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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5月5日电 (记者 孙自法)在古代，贝壳除了作为食物、装饰、生产工具、宗教道具、交易货币以外，先民们还将其用作绘画载体，但这方面的考古证据较为罕见，相关研究也颇欠缺。


　　最近，中国学者利用科技手段弥补了这一考古领域的研究不足，首次对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遗址贝壳画图像成功复原复现，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本次研究的其中一件贝壳画：(a)CT处理后的图像；(b)线描图；(c)填充色块后的效果。(d)基于部分想象的最终图像效果。研究团队/供图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教授团队5日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其联合内蒙古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同行共同完成的该成果论文，近日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顶级期刊《文化遗产杂志》(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发表，将贝壳画这种独特艺术形式的历史，至少追溯到中国的战国时期。


　　如何成功重建复原中山国贝壳画


　　据论文第一作者、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特别研究助理陈典介绍，受埋藏环境影响，本次研究的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出土战国时期中山国(公元前414年-前296年)贝壳画图像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如此，研究团队通过一系列先进科技手段和方法开展精细研究，成功对中山国贝壳画进行重建复原，并明确解答其颜料、工艺及其他相关问题。




本次研究的另一件贝壳画：(a)CT处理后的图像；(b)线描图；(c)填充色块后的效果。(d)基于部分想象的最终图像效果。研究团队/供图

　　根据形态学特征，这两件贝壳画采用的贝壳在分类学上被明确归属于帘蛤科文蛤属动物文蛤，其主要栖息于中国沿海的潮间带和潮下带，自古以来便因具独特的药用和烹饪价值而备受珍视。据中山国其他墓葬中发现有不少成对穿孔的贝壳推断，该两枚贝壳极有可能源自同一个贝壳个体。此外，湖北包山楚墓中出土有胭脂蚌盒，与这些成对贝壳的外观颇为相似。


　　通过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中山国贝壳画的制作始于利用凸线精细勾勒和定位图像，其工艺让人联想到在玉器雕刻中广泛应用的类似方法，在如此小巧而易碎的贝壳上完成如此复杂而精湛的工艺，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其中，与凸起的轮廓形成鲜明对比，贝壳表面某些区域更为凹陷，这种凹凸有致的效果，加之颜料的层层叠加与贝壳自然弯曲的表面，使得绘画能够根据观察者的视角变化展现出纷繁复杂的细节。


　　随后通过综合运用X射线荧光与拉曼光谱，研究团队进行深入检测与分析，最终确定中山国贝壳画彩绘中使用的各种颜料成分：红色颜料，其鲜艳而饱满的色彩来源于朱砂；绿色颜料，其清新而自然的色调则是孔雀石所赋予；黑色颜料，其深沉而神秘的色彩则得益于炭黑的运用。此外，贝壳外侧一面仍可看到红色颜料的痕迹，但被泥土严重遮盖而不易分辨。这些颜料的选择不仅体现古代工匠对色彩的精准把握，更彰显出他们在材料运用上的高超技艺。


　　为防止遗漏其他颜料，研究团队还运用多光谱成像技术来细致捕捉画作中的色彩细节，在不同颜色范围内成功识别出6条特征曲线。除前述颜色对应的曲线外，还发现两条与表现出不同色调的土壤附着物紧密相关的曲线。研究团队推测，这些颜料中可能含有某种粘合剂，用以确保颜料能够紧密粘附于贝壳上，后续研究将对此进一步揭示。


　　针对贝壳上的泥土沉积对图像重建构成的显著障碍，研究团队利用工业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这一非侵入式手段，细致探究样品内部结构，收集到不同物质的空间分布数据，结合可辨的轮廓线条，最终成功重建这两幅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珍贵贝壳画。


　　贝壳画对比研究有何重要发现


　　论文通讯作者罗武干教授指出，在众多贝壳的用途中，将贝壳内壁作为绘画基底的做法颇为罕见，贝壳画的例证也不多见，如美国科利尔县基马尔科发现有年代在公元700-1500年之间绘有单色人物形象的贝壳。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珍藏的两幅贝壳画，由于缺乏考古背景资料，关于其产地、创作日期及真实性的细节无法考证，导致学术界对其关注相当有限。


　　在中国，山东临淄徐家村南编号M32墓地中出土的3组贝壳画惊艳亮相，其与中山国出土贝壳画相比，两者在风格和制作过程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本次研究的两件贝壳画的多视图。研究团队/供图

　　研究团队开展对比研究发现，山东临淄3组贝壳画被精心置于棺外漆盒北侧，显然承载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中山国贝壳画则仅被放置在墓主的双足之间，这种简约的摆放形式或许反映不同的丧葬理念及所蕴含的文化信仰。进一步观察，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临淄M32墓中出土众多珍贵的青铜器、金器、玉器及其他器物，其奢华的随葬品无疑彰显墓主人非凡的身份和地位，相较而言，灵寿青廉贝壳画的墓主则显得普通，随葬品寥寥无几。


　　结合克利夫兰博物馆珍藏的两件贝壳画，研究团队归纳出迄今所发现贝壳画的一些显著相似之处：首先，所有贝壳画均展现出工艺上的一致性，都采用了被称为“减地”的浅浮雕技法；其次，用于绘画的贝壳种类相同，且大小相近，这足以说明贝壳材料经过精心挑选；第三，贝壳画的制作可能遵循着一个标准化的程序框架，从而确保作品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此外，在题材上，贝壳画主要聚焦于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场景，这些活动往往与贵族身份或仪式意义紧密相连，充分展现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内涵。在颜料使用上，贝壳画上的人物面部和皮肤处都采用红色颜料，其色彩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


　　贝壳画考古研究有什么意义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赤峰学院张文静副教授表示，总体而言，临淄出土贝壳画与中山国贝壳画同属一个时代，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颇为显著。相较之下，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所藏贝壳画则呈现出更为细腻与饱满的笔触，流露出一种更为成熟的艺术风格，或许暗示其完成于一个稍晚的时期。




本次研究的贝壳画“减地”工艺细节。研究团队/供图

　　贝壳画科技考古研究还显示，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在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似乎极为盛行，其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汉代。这些贝壳画不仅载体独特，而且题材丰富多样，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构图成熟精巧，因此具备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论文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晓琨表示，贝壳画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备受欢迎的艺术形式的早期典范之一，它们无疑值得与漆画、帛画以及青铜、玉雕等相关艺术材料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


　　不仅如此，研究团队还对这次中山国贝壳画图像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推测画中树木可能为油桐树。同时，本次贝壳画考古研究还探讨了画中人物头饰、衣着与中山国其他出土文物之间的潜在联系，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本次研究中不同颜料的拉曼光谱。研究团队/供图

　　针对有学者提出，古人认为贝壳的独特外形象征着生殖力和创造力，能保存并延长灵魂的存在时间并防止人体腐烂，根据五行学说和某些神话传说，贝壳还具有引导墓主人灵魂通过冥河到达永生境界的功能，罗武干强调，从目前研究来看，这些观点仍模糊而不明晰，期待未来更多考古遗物出土和相关研究，进而全面揭示贝壳在墓葬文化中的深刻意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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