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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的，好像突然人就多
了起来。”家住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以下简称“七三一陈列馆”）对面的居民说。

2023年的冬天，“尔滨火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以高涨热情、满腔热血，奔赴这座被冰雪
覆盖的城市。当时，七三一陈列馆门口总是排着
长长的队伍。寓意“黑盒”的暗色系馆舍建筑与街
道和屋顶的皑皑白雪相映照，游客们的热情与馆
舍后方遗址的冷寂形成鲜明对比。

游客为什么不畏严寒纷纷奔赴此地？
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战败无条

件投降，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侵略势力
在中国留下了大量战争罪行遗址。位于哈尔滨市
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现保存遗
址27处，其中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3处，真实记录
了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武器研制，准
备和发动细菌战的全过程。

“我来到七三一陈列馆从事研究工作时，除
了相对保存完好的遗址外，像细菌实验室及特设
监狱、动力班、特殊武器研制厂等，对我们研究人
员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谜。”七三一陈列
馆馆长金成民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
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考古发掘报告》“序言一”
中记叙。

20世纪 80年代初，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工
作迎来了新的转机。1982年12月初，哈尔滨市平

房区文物管理所成立。1983年 3月，黑龙江省政
府批复，同意将七三一部队旧址公布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同时建立“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罪证
展览馆”，并拨付专项经费进行旧址保护、资料调
查、举办展览、树立标识等工作。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七三一”问题研究在
中外学术界逐步展开，界定了七三一部队的战时
存在、战争犯罪和战后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对其
组织机构、人员构成、人体实验、细菌研究和医学
伦理等亦进行了探讨，取得了相当的进展。2006
年，七三一部队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11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
址保护条例》颁布实施；2012年11月，进入《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但对七三一部队遗址，由于长期以来由于
缺少行之有效的调查和正规的发掘，因此在相当
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七三一陈列
馆特聘研究员李陈奇表示。

2013年10月，七三一陈列馆等编制了《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规划》；2014年2月，
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据此，黑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编
制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考古工作规
划》。

站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大门外，一
眼就能看到一栋外观两层的小楼——四方楼，抬

头是蓝得透亮的天空，道路上是穿行的游人，难
以想象曾经的惨烈。

走进楼内，发现楼高实际为三层，沿着长长
的通道前行，入眼即主要建筑的废墟，遗留的柱
础、裸露的钢筋、某处焦黑的地面，都是七三一部
队全员参与毁灭罪证，焚毁资料、炸毁设施和设
备、残杀被实验者的实证。

“一般认为，传统考古学年代的下限至明清
为止。这次发掘，与以往考古工作有明显不同。”
李陈奇总结道，七三一遗址考古发掘所涉及的年
代已至近现代，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晚遗存的考古
揭露。从这个意义上说，延伸了中国考古学的下
限。这是国内首次用考古学手段揭露抗战遗迹的
有效尝试，可以看出考古发掘在近现代史迹中寻
找材料的积极作用。此次发掘除考古学家、历史
学家外，还包括文物保护、建筑学、军事医学等专
家，开展多学科协作、交叉研究，保证了信息提取
的多样性和科学性。

为配合七三一部队遗址保护规划，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4 年 5月至 2017 年 11
月，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衔，会同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哈尔滨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
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四方楼”）、锅炉房、地
下回水池、焚尸炉、瓦斯实验室、瓦斯储藏室、结
核菌实验室、兵器班、航空班以及细菌弹壳制造
厂等10处遗址进行了连续、大规模发掘，揭露面
积3.3万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1000余件。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对七三一各类遗址的格
局及功能有了全方位了解。一方面，完整揭露了
其地下基础部分，搞清了其整体布局及功能；另
一方面，采用先进仪器对其进行了实测，全方位
获取了精确数据。纠正了口述回忆和资料记述中
的一些错误。如发现特设监狱的房间并非均等
的，而是有大小的区别，意味着使用功能的不同。
发现七三一部队毁灭犯罪证据的证据，如爆炸穴
点和焚烧掩埋灰坑的发现，是七三一部队毁灭罪
证的直接证据，是不可多得的、无可争辩的第一

