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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普查边保护

“老乡们，大伙听我说！现在国家正开展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啦！这可是件大事！……保护文物不仅是
国家的事，也是咱们大伙的事。我们要自觉爱护文
物，保护文物古迹，发现在文物周围乱搭乱建、破坏、
盗卖文物的行为，要坚决制止，积极举报，千万不要
视而不见哟……咱们都多留意留意，发现文物线索
一定要报告，拨打电话 61018872。文物普查队来了，
我们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把这件大事办
好！”傍晚，朴实亲切的“四普”广播在重庆市万州区
柱山乡戈厂村响起。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普查员们还在戈厂
村 1 组的普查点位文氏宗祠忙碌着。

白墙灰瓦，精美的雕刻、灰塑及彩绘，营造者巧妙
利用山地的自然坡度，前房、厢房、正房逐级抬高，形
成了顺应地势、错落有致的建筑特色。

“文氏宗祠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丰富多彩的
形制风格，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也体现了明清
移民入川后移民文化地域化的过程，是巴渝明清时期
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为巴渝地区移民文化研究提供
了实证资料。”李力一边组织测量一边告诉记者。

文氏宗祠先后被用作祠堂、学校、敬老院，2011年
万州区人民政府公布为万州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
护修缮，恢复历史面貌。

柱山乡因巴蜀古道上雄踞奇峰的柱头山而得名，
地处万州西郊。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普查工作，普查
员们赶着天黑之前，还完成了戈厂村王氏宗祠、青云
寨的普查工作。

在王氏宗祠，记者看到，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

发现文物预保护公示牌已注明：“此处文物已调查登
记，严禁破坏、迁移、占用。如文物遭受破坏，将依法调
查处理，严肃追究责任。监管单位：重庆市万州区文物
管理所。”并公布了联系电话。

作为市区文化振兴的示范村，戈厂村还举办了孝
善文化主题展览、乡情陈列、乡土书吧，突出让文化遗
产点亮乡村。

“重庆施行‘边普查边保护’策略。”重庆市普
查办宣传组组长彭云生介绍，截至目前，九龙坡
区、万州区、南川区等对 99处新发现文物采取挂牌
保护，避免新发现文物在认定公布前被破坏；垫江
县对新发现文物开展考古调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对实地调查过程中县保单位黄龙桥出现的隐患及时
抢险排危，南岸区修复杨芳龄墓边坡裂石；涪陵区
重点针对荔枝道遗存开展实地调查并编制《荔枝道
涪陵段保护利用规划》。

文物普查基层行 当一天普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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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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陕
西，用普查员的方式打开记者的一天，记录浸润着泥
土的艰辛与收获。

秋雨如丝落下，风起时便在空中细密地斜织。拨
开朦胧的雨雾，我们一行人驱车赶往今天的第一站
——陕西省胜利机械厂旧址。

眼前，是一座“窑洞里的军工厂”。斑驳的外墙、空
荡的厂房，无声地诉说着老厂的厚重与沧桑。

窑洞工厂创立于“三线建设”时期，曾为巩固我国
国防力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研究我国工业史
有重要历史价值。1983年至2003年随生产设备搬迁报
废处理，生产窑洞闲置至今。

宝鸡普查队队长王颢向大家介绍，他们这支普查
队伍中，最年长的是 53岁的“老陈”，最年轻的是一位

“00后”。文物普查工作，既需要丰富经验的引领，也需
要新鲜血液的传承。

我们这组“新队员”由女将郑丽娟带领。没有一句
多余的话语，她已麻利地为大家分好工。“我来测量，
你记录数据，你拍标本照片，你拍工作照……”

“高度 3米 1！”“宽度 2米 3！”郑丽娟使用测距仪，
将红外线的光点对准，洪亮地报数，身旁的“新队员”
认真记下。

“这些数据越详细，画图就越清晰。”跟随郑丽娟
的脚步，大家在幽深昏暗的洞内穿行。沿途目及之处，
配电箱、通风口、接水管、标语、废料与钢刷……都在
关联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她在一处残损的配电箱前停下脚步，举起手机后
退几步，将镜头对准，“咔嚓”拍下一张。“先拍张‘有天
有地’的大场景。”随后，她娴熟地滑动屏幕，打开指南
针，记下拍照的方位，“这样方便回去做图”。

她又走近配电箱，“再拍一张细节图。”中气十足
的声音，在幽深的洞内回荡。“抱歉啊，我说话嗓门大，
在野外工作，习惯了！”

