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

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

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揭晓，复旦大学合作发掘的两个

项目“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及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入选。

自2019年3月获国家文物局

授予考古发掘资质以来，复旦大

学首次有项目入选该项重要评

选活动，实现历史新突破。

大型礼制建筑群重见天日

悠悠西垂，赳赳老秦，甘肃

礼县是秦人的发祥地，重要祭器

秦公簋、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

园、汉代祭天遗址鸾亭山遗址皆

先后在此发掘出土。如今，在甘

肃考古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共

同努力下，四角坪大型礼制建筑

群又在这里重见天日，据专家推

测，该遗址可能为秦朝实现大一

统后始皇帝西巡时的祭祖之地。

在这场充满惊喜的探索之

旅中，复旦大学团队不但全程参

与发掘，“四年来每年都有考古

学专业研究生在现场进行发掘

和整理”，还承担了测定年代、检

测与分析铁质文物及建筑材料

等多项研究工作，为推测建筑群

的具体性质提供重要依据。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

祀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处尘封千年的建

筑群将有望成为打开秦祭祀体

系研究大门的钥匙。“复旦将发

挥自己的长项，用环境考古、动

植物考古等科技考古方法，帮

助大家尽可能靠近历史原貌”，

解开秦代祭祀体系的奥秘。

填补中国陶瓷发展史缺环

霍州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

霍州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

的台地边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22至2023年，山西省

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

村瓷窑址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

次系统考古工作，发掘成果填补

了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

并印证了古代山西地区之于中

国北方经济与手工业生产的重

要性。

联合考古工作向世人呈现

了一个全新的霍州窑。在参与

合作的复旦团队负责人、文物与

博物馆学系教授刘朝晖看来，霍

州窑考古发现刷新了以往对北

方白瓷的认识，将有助于推进中

国陶瓷史研究。

考古发掘现场也成为了复

旦 考 古 学 专 业 学 生 的 实 践 课

堂。如今，霍州窑的整理工作还

在持续，一批又一批复旦考古学

专业学子也将不断奔赴考古现

场，亲身参与考古实践。

后发先至，
复旦考古学走过七年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

（下文简称“文博系”）起步于

1984 年，作为国内创办时间较

长、具有重大影响的专门从事文

博教学与科研的高教机构，它在

今年迎来40岁生日，两个项目入

选2023年十大考古发现，既是其

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一份特别

的生日礼物。

文 物 资 源 是 不 可 再 生 资

源，需永续保护。围绕“文物

保护”这一主线，文博系如今

已 摸 索 出 一 套 具 有 复 旦 特 色

的 学 科 发 展 理 念 。 用 文 博 系

系主任陆建松的话来说，就是

“让考古发现发掘、阐释研究、

传 承 保 护 和 传 播 利 用 四 个 环

节形成完整闭环”。

在上述理念指导下，文博系

构建了三个专业方向：考古学、

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博物

馆学，可为考古发现提供包含四

个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三个专业方向中，考古学专

业最为年轻。其诞生于2017年，

甫一出生便将“科技”二字融入

自己的基因。考古学专业的发

轫点便是科技考古研究院的落

地。2017年成立之初，研究院即

云集了文博、生命科学、高分子、

光学、核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

顶尖专家学者，立志树立科技考

古的复旦品牌，打开中国科技考

古的国际局面。

于考古学专业而言，2019年

是另一个重要节点。随着国家

文物局授予复旦大学考古发掘

资质，文博系终于补上最后缺失

的一环，从此可以独立进行田野

考古发掘，掌握第一手文物材

料。自这一年起，复旦大学相继

在广西、江西、宁夏、甘肃、陕西、

江苏、浙江等地参与考古发掘。

后发而欲先至，殊为不易。

如今，复旦考古学专业已建立环

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

DNA、稳定同位素等多个实验

室，通过多学科交融，全方位、多

角度地挖掘出土材料信息，推动

考古学的革新与发展。

万法归宗，一切都是为了一

个宏伟蓝图——“通过考古，透

物、见人、见事、见生活、见智慧，

讲述好中国文物和中华文明的

故事。”陆建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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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突破，复旦两个项目入选十大考古发现

学科周

3 月 11 日至 17 日，以“理论

数学，应用数学和数学的应用”