手例证。出土的各类遗物系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特别是与人体实验有关的遗物。值得一提的是，
在四方楼的一些灰坑中，出土了大量完好的灌满
溶液的实验用玻璃瓶，瓶外面贴有纸质说明，可
辨认出“XX毒”“赤痢”等字样。

李陈奇表示：“通过对七三一部队遗址的考
古发掘，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使得七三一部队
秘密选址、精心设计和营建的过程得以再现，进
而对七三一部队各种建筑的目的性、功能性和机
密性有一个全新的可靠的认知。”

近年来，七三一陈列馆研究人员发表考古专
题报告《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室及特
设监狱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及相关研究论文共
10篇；承担《七三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考古
发掘与建筑格局研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
旧址三维数字化展示与阐释系统的构建》《侵华
日军细菌战罪行史料整理及专题数据库建设》

《跨学科视域下细菌战罪行研究》等课题。
此外，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七三一陈

列馆对七三一遗址相关保护展示工程进行不定
期的跟进式调研，着力解决考古发掘与保护展示

工程如何有机衔接的问题，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依
据，进行科学修复保护、展览陈列，还原历史真相。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于
2015 年 8 月 15 日正式对外开放。目前，馆内拥
有七大类近 10 万件馆藏罪证文物及史料，构
成了相互印证、真实完整的立体罪证链条。改
陈新增罪证文物 2862 件、新增罪证史料 23000
页、新增对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跨国取证的影像
资料 810 分钟；新增相关战时图书资料及相关
展品 5980 件。这是以馆长金成民为代表的七三
一陈列馆工作人员，自1998年起不懈努力、接续
奋斗，连续 22年赴日本“跨国取证”寻访日本细
菌部队原队员、征集保存口述史料、完善充实馆
藏档案的成果。

2023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档案入
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又是一个新的起
点。李陈奇说：“下一步，我们将配合哈尔滨市土
地储备回收开展考古工作，拟发掘对象均位于遗
址核心区内，包括病毒实验室、特殊武器研制厂、
第一仓库地下基址，拟发掘面积共计约 2.3万平
方米。”

为全面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精神，有序推进湖北
省普查工作，按照湖北省“四普”工作统
一部署，在召开省“四普”工作第五次调
度会后，省“四普”办根据湖北省的地形
特征和各地 （市、州）“四普”进展情
况，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响“东西合
围”“四普”攻坚战的构想。该构想计划
在鄂西南 （恩施州）、鄂西北 （十堰市）
和鄂东 （黄冈市） 各选择至少一个县
（市、区） 作为普查第二阶段的第一期攻
坚县 （市、区），使这三个地 （市、州）
形成一个地理上的“铁三角”，以点带
面，发挥“铁三角”示范效应，带动全省

“四普”工作。
该构想得到了上述三个地 （市、州）

积极配合，立即确定攻坚县 （市、区），
迅速展开行动，其中鄂西南的恩施州位于
武陵山脉，恩施市是全国试点，普查工作
持续领跑，所以选择的是宣恩县和来凤
县；鄂西北的十堰市位于秦巴山区，选择
的是郧西县；鄂东的黄冈市是大别山脉的
革命老区，选择的是英山县和黄州区。这
五个县 （区） 的文物数量多，工作难度
大，接到打响“东西合围”攻坚战的工作
安排后，迅速组织普查队员克难奋进，工
作成效显著。

鄂西南 （恩施州）：来凤县和宣恩县
文物普查工作专班迅速行动，克服复杂地
理环境带来的挑战，统筹指挥，踏遍辖区
内武陵山脉的峝川沟峁，开展实地调查工
作。来凤县出动 3 支普查队伍，共计 23
人；宣恩县出动4支队伍，共计20人。在
武陵山脉余脉形成的西北高东南低地势
间，普查队员们深入田野、穿梭山林，运
用无人机、长焦相机、RTK等设备对文
物本体、附属单位进行拍摄测量、卫星定
位、图像绘制、资料命名登记更新等工
作，完整准确掌握文物的保护状况、空间
地理、使用情况以及基本信息，并实时录
入第四次文物普查数据采集软件。专班成
员白天忙于野外调查，晚上分析整理当天
工作成果、核对数据资料。每到一处，主
动结合基层情况，开展走访交谈，细心了
解新发现文物线索，做到“应录尽录”

