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高路远有“情”暖
——陕西“四普”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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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普查基层行

“秦地雄无双，千年古韵扬”。巍巍
秦岭，如巨龙横亘，分隔南北，雄浑壮
美的黄河在关中大地蜿蜒流淌，滋养
出源远流长的三秦文化。

今年5月以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以下简称“四普”）转入实地调查阶
段，陕西省采取“市级组队，逐县普查”
的方式，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全力推
进普查工作，取得显著成果。

近日，记者跟随国家文物局组织
的“当一天普查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基层行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陕西咸
阳、宝鸡等地，窥见一线普查队员奔走
的日与夜、沟壑与山间。

“拧成一股绳”
“市级组队 逐县普查”

秋日，昭陵赫然矗立于九嵕山巅，
四门环抱，松柏苍翠，墓道、献殿、六骏
浮雕静卧千年，映照出大唐盛世的恢
弘与厚重。

“拍照、测绘、记录……”一早，咸
阳普查队员各司其职地在礼泉县昭陵
进行文物普查的复核工作，而其他组
的普查队员在礼泉县其他文物点同步
进行着普查工作。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咸
阳市普查队队长赵旭阳告诉记者，“我
们正按照‘市级组队，逐县普查’的方
式进行普查工作。‘市级组队’是以地
级市为单元组建队伍，精心挑选抽调
辖区内优秀文博专业技术人员，组建
专业能力强、经验丰富的调查队伍。

‘逐县普查’是由市级普查办统筹协
调，确定调查县（区）后，安排调查队伍
集中开展普查工作，完成全部任务后
再进驻下一个县（区）开展工作。”

“这种方式的一个优点是我们根
据咸阳地形地貌特点，在冬天的雨雪
霜冻来临前，优先普查沟深林密、人烟
稀少、难以到达的县区，将优势发挥到
最大化，保障普查工作的有效开展。”
赵旭阳补充说。

初见李昆桦是在彬县大佛寺石窟，
濛濛细雨，阻挡不了她与队员的工作热
情。李昆桦曾是“三普”普查队队员，现
为“四普”咸阳市普查队一组组长，经验
丰富。

参加“三普”时，李昆桦刚从西北
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对普查工作懵懂
无知。“当时在商洛普查，队长带领我
们白天奔波调查，晚上填报系统。没有
专业测绘人员，我们自己完成测绘，手
持 GPS 测点，电脑绘图不熟练就现场

手绘结合地图和地形地貌，回驻地后
拍照上传。商洛地形复杂，高山深沟众
多，一个文物点有时需花费一整天。”
忆起“三普”，李昆桦感慨良多，如今，
到了“四普”，有了“三普”的经验，对文
物普查工作不再陌生。

“但我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三普’
时，只需跟在队长身后，专注手头的具
体任务。而作为‘四普’普查组组长，每
天要精心制定工作计划，确保各项任
务有序推进。文物的认定需要凭借专
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做出准确判断，遗
址范围的划定更是要做到严谨细致。
采集标本的判断也至关重要，不能有
丝毫差错。人员分工上要充分考虑每
个组员的特长和能力，让大家各展其
长，提高工作效率。”李昆桦说，野外普
查时，组员的安全与士气也很重要，安
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要确保各种防范措
施到位，保障组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也
要将组员“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感受到温暖，一
起将普查任务完成。

“虽然每天很累，但队长乐观的精
神和小伙伴相互扶持的情义，让我学
习收获很多，也乐在其中。”作为一名
刚入职的文博人，咸阳市普查队一组
队员邢钰婷笑着说。

据介绍，陕西省调集考古院（所）、
文研所、文管所、高校的精锐力量，组
建了13支市级普查队，并专门成立旧石
器、蜀道考古2支专项普查队，各县（区）
共组建了90支队伍，共有队员961人。

如今，普查队伍穿密林、攀高山、
跨沟坎，深入秦巴山山水水，用脚步踏

遍三秦大地，如火如荼推进普查工作。
“各地市对所在区域文博单位专

业人员和社会力量进行摸底遴选，从
文博机构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队
伍，并争取参加过‘三普’的人员参加，
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具有工作
经验、能吃苦、善战斗的普查队。”陕西
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陕西利用
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在省普查办的
协调下，各级普查办积极与开设考古、
文博、建筑、历史等专业的高校合作，
充分发挥他们专业所长，在普查中承
担了大量考古调查、绘图等专业技术
性工作，实现了普查提质增效与高校
人才培养的双赢。

“绘好一张图”
“文物定性 测绘定量”