为主题，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周如

期开展。

院士论坛聚焦学术前沿，“谷

超豪奖”颁奖促进高质量发展，苏

步青旧居开放日传承数学红色基

因，多姿多彩的数学人节和植树

节主题活动彰显学生青春力量

……数学学科周通过组织高水平

学术交流、丰富有趣师生活动，全

面展示学科文化和发展成果。

领略大师风采

聚焦学术前沿，3 月 11 日至

14日，第三十六期至第三十八期

院士论坛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中国科学

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田刚，中国

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分别发表主题报告。3 月 15 日，

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严军作学术报

告，开拓了师生的研究视野。

3月12日下午，2023年度“谷

超豪奖”颁奖仪式举行，程晋、郭

坤宇、李志远、汤善健四位教授获

奖。“谷超豪奖”于 2013 年设立，

以纪念谷超豪先生对数学事业的

杰出贡献，并激励复旦大学中、青

年数学工作者努力做出具有创造

性的研究工作。同日，玖园苏步

青旧居开展开放日主题活动，学

生讲解员指引观众深入了解“数

坛宗师”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品格。

展现学科魅力

游于数，感受理性精神和人

文情怀，πDay“数学人节”异彩

纷呈。3 月 10 日-3 月17 日，“一

算到底”趣味数学竞赛成功举

办，既考察数学运算功底又考验

思维敏度，吸引了来自各院系的

数学爱好者积极参加。3 月 13

日中午，“数学人节”在光华楼草

坪预热路演。数院熊憨态可掬

的样子吸引了众多同学驻足拍

照留念，50张“派”兑换券送到幸

运同学手中。

3 月 14 日中午，πDay 主题

游园会在东辅楼广场举行，设置

“数学家故事知多少”“趣味数学

快问快答”“院系数学知识知多

少”“数院青年风采展示”5 个互

动摊位展现数学魅力，向全校师

生展现数学人昂扬的精神风貌。

3 月 12 日，第三十四期师生

午茶会举行，高卫国、王志张、江

辰等三位老师与学生面对面交

流，指点专业学习和生涯规划。

弘扬先辈精神

3月11日至17日，光华楼三

楼举办“立德树人·求实创新——

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展”，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集中展示复旦数学学科

的发展历史、人才梯队、科研成

果、人才培养、院士风采、杰出校

友等重要内容，充分彰显复旦数

学精神，让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

参观者更好地了解复旦数学、走

进数学学科。

1943年，复旦大学数学学科

开始设立；1952年，数学系成立；

2005 年，数学科学学院成立；

2012 年，上海数学中心揭牌；

2023 年，应用数学中心（筹）成

立。奋楫扬帆几十载，在以苏步

青教授、陈建功教授为代表的老

一辈数学家带领下，经过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谷超豪教

授等几代数学家和全体师生的

共同努力，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已

发展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国

内有显著地位的数学人才培养

中心、科学研究中心和学术交流

中心。

来源：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学科周别开生面

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

研究院文少卿团队、生命科学

学院金力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

传超团队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对北周武

帝死因作了分析，并对其面貌

进行了复原。

在研究中，团队以颅骨 CT

扫描技术对武帝进行了初步面

貌复原。通过分析控制头发、

皮肤和瞳孔色素相关的基因位

点后，“我们可以推测出武帝是

黑色头发、黄色皮肤和棕色眼

睛，符合典型的东北亚、东亚人

长相。”团队成员介绍。

多年来，鲜卑人的外貌长

相是历史学界较具争议的话题

之一。一些史料表明，鲜卑人

具有须发茂盛、发色偏黄、高鼻

深目等西域胡人特征，也另有

史料记载，鲜卑人与东北亚人

群长相没有差别。“现在看来，

第二种观点与我们推测出的武

帝面貌特征相一致。”通过对武

帝基因组进行分析，团队从遗

传学角度揭示了武帝及其家族

的族源，对理解鲜卑人群的起

源提供了重要证据。

据研究团队介绍，长期以

来，武帝的死因扑朔迷离，此前

主要通行两种说法：其一为死于

烈性疾病，其二为死于中毒。对

武帝遗骸股骨样本中 33 种微量

元素进行分析后，团队发现，其

体内砷（As）的含量显著高于同

时期古代平民和贵族的平均水

平，可能是由于他服食了以雄

黄、礬石为主要成份的丹药。

自 2015 年首次进行遗骨采

样，近十年里，伴随着持续出现

的“卡脖子”问题，团队运用不断

打磨升级的科技考古利器，驱散

在武帝身上笼罩千年的死因迷

雾，揭示公元 6 世纪发生在都城

长安的民族融合证据，为后续解

读隋唐的大一统进程奠定基础。

“武帝的英年早逝虽然对历

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但无法中断

浩浩荡荡的大一统进程。”从武帝

研究出发，团队还将不断升级技

术方案，继续检测不同时序和不

同考古文化的古代样本，持续梳

理匈奴、突厥、鲜卑、吐谷浑、粟特

等三到九世纪北方古族的遗传谱

系，“重现唐朝大一统时代海纳百

川的盛况，做全东亚人的遗传谱

系树，建立现代人与古代人的联

系，书写中华民族的‘大家谱’。”

本报记者 李斯嘉 等

复 原 北 周 武 帝 宇 文 邕 生 前 面 貌

日前，复旦大学林伟教授、朱

群喜博士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基

于格兰杰因果和储备池计算的轻

量化机器学习框架，旨在高效且

稳健地揭示系统高阶相互作用，

并利用这些高阶结构信息进行精

准动力学预测。这一研究成果发

表于《自然通讯》杂志。国际知名

学术网站 techxplore.com 专文推

送了该研究的介绍。

来源：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
论与关键技术实验室

提出轻量化机器学习框架

▲北周武帝面貌复原图

近日，复旦微电子学院陶俊

教授团队与昆山杜克李昕教授团

队、上海交通大学万佳雨副教授

团队合作提出了利用未标记数据

进行半监督学习的电池寿命预测

方法——部分贝叶斯协同训练

（PBCT）。相关成果发表于《焦

耳》（Joule）。PBCT 这一监督学

习技术为高效且具备可解释性的

数据驱动电池状态估计开辟了新

的路径，引领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来源：微电子学院

创新锂电池寿命预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