“应保尽保”，全面核查，一处不漏。7月
11 日和 7 月 16 日，恩施州来凤县和宣恩
县相继圆满完成全县范围内的实地核查与
新发现工作录入工作，成为湖北省继恩施
市后率先完成田野调查工作任务的地区。
来凤县完成三普复查点123处，新发现59
处，共计182处；宣恩县完成三普复查点
216处，新发现18处，共计234处。

鄂东 （黄冈市）：黄冈市在田野调查
实践中创造性总结出“一全、二倒、三
包、五员”的工作模式：“一全”即全员
上阵，下沉一线；“二倒”即以时间节点
倒排工期、以进度质量倒逼责任；“三
包”即“四普”业务骨干包业务对接、包
技术指导、包进度督办；“五员”即每名
同志既是田野调查队员，也是政策法规宣
传员、文物安全巡查员、对接镇村联络员
和文物承载历史信息与背后故事的采集
员。7月23日和7月25日，黄冈市黄州区

和英山县相继完成本辖区复查与新发现田
野调查工作。英山县完成“三普”复查点
396处，新发现 19处，共计 415处；黄州
区完成“三普”复查点 82处，新发现 20
处，共计102处。田野调查阶段英山县出
动 4个调查队，共计 25人；黄州区出动 2
个调查队，共计8人。他们直面暴雨暴晒
等恶劣天气和蛇咬蚊叮等山区艰险，集中
精力，克难攻坚，战天斗地，“5+2”

“白+黑”，推动田野调查提速增效，以黄
冈文物工作者的实际行动弘扬和传承“朴
诚勇毅，不胜不休”的大别山老区精神。

鄂西北 （十堰市）：十堰市“四普”
办迅速部署，高位谋划、统筹合力，采取
市+县联合组队、外业实地调查+内业数
据录入同步进行的工作模式集中攻坚、同
频发力。成立外业、内业工作专班，包括
外业调查队伍3支，共计16人；内业信息
录入队伍 3 支，共计 6 人。郧西县“四
普”工作攻坚战打响以来，外业普查队员
们不惧高温、风雨无阻，用汗水和坚守投
身普查一线，充分展现新时代文物人择一
事终一生、不畏艰辛、勇毅前行的责任担
当。因天气恶劣，7月份连降 20天暴雨，
工作进度受到影响。截至7月25日，郧西
县已完成三普复查点 80处，田野完成率
28.37%，争取8月20日前完成田野调查阶
段工作任务。

随着打响“东西合围”攻坚战，全省
普查进度明显提速，通过攻坚县（区）带
动，鄂西南（恩施州）的田野完成率从第
五次调度会 （6 月 28 日） 通报的 38.8%，
提升到现在的 77.56%；鄂西北 （十堰
市 ） 田 野 完 成 率 由 14.07% 提 升 到
28.81%；鄂东（黄冈市）由16.61%提升到
26.49%；全省的田野完成率由14.44%提升
到 28.23%。短短一个月间，湖北省“东
西合围”“四普”攻坚战的战略构想得到
了实现，全省已复核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文物点 9920 处，田野调查完成数量上实
现了大突破，成效显著。下一步，省“四
普”办还将在普查第二阶段继续筹划发起

“南北突破”构想，从东西贯穿到南北，
调动全省力量全线作战，争取在普查各个
阶段都能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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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古发掘揭示历史真相
——探访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本报记者 何文娟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
明”主题展于 6月 8日在 2024 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沈阳开幕以来，受到
公众热烈追捧。进入暑期以来，在研学
活动等带动下，更是人流如织，累计观
展人数超 20 万人次，在辽沈大地掀起新
一轮探源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的热
潮。该展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辽宁省文
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主办，沈阳市
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沈阳市文物局、
沈阳市文博中心承办。入选 2024 年“博
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
重点推介项目。

近日，应展览主办和承办方邀请，多位
文博领域专家齐聚沈阳博物馆，共同参加

“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展
览观展及研讨交流活动。

与会专家在审阅展览大纲基础上听取
了策展、布展情况汇报，实地参观展览并
聆听了详细讲解。对展览选题的创新和高
远的立意、严谨缜密的叙事逻辑、深刻透
彻的学术研究、生动直观的展陈效果，以及
热烈的社会反响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
如何进一步挖掘文物与文化遗产的多元价
值，强化博物馆的教育与研究功能，提升观
众互动体验，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增强国际
视野与国际表达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