凤凰山下，岐水之滨，风格古雅的
沈公祠在一众民居中让人眼前一亮。

宝鸡普查八队在岐山县复查凤鸣
镇资福村文物点时，在沈家营东南发
现了这座古朴的建筑——沈公祠，该
建筑保存完整、工艺精巧，引起普查队
员的注意。“通过其建筑风格、梁架结
构以及碑刻判断为清代道光年间所建
祠堂建筑，根据现场观察，发现该祠堂
有所修葺且保护状况较好。同时，我们
现场对该祠堂进行了测量、照片采集
和信息收集，并将此次普查新发现录
入到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采集系
统中，对该建筑后续的保护和利用留
存一份有价值的资料。”宝鸡市考古研
究所所长、宝鸡市文物普查队队长王
颢说。 （下转2版）

河北省武安市调查队员正在测量
九江圣母庙偏殿数据。《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标准、登记表和著录说明》要求
规定，每处不可移动文物须提供至少1
张位置图和至少1张平面示意图，坐标
要精确到1米之内。平面示意图要标明
每处文物的边界、各文物构成的范围、

位置、名称或序号等信息，并与登记表
“文物构成”中的本体文物信息一一对
应。队员们在现场记录测量数据，手绘
文物平面图简图，再利用CAD软件和
RTK数据制作精确的平面图（图1）。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综合管理系
统中预置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

据、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新发现线索，
作为普查参考。同时利用卫星遥感影
像作为普查基础底图，制作县域离线
地图包。普查队可以利用该系统清晰
直观地了解调查工作进度、采集信息
更新情况、辖域内文物资源分布等信
息（图2）。

德州市武城县是山东省“四普”7
个省级试点之一，有着丰富的运河文
化遗产资源。位于武城县辖内的四女
寺枢纽工程，始建于 1957 年，2013 年
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武城县“四普”办协调水利部门，精
确采集四女寺枢纽数据，建立 3D 数
字模型，为数据保存、活化利用打好基
础（图3）。 （下转2版）

走在实处 落在细处
——文物点位实地调查之河北山东篇

本报记者 翟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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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文脉绵长，燕赵齐鲁、遗存遍布。自今年5月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转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持续更新，
实现“四普”良好开局。

近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当一天普查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基层
行主题宣传活动，记者来到河北、山东的文物普查点位，记录“四普”为
基层文物工作带来的崭新影响。

本报讯 11 月 16 日，由国家文
物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
的“寻找国宝传颂人”—— 《中国
国宝大会》 第四季在央视财经频道
开始播出。

打造一组“群像”立足大众
激活文化传承血脉

本季节目以“寻找国宝传颂人”
为主题，着力打造“国宝传颂人”这
一群体。他们不分年龄，来自五湖四
海，从事各行各业，是我们身边每一
个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通人，
将带领观众多角度品味文物，领略

“国宝”背后的文化传承，体会古代文
明的灿烂辉煌、从“国宝”读懂中国。

节目深入数个城市和博物馆，围
绕十二个意蕴深厚的主题，通过传颂
人的精彩展演与文物串讲、专家团队
的解说、丰富的史实资料和新颖呈现
方式，唤起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珍视与传承。

在持续高涨的“博物馆热潮”之
下，如何让一件件陈列在橱窗里的国
宝、一段段展馆中的介绍文字传递出
新 时 代 的 温 度 ？“ 寻 找 国 宝 传 颂
人”——《中国国宝大会》第四季用
传颂人与文物之间的鲜活故事“执
笔”作答。

传颂人相聚在不同城市和博物
馆的展演现场：从未满十岁的孩童
到 年 近 七 十 的 长 者 ， 他 们 年 龄 不
同；从新农人、铁路工作者、室内
设计师、说唱歌手，到考古学硕士
研究生、甲骨文科普博主……他们
身份多元。传颂人济济一堂，以不
同的方式讲述着文物背后久远而有
温度的故事。

传颂一众“国宝”文物串讲
唤起古老文明的当代回响

为了带领观众从“国宝”读懂中

国，本季节目创新内容环节，将从对
单件文物的讲述和三件文物之间的内
在联系两个角度出发设置传颂方式，
这既是对传颂人文史知识储备和知识
延展能力的双重考验，又能将不同文
物的“生命血脉”进行连接，展现
历史的魅力。

节目中，观众可以从中国古代
仕女画代表作 《捣练图》 中，一睹
仕 女 服 装 上 的 纹 饰 所 记 载 的 唐 朝

“时代潮流”；从目前中国发现最早
的家书实物——睡虎地秦墓竹简黑夫

“家信”木牍中，感受两千多年前士
兵对家人的思念与关怀；从精美的酒
器——鸳鸯莲瓣纹金碗中，领略大唐
盛世豪迈奔放的社会风尚……古老的
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多方面的辉煌成就，凝聚成一件件
国宝级文物，又在传颂人精彩展演
中，成为一个个有趣又有意义的故
事，文化力量激荡起古老文明的当代
回响。