手电的一束光照亮墙上的一个红色的字样，隐约
可见数字的形态，再定睛一看，数字依次排列。“这是

当年工人们的工位。”
那些年，车工、钳工们埋头生产的画面，仿佛重回

眼前。正如郑丽娟所言：“这些留下的遗迹，在为历史
画像。”

做完这些身体已有些疲累，但郑丽娟已开始准备
下一步的工作，“今天这个点算是条件很好的，昨天我
们在太白县，跋山涉水，山上没有路，河上没有桥。过
河时有队员滚到了河里，有队员被蚂蟥叮咬。”说起这
些她的面部表情并无太多的变化，仿佛是一件再平常
不过的事。

会有人退缩吗？“没有！我们没有人摆烂，大家都
想把自己那份工作做完，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前些天
有人扭伤，他就转做内业，没有人愿意当闲人。”郑丽
娟说，“其实这也是人生很宝贵的财富，困苦中结下的
战友情，很难得。”

当天下午，我们马不停蹄地来到岐阳遗址。这是
“三普”发现的遗址，而“四普”工作进一步确定了其
边界。

众人在田野间穿行，双脚因沾满了湿润的泥土变
得沉甸甸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有分量。“咱们平时
的工作，要走完四至。”同为女队员的侯骁秦介绍说，
四至范围指遗址在地理空间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
边界。

“看！”侯骁秦从地表拾起一块陶片，为大家介绍
起来。“根据它的特征，可以推断是仰韶文化的陶罐，
今天大家很幸运，一到这儿就有收获。”

夜幕降临，普查队的工作并未按下“停止键”，而
是转入内业。

房间内，队员三三两两各自安坐，忙活了起来。洗
净、晾干拣选、标记、拍照、上传，经过复杂的程序，标
本的工作才算完成。一旁的侯骁秦开始录入数据，熟
练地将岐阳遗址的相关资料一项项填入“四普”不可
移动文物登记表。

绘图的小伙子庄东奇来自测绘院，只见他安稳地
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鼠标上来回点击，眼睛紧盯屏幕，
开始绘制今天的文物图。“绘制文物图其实比较难，幸

亏有测绘队员的帮助。”王颢说。
当前，陕西正在探索“文物定性、测绘定量”普查

工作模式，绘制“陕西文物一张图”，针对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在遥感、地理信息等方面技术应用和工作要
求，确定了统一数据管理、统一标准体系、统一空间基
准的总体要求。陕西省文物局与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建立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双方技术优势，有效提高了
普查效率和质量。

“四普”工作，正如一个个点汇聚而成中华文明的
巨流河，绵延在中华大地，长存于历史星空。

告别时，想起侯骁秦在被问“平时累不累”时，她
笑靥如花，眼里有光：“干什么都免不了辛苦，有开心
的辛苦和不开心的辛苦，而我是开心的辛苦呀！”

随着探铲一次一次下搠土层，取出的圆柱形土样
中出现了红烧土、草木灰，继而有黑陶、灰陶和瓷片，
普查队员都很兴奋。同行的记者多是第一次参加田野
调查，穿梭在玉米地里“寻古”，鞋子沾满泥土，一路问
个不停。

在山东省临朐县城东侧的张家寨村，临朐县博物
馆馆长衣同娟率领普查队一大早就开始了遗址勘探。
据村民提供的线索，他们在耕作时经常翻出瓦砾、瓷
片等物，觉得地下可能隐藏着一些“秘密”。今年四五
月间，临朐县先后下发了两次征集不可移动文物线索
的通知，共收集100多条线索。张家寨村东台地即是线
索之一。

一个多小时的勘探后，这处遗址的范围初步确定
为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从采集的陶片、瓷
片判断，标本年代初步定为商周、汉、明清。有人问陶
片上为何有布纹，原来是古人使用麻袋或粗布留在陶
器上的印痕。

随后，普查队马不停蹄赶往东上林村东南遗址。
该遗址在“三普”时发现，将临朐县农耕文明往前推进
了近两千年，为研究山东史前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实
物资料。此次实地勘探则是复核，先从村周边一点一
点钻探，再往村中心集中，以确定文化层深度，进一步
厘清遗址的边界。

在这三四个小时内，探工刘师傅不停歇地打探、
取土，每一处都要找到生土为止。一问，才知他已有30

多年的勘探经验，摊开双手，是厚厚的老茧。探铲操作
步骤看似简单，记者们轮流一试，却不是打不下去，就
是取不成土，不禁感叹，行行见功夫。

临朐历史起源早，文物古迹多，境内有大汶口、龙
山文化等遗址 200余处。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实
地调查阶段，临朐行动早，推进迅速。衣同娟提到鲁迅
少年时在课桌上刻下的“早”字，“时间不等人，因为我
们的三分之二文物点是古遗址。”