“展览主题策划、展品组织、展览规
模、展期安排及观展服务等方面均达到了预
期效果，宣传推广以及社会反响等方面，不
仅完美诠释了‘保护文物、传承文明’的主
题，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满足了
公众对文化力量和精神家园的感知需求，增
强了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的时代动力，是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创设以来，非
常成功的一次主题展览。”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耀申说。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张文立说：“展览具有非凡的学术想象力
与展示难度。”他认为，展览通过在同一空
间内实现南、北两大文明的对话，不仅展
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更利
用博物馆语言将抽象的中华文明概念具象
化，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不同区域文明的交
流与融合。

“这是一个出新、出彩、出圈的展览，
有赖于团队策划与执行过程中从高标准、从
严要求的专业态度与创新能力。”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李晖表
示。她特别认可展览对细节的注重与多种辅
助展示手段的运用，认为这些举措有效提升
了观众的参与感与互动性。

“展览在内容设计、形式设计以及观展
体验等方面均做到了小投入、大效果，为
文博行业树立了新典范。”辽宁省博物馆党
委书记、副馆长刘宁对展览的节俭办展理

念与高效利用空间的能力表示赞赏。
“展览对红山与良渚文化元素的深入挖

掘与巧妙运用，特别是红绿蓝色彩搭配与简
约不简单的空间布局，不仅提升了观众的观
展体验，更彰显了展览的专业水准与艺术美
感。”中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员会主任
刘鹭说。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馆长吕芹从
社会反响角度肯定了展览的成功。“整体设
计思路、展陈手段、场景与观众的融合度
很高，开展以来吸引了大量观众关注，自
媒体评价高涨，体现了展览的普及度与社
会热度均达到较高水平。”

“展览的推广计划特别是暑期活动计划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展理念，小小讲解
员、精心组织的研学活动等对于在青少年中
普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知识、树立和增强文
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线上线下的立体传
播对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起
到了良好的作用。”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李
学良说。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在
总结发言中强调了该展览的三大特点：一
是文化传承的理论指导。展览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文物实证系统阐释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引导公众更好认识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
自信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二是文
明起源的生动展示。展览充分运用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最新
成果，通过红山、良渚两大文明的深入对
话，揭示出中华文明之初的丰富内涵和雄
浑气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三
是文物展览的创新表达。展览以“红山·
良渚与中华文明”为主题，以“知所从

来”“何以所在”“方明所去”为叙事轴
线，贯穿“孕育”“绽放”“传承”三部
分，从生业、营建、治理、思想四个维度
（即生产发展、阶级分化、国家出现、礼制
形成），将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进行解构和
对比，剖析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基因，展
现中华文明形成机制、形态及特质，探究
红山、良渚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
进程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对今日中国的塑
造，总体实现了最初设计的“文明高度、
中国特征、文化传承”的展览目标。

2023 年 12 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辽宁朝阳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浙江杭州良渚遗
址，分别作为古国时代中华文明演进图
谱上的两个关键时空坐标。“文明之光
—— 红 山 · 良 渚 与 中 华 文 明 ” 主 题 展
览，在国内首开先河，实现了“考古中
国 ” 重 大 项 目 南 北 辉 煌 成 果 的 壮 丽 交
响，让南北文化瑰宝穿越时空，以山水
为媒让红山与良渚的文物珍品在现代展
厅重逢，交相辉映，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
起源地域辽阔与人文情怀的细腻交织，更
彰显了跨省文博机构携手办展、精诚合作
的高度文化自觉，共同绘就一幅超越千年
的文化华章，让红山与良渚的文明之光在
新时代绽放神采、熠熠生辉。此举，是对
中华大地历史长河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之发展脉
络的精准诠释与生动演绎，更是对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高
致敬与深刻传承，这缕文明之光绽放的温
暖和力量，激发了对中华现代文明的无限
憧憬和坚定信念。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10日。
（整理：王闯）

“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
主题展专家谈

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现场督导
恩施州田野调查

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