的具体年代，还是要
根据文化层所处位置和出土遗物的特
点来判断。

“除了洛阳铲，考古人的工具箱还
是很多样的。”丁风雅说，“有很多小工
具，比如‘刮面’用的刮铲，清理遗物遗
迹用的手铲，铲壁用的特制的铁锹、铁
铲之类。”

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探访中，继续
与它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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