横跨在仰泉河上的一座石桥，是当天需要复核
的一处文物点。这座桥位于马家辛兴村南，“三普”后
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赶到这里时，多半日的阴霾
逐渐散去。普查队员用 RTK 测量仪对石桥本体仔细
测量，并用无人机对桥梁周边进行了全景拍摄，记录
了所需要的详细信息。石桥一侧立有碑记，此桥又名

“善人桥”，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已有 300 多
年历史……

田间地头，爬高走低，不觉就是一天。查看微信运
动，已突破两万多步。听衣同娟说，普查队员每天奔波
在外，三四万步是寻常事。

晚上七八点，临朐县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还有
不少人在忙碌着，当天采集的大量标本要逐一清理、
拍照、记录、归档。名称、时代、采集地点、采集时间、采
集人等信息，在标本登记表里都要填写清楚，这是一
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标本架上分类清晰，注明“新石器
时代”“商周至汉”等字样的不在少数。

衣同娟说：“能够参与普查，就是一种缘分。”一
路上，听几位年轻的普查队员聊工作感受，大家异口
同声“累并快乐着”。他们把参加“四普”视为难得的
机遇，是锻炼的机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本报讯 记者何文娟报道 11月
19日，《大足石刻研究》创刊发布会在
重庆大足召开。《大足石刻研究》由重庆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管、大足石
刻研究院主办，于今年9月创刊，每年出
版4期（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该刊是国内继敦煌研究院之后，
第二家由石窟寺管理单位创办的国
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面向石窟
寺及其相关文化遗存的研究。以坚持
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聚焦大
足石刻造像历史文化遗存，刊载石窟
文化研究方法与学术成果，加强石窟
保护利用工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发展与国际文明交流互鉴

为办刊宗旨。
创刊号栏目包括“理论与方法”“石

窟考古”“巴蜀石窟研究”“研究探索”
“石窟保护”“学术动态”等，其中“石窟
考古”“巴蜀石窟考古”为每期必设栏
目。“巴蜀石窟考古”作为该刊的特色栏
目，刊载最新调查资料与学术成果，着
力推进巴蜀石窟研究的全面发展。

中国文物学会，重庆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市期
刊协会，大足区委区政府等主管部门
和行业管理机构领导，以及《大足石
刻研究》期刊顾问、编委，国内相关高
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期刊主办单
位等代表参加发布会。

本报讯 11 月 16 日至 17 日，第
一届海岱考古学术会议在曲阜师范
大学孔子书院举办。来自全国60多家
高校、文物考古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
者参加会议。

会上，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山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等 5位
嘉宾先后以《考古学视野下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山东秦汉考
古的过去、现在、未来》《中华万年文
化史视野下的海岱（东夷）与中原
（华夏）》《再论海岱地区早新石器时
代文化谱系与新石器时代分期》《海
岱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为题作学
术报告。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岱蕴齐
鲁”主题，基于“海岱地区考古新发
现”“考古研究新进展”“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议题，从史前考古、商周考
古、汉唐考古以及宋辽金元明清考古
等方面进行学术汇报，进一步丰富和
深化海岱考古学术研究，展现国内海
岱考古的新发现、新成果、新价值。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从“探索新遗址、解读新发
现”“提升在区域考古中的影响力”“构
建海岱特色考古学学术体系”三个方面
加强学术交流，把海岱考古学术会议
打造成全国性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本次会议由山东省考古学会主
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考古
学院、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济
南市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
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承办。

（班凯旋）

本报讯 记者何文娟报道 11月
18日，三星村遗址考古工作现场会在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召开。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长三
角地区的专家学者，共话三星村文化
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挖
掘三星村遗址的内涵和价值。

三星村遗址是江苏地区史前文
明的重要节点，距今约6500年至5500
年，是探索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的关键
性遗址。1993 年至 1998 年，遗址发掘
面积564平方米，清理墓葬1000余座、
房址 4处、灰坑 55个。2023年 4月，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
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金坛区博物
馆组建联合考古队，启动三星村遗址
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

