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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仰韶

文化考古团队负责河南省境内仰

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数十年

来，他们栉风沐雨，坚守田野考

古，出色完成三门峡南交口、灵宝

西坡、北阳平、渑池仰韶村等多处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

他们当中，有经验丰富的年

长者，有负责现场考古工作的中

坚力量，有初入发掘工地的青年

学子。他们通过辛苦的挖掘、精

细的研究，用一件件文物讲述历

史的变迁……

“每一次发掘，就
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
旅行”

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30 年的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魏兴

涛，依然坚守考古一线，每个月都往返

三门峡与郑州数次。

“刚接触考古，觉得特别高深，但

学着学着就爱上了。”见到记者，魏兴

涛甫一打开话匣，就说起了那个青春

洋溢的年代。

1991 年，研究生毕业的魏兴涛，来

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接触到仰韶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素面纹饰、早

期水稻遗存、泥质红陶……“每一次发

掘，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魏

兴涛说，这些年，他承担过 30 多项考古

调查发掘项目，印象最深的，要数三门

峡南交口遗址发掘。那段 20 多年前手

握拐杖翻山越岭、蹚水过河的经历，仿

佛就在昨天。

1997年 7月，“连霍高速公路”洛阳—

三门峡段规划营建，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配合工程建设进行田野考古，

魏兴涛选择了三门峡南交口遗址的考

古 任 务 。 1998 年 盛 夏 ，豫 西 多 雨 水 。

南交口发掘现场被迫停工。作为项目

负责人，魏兴涛十分焦急。他索性戴

上 草 帽 ，穿 上 胶 鞋 ，拿 上 手 铲 和 绘 图

本 ，带 队 员 到 附 近 山 里 进 行 考 古

调查。

魏兴涛一走就是一整天，回来时，

鞋底都磨出了洞；晚上到营地，他又借

着应急灯，记录勘察所得。短短数月，

他的足迹踏遍北梁遗址、朱家沟遗址、

卢家店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获得了

丰 富 的 一 手 资 料 ，摞 起 来 有 课 桌 那

么高。

2007年，在配合郑州到西安铁路客

运专线发掘灵宝底董遗址的间隙，魏兴

涛重回南交口，当年所画的地层与遗迹

线依旧清晰。魏兴涛带领团队选择了

仰韶中期 8 个灰坑进行土样采集。通

过 对 收 集 的 浮 选 物 进 行 全 面 分 析 鉴

定，仰韶中期的稻、粟在农作物中所占

比例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得以呈现。

现在，魏兴涛最惦记的是灵宝北

阳平、城烟和渑池仰韶村遗址的仰韶

文化发掘现场，“能在发掘工地多待会

儿，现场发掘清理，心里才踏实。”

“出现场，就要拼
尽全力、不留遗憾”

2021 年立冬那天，河南灵宝市迎

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天微亮，

李晓燕就来到了发掘现场，带领队员

拿起铁锨，开始铲雪。

“学习考古，也曾迷茫过。实习的

时候还去干过几天销售，结果发现还

是割舍不下对考古的热爱。”2017 年，

研究生毕业的李晓燕，加入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北阳平遗址是她参与

的第一个考古项目。

爱琢磨、勤动手，在现场发掘中，

李晓燕总能想出各种办法。“土办法，

有时候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清理

仰韶文化大型房址的柱洞时，洞又深

又窄，手铲不便向深处发掘。李晓燕

尝试了各种圆形器皿，最后选定了汤

勺 。 她 把 汤 勺 绑 在 不 同 长 度 的 木 棍

上，趴在地上，将手臂探进去清理。

在房址的中央，有几块保存完好

的炭化木构件。黝黑光亮的木柱诉说

着古人搭建房顶的智慧。其实，这几

块完好的炭化木构件，是李晓燕带着

队员“吹”出来的。

怎么“吹”？原来，在刮土时，有队

员发现有黑色木炭痕迹嵌在土层中。

李晓燕和队员们用细小的毛刷清理土

层 ，仍 有 少 量 泥 土 附 着 ；只 好 趴 在 地

上，用嘴吹去表面的泥土，一连“吹”了

好几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还原这些难

得保留完好的木构件原貌。”

对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负责人

李世伟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在清理窖

穴底部时，一片体积较大的彩陶片显

现出来，周围开始陆续发现大量相同

纹路的彩陶片。他们对彩陶片进行清

理，用保鲜膜对出土文物整体打包提

取。拿回实验室后，绘图、拍照，再清

洗、拼对，最终用固定胶进行粘连，复

原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彩陶罐。

“出现场，就要拼尽全力、不留遗

憾。”那时，出土的彩陶底部还差一块

陶片，李世伟给大家打气。随后大家

将窖穴中所有出土的陶片进行挑选、

比 对 ，最 终 找 到 了 那 一 块 缺 失 的 陶

片。李世伟把底部的陶片严丝合缝地

粘连上去时，队友们一阵欢呼。手中

这个交错平行线纹的彩陶罐，也成为

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唯

一一件较完整复原的彩陶器。

在李世伟看来，考古虽然是和历

史对话，但现代科技的融入，往往能产

生不少奇妙的化学反应。说话间，李

世伟拿出手机，登录“考古发掘地理信

息系统”，录入发掘进度。“我们在渑池

出土的文物信息，当天就可以在郑州

的研究院及时分析处理。”

对瓶底进行多学科残留物分析、

对土样进行电化学检测……“考古方

法 日 新 月 异 ，科 技 手 段 已 经 广 泛 应

用。”李世伟说。

“一铲子挖下去
体会到的沉浸感，比
读史料更觉真实”