除 此 之 外 ， 不 同 的 “ 国 宝 组
合 ” 还 将 轮 番 上 阵 为 选 手 “ 出
题”，例如在以“文韬武略”为主
题的第一期节目中，传颂人需要根
据“宋·开封府题名记碑”“宋·蔡
襄·行书自书诗卷”和“明·文徵
明·《醉翁亭记》 行书卷”三件文
物，推测出一位历史人物，并完成
即兴讲演。在不同形式的文物串讲
中，传颂人将用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传颂“国宝”。

呈现一场文化盛宴
以个体情感勾连古老文明

本季十二期节目将以十二个主
题，为观众鲜活呈现中华文明的灿烂
图景。

前五期地方展演分别以“文韬武
略”“情深意重”“风云三国”“旷世
奇才”“妙笔生花”为主题，文臣武
将的谋略胆识、匠人科学家的高超技

艺、文物中凝聚的深厚情谊、文人雅
士的才华横溢，在这五期节目中将予
以呈现。

从第六期至第十一期，节目将以
“翩若惊鸿”“纹饰春秋”“见字如面”
“壶中日月”“驰骋天地”“石破天惊”为
主题，每期节目以“开题秀”方式引出
节目主题，让观众了解中国传统舞蹈、
纹饰、书信笔墨背后的内涵。

传颂人将在第十二期共同登上舞
台，以“经典重现”为主题，用《千
字文》《兰亭集序》《相遇妇好》 和

《洛神赋》 四场传颂秀，带领观众重
温经典。

整季节目糅合精美的舞台设计、
意蕴与趣味兼备的舞台表演、先进的
数字表现技术，为观众打造一场融合
文物知识、精神传承和审美旨趣的

“国宝”传颂盛宴。
文脉传承，斯文在兹。《中国国

宝大会》 第四季“寻找国宝传颂人”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指引下，
让“有故事的国宝”与“会讲国宝故
事”的传颂人在舞台上相遇，让深厚
的历史文化与当下的美好生活互动起
来，助力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识文
物、知宝藏、晓文明”。 （文宣）

“寻找国宝传颂人”
《中国国宝大会》第四季开播

塔儿山前、汾水之畔，黄土台塬下，
沉睡了近4000年的陶寺遗址在初冬的
清晨里醒来。层层叠叠的历史遗迹，书
写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

11月 12日，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
向公众开放。鼍鼓鼓点激扬、声声入
耳，仿佛从历史深处传来，陶寺遗址博
物馆缓缓打开大门，迎接八方宾客。

陶寺遗址是具备早期国家特征的
都邑性遗址，其考古新发现、研究新进
展，为古史探索提供了新材料，是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连绵不绝特
质的有力实证和生动写照。陶寺遗址博
物馆的建成开放，为公众提供了一处展
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新
平台。

光被万世
追寻4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俯瞰 4000 年前左右的中华大地。
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趋于寂静。长江下
游，良渚文化微光日熄。长江中游，屈
家岭-石家河文化日渐式微。

而在黄河中游，以陶寺为代表的中
原地区文化迅速崛起，文明在这里踏出
了坚实的一步。陶寺文化广泛汇聚吸收
多种文化元素，并整合发展，向四方辐
射影响，引领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

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
的核心遗址之一，集中表达和展示了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农耕文明孕育中华民族文化基
因。陶寺人师法自然、敬授民时，以
期五谷丰登、瓜瓞绵延，奠定文明发展
的物质基础。彩绘陶盘上的蟠龙形象为
后世所传承，成为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
的精神图腾。

在制度建设方面，陶寺有很多创
新性举措。陶寺遗址发现了双重城郭，
内城卫君，外郭守民，以轴线规划布局
城内的重要建筑，深刻影响后世中国历
代都城建设。这里出土的铜铃是迄今发
现最早的复合范铸青铜器，为即将到来
的三代青铜礼乐文明鸣响先声。

陶寺文化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
处于史前文明重瓣花朵的花心位置，
逐步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
局的中心。海岱地区的陶器、石家河文
化的玉兽面、良渚文化的玉琮，不约而
同地出现在这里，展示出陶寺文化的
包容开放。陶寺中期大墓出土的粗壮
獠牙，正合《周礼》所载的“豶豕之
牙”，体现了墓主卫兵弗用、修兵弗战
的和平思想。

“在文明探源的几大都邑性遗址
中，陶寺遗址是非常独特的，它‘都城’
的特点十分突出，具有早期国家的开
创性特征。‘地中之国、王者之都’，我
认为陶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表示。