“三星村遗址大家谈”座谈会上，

联合考古队代表介绍，经考古勘探和
发掘初步揭示，三星村遗址大体由北
部居址区、中心土台和南部墓葬区
构成，分区布局明显。截至目前，共
清理墓葬 400 余座，人骨保存较好，
发现了许多以往未见的丧葬方式，
为理解这一时期葬制、葬俗提供了
新资料。从墓葬来看，三星村在晚期
阶段已经开始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
化现象。

同日，三星村考古遗址公园开工
活动举行。据介绍，该遗址公园项目
分三星村远古文化体验中心、江南农
耕文明活化体验区、文化博物馆集群
三期实施。本次开工建设的三星村远
古文化体验中心为一期项目，主要包
括遗址博物馆及入口区、考古工作
站、游客中心、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和
环境整治等。

本报讯 记者翟如月报道 11月
18日至 20日，由广东省博物馆、粤港
澳大湾区博物馆联盟主办的“2024年
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合作交流会
暨策展人分享活动”在广东省博物馆
举行。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
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安
来顺出席活动。来自广东省文物局、首
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
馆等单位专家学者，以及粤港澳大湾
区博物馆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活动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
联盟发布联盟标志和《粤港澳大湾区
博物馆联盟年度发展报告》，并为香
港海事博物馆、澳门海事博物馆、澳
门通讯博物馆三家单位举办新入盟
成员单位授牌仪式。6位专家围绕“新

质生产力与博物馆创新发展”的会议
主题，分别就新质生产力赋能博物馆
事业、数字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实践应
用场景、永久性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厅
的创设、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博物馆
阐释、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提升
展览功能等话题作主旨发言。与会代
表结合博物馆展览策划实践，以前沿
视角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共同探讨博
物馆展览如何创新策划与呈现路径，
更好地用文物讲述中国故事。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联
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有效探索，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文博单位协同联动，为
进一步打通资源壁垒、拓展深度合作
提供助力，同时辐射带动区域内中小
型博物馆的发展。

本报讯 近日，由郑州大学主
办，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
心、《中原文物》编辑部承办的“古代
蒸馏器与蒸馏技术”学术研讨会在郑
州大学举办。

据悉，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
学院从理论分析和模拟实验两方面
得出结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蒸
馏器为可以实现蒸馏酒的蒸馏器，这
将中国古代蒸馏酒技术实现可能性
提前千年。

在主旨发言环节，来自西北大学、
郑州大学的4位学者就多学科视域的
蒸馏酒起源研究、对古代蒸馏器和蒸
馏技术的认识、海昏侯墓出土蒸馏器
的实验研究、史前酿酒控温及其相关
问题探讨等作主旨报告，分享古代蒸

馏器和蒸馏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专
家研讨环节，6 位专家学者围绕古代
蒸馏器与蒸馏技术进行讨论，分享最
新研究趋势，拓宽学术研究视野，推
动考古学科的深入交叉与全面发展。

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徐州博物
馆等相关单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王娟）

《大足石刻研究》创刊

第一届海岱考古学术会议在曲阜举办

专家学者齐聚常州金坛
共话三星村文化起源与发展

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
联盟合作交流会在广州举行

“古代蒸馏器与蒸馏技术”学术研讨会
在郑州举办

“这些留下的遗迹，在为历史画像”
李翔 李瑞

是机遇，更是责任
本报记者 续红明

（上接1版）
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鱼木村，孙孺展示自己连续两次参与鱼木

寨-连五间民居普查的数据。孙孺现为利川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
任，先后参加过“二普”“三普”。他与父亲孙绘、弟弟孙喜，一家两
代、三人都投身文物事业。在全国，父子、父女共同参与文物普查
的情况还有很多 （图5）。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村，普查队员与当地村民了解是否
有新发现的文物普查线索，之后在大水井古建筑群入口处明确此
次普查任务和细节要求。普查队员表示，“多查、多动、多问”，才
能了解更多文物信息、历史脉络以及新的文物线索 （图6）。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村，普查队员正在对李氏宗祠进行
数据核查。通过实地调查、测绘，现场交流文物登记表内容填写、
文物构成界定、图纸绘制形制、照片命名等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
善，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图7）。

湖北省荆州区川店镇李场村，由长江大学学生和文物系统工
作 者 组 成 的 普 查 队 员 正 在 对 新 发 现 的 文 物 点 李 场 安 邦 冢 进 行 数
据 采 集 。 该 墓 冢 自 2017 年 发 现 后 ， 常 年 纳 入 日 常 保 养 维 护 范
围，2018 年在四周安装了太阳能监控设施，并由周边居民担任护
墓员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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