都邑煌煌
穿行协和万邦的地中之国

陶寺遗址博物馆以“地中之都 中
土之国”元素符号为基础，外观设计呈
现一个“中”字。

何以为中？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

求地中。”《周礼》记载了古人寻求“地
中”之法。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地
中是天地之合、四时之交、风雨之会、
阴阳之和的所在，这里百物阜安，可以
建国而封树千里。

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被
推测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仪器
实物，记录了陶寺先民对宇宙规律的
追问和探究，在这种宇宙观的指引下，
陶寺先民择中而居，建起地中之国。

踏上高高的台阶，走进陶寺遗址
博物馆展馆大厅，象征文明的光束从
脚下向前延伸去，直击高悬空中、口衔
谷穗的蟠龙。这一形象取自于陶寺龙
盘，是陶寺文化的标识性符号。

左侧墙壁雕刻的是古埃及、古巴
比伦和古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元素浮
雕。右侧墙壁上，陶寺文化与良渚文
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
物交相辉映。在距今四五千年前，人类
文明蓬勃发展，文明古国盎然新生。无
论古今，陶寺都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展
示着不同文明多元的文化面貌。

“文化蕴化”展厅里，“树木”葱茏。
彼时的晋南盆地温暖湿润，深厚的土
地、密布的水沼为黍、粟和水稻等多种
作物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为文明的兴
起提供了环境和物质基础。

进入“煌煌都邑”展厅，抬头望去，
星汉灿烂。星空下，展陈着仰望星空的
先人智慧。陶寺遗址出土的璇玑和圭
表被学者推测为经天纬地的天文仪
器，掌控时间、经略空间，辩方正位、建
中立极，陶寺先民将宇宙规则引入人
间秩序，建都立国。

“早期国家”展厅展示了4000年前
陶寺百工兴盛、物阜民丰的社会百态。
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制度已初步形成，
一件件彩绘陶器历久弥新，熠熠生姿。
不同阶层的生死之所呈现出严格的秩
序分化，大、中型墓葬随葬器物显示出
礼器特征，礼制和礼乐文明雏形初具。

陶寺遗址博物馆集中展出 230件
（套）珍贵文物，结合光影、数字化等技
术，全景式展示陶寺遗址在都邑规划
营建、手工业生产、艺术创造等方面的
突出成就，解读陶寺文化的深刻内涵。
同时，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
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园区规划设计将
以“大融合”发展理念为指导，致力于

建成文物保护利用、文化传承发展的
新示范。

寻根溯源
致敬行走田野的考古人

沧海桑田，曾经的煌煌都邑掩埋
黄土之下，沉睡近4000年。是一代代考
古人的筚路蓝缕、接续相传、不惧艰
辛、孜孜以求，让这些文明的遗迹与这
片土地上传递着息息薪火的今人得以
相遇。

在陶寺遗址博物馆二楼，设有“陶
寺考古”考古历程展厅，记录陶寺遗址
重见天日的历程，致敬陶寺发现以来
60余年的丰硕考古成果和一代又一代
的考古学家。

1958年，文物工作者丁来普在晋南
大地上进行文物普查时，首先发现陶寺
遗址。1959年至1977年，中国科学院考
古所山西队多次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复
查，形成对陶寺遗址发掘的倾向性意
见，陶寺遗址考古工作由此发端。

自 1978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连续考古发掘，
龙盘、鼍鼓、土鼓、石磬、玉器、彩绘木
器等文物不断出土，初步弄清陶寺文
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陶寺
文化早、中、晚期的文化序列。陶寺文
化对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
的重要意义逐渐显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陶寺
遗址作为重要的中心性都邑，在梁星
鹏、何驽、高江涛三任领队的带领下，
中期大城、宫殿区及宫城、中期大型墓
地等重要遗迹被考古发现，陶寺遗址
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更加凸
显。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联合技术
攻关，极大丰富了陶寺文化的内涵，为
探索中华 文 明 起 源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经验。

文脉不断，人脉不息，在这一部长
达数十年的陶寺探索史诗中，每一代考
古工作者都接力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
慧。他们迈步于田间地头，穿行在历史
长河，永远充满好奇、兴致昂扬，向这
片古老的土地发出一次次细致入微的
叩问。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长路漫漫，还
需数代人上下求索。建设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考古”理念将代
代传承、深入人心。

聆听文物无声的诉说，去探寻宇
宙的高远，去追溯时间的深邃。中华
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或
许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血脉相承的

“我们”始终虚怀若谷、敬天法祖，
但又无所畏惧、寻根问底。这是陶寺
给我们的答案，也是陶寺文物工作者
给我们的答案。

问天地 寻古今 铸文明
——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侧记

储佩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