樊婷，河南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硕士在读生，到北阳平遗址，是她

第一次下考古工地。

刚来第一天，带队老师安排樊婷

划土层。刮着刮着，樊婷才发现，实践

中的土层区分，跟课堂上讲的不太一

样。书本里写的是，根据颜色质地进

行区分，“原以为很容易，实地一看，几

乎难以辨别。”樊婷不停用手铲感受土

层的细腻程度，区分颜色相近土壤里

的不同包含物……经过一段磨炼，加

上老师的现场指导，她逐渐掌握了辨

认土色的方法。

樊婷看起来文文弱弱，但每天去

现场，都特别有干劲。她喜欢跟村民

聊 天 ，听 他 们 讲 述 当 地 的 风 俗 文 化 。

“考古就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去现场

干活，会更踏实。”

吕国豪是河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

一名在读硕士，仰韶村遗址挖掘现场

是他实习过的第三个工地。

“发掘房址”是吕国豪这次的主要

任务。在之前的挖掘过程中，他们在

一个探方中发现长条状的遗迹，并出

土青灰色墙皮地面。“这很可能是房址

的一道墙，值得仔细研究、挖掘。”吕国

豪说。

吕国豪把目光放在了探方里靠近

西壁的墙面，开始对墙壁进行整体刮

面。随着工作不断推进，他猜测下面

有虚土。从早上 7 点半，一直到下午太

阳落山，吕国豪接连刮了两天，终于有

了收获。他起初的判断得到确认。

吕国豪与 5 名队友同住一间工作

房。一张单人铁床、一个简易木桌，就

是 每 个 考 古 队 员 的 全 部“ 家 当 ”。 晚

上，借着灯光，大家一起为白天出土的

陶片编号装袋。“条件虽然艰苦，但感

觉每天都很充实。”吕国豪说。

“只有在考古现场，才会有一眼万

年的感觉，一铲子挖下去体会到的沉

浸感，比读史料更觉真实。”吕国豪一

有空就站在探方边上不断想象：又出

现一拐角会不会是另一座房子，灰坑

旁边为什么有一个柱洞……将自己置

身于千年时空，心中不断回溯着历史

演进的一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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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渑 池 县 仰 韶 文 化 博 物 馆 广 场

上，矗立着一面浮雕墙。上面镌刻着

梁思永、郭宝钧、严文明等考古界泰斗

的雕像，记录着仰韶村遗址发掘、殷墟

发掘、良渚古城发掘等重大事件，讲述

着中国现代考古百年的重要历程。

考 古 是 一 份 要 耐 得 住 寂 寞 的 工

作。发掘现场往往远离城镇，条件十

分艰苦；风吹日晒，霜打雨淋，坚守一

线的考古队员简单的刮土动作，一天

要重复上千遍……百年来，一代代考

古工作者凭借责任、坚守和热爱，克服

种种不利条件，不断探索未知，才将灿

烂的古代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考古人正融合多学科，不断

丰富考古工作发现的信息含量，开拓

前所未有的新领域。他们的故事，值

得被更多人倾听……

耐得住寂寞
才能成得了事儿

马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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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寒风呼啸，积雪过膝，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

克石市零下 30 摄氏度的低温下，李全胜一早就给马备上了

鞍韂。这天，他要到草原上赶回马群，为头马更换电子定

位器。

坐在屋里温暖的炉火旁，李全胜悠然打开手机定位，查

看马群的位置。“8.39 公里，不远，一会儿就回来……”李全

胜跟妻子交代了一句，就抓起雪帽出门了。

今年 55 岁的李全胜，14 年前从莫拐农场下岗，场里分

给他 100 亩草场，他的身份从农场职工变成了草原牧民。

李全胜家养的全是马，他细数一年的收入：“这一年我

卖了 60 多匹马，纯收入将近 50 万元。”

通过十几年的经营，李全胜的马群已经从十几匹增长

到 200 多匹，周边好几户邻居都开始跟着他一起养马。近

几年，李全胜陆续承包了 4000 亩草场。随着马群和草场规

模不断扩大，他用电子定位器照管马群，放牧却比过去更轻

松了。

马踏积雪飞驰，马挂銮铃飞响，约莫半个小时，李全胜已

经将马群赶回营地，收进用钢管搭制的“漏斗”。在口阔尾

窄、只容一匹马通过的“漏斗”末端，他熟练地摘下 20 天前为

头马挂上的定位器，又把新充好电的定位器挂在马脖上，打

开栅栏放出马群。望着马群飞驰而去，只留踏起的雪末在阳

光的照射下晶莹飘落，李全胜的脸上泛起惬意的笑容……

内蒙古牙克石市——

放牧有定位
增收靠科技

本报记者 吴 勇

黄澄澄的蜜橘、红彤彤的苹果、五颜六色的糖果……欢

声笑语充满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毛演堡镇王焦寨村东的一

座农家小院，王帅锋一家正围坐在北屋里，谋划着新一年的

好日子……

“ 买 房 之 后 ，我 琢 磨 着 给 女 儿 装 修 出 一 间 儿 童 房 来

……”31 岁的王帅锋说。王帅锋是肥乡区常耳寨中学的英

语教师。以前，名目繁多的彩礼让他对结婚感到压力，“大

学毕业不久，还欠着外债，拿不出彩礼。”他说。

2018 年，肥乡区委区政府举办以“移风易俗引领风尚，

文明新风润泽城乡”为主题的集体婚礼，帮了王帅锋的忙。

婚礼现场，王帅锋和妻子高珊珊与上百对新人一起，进行文

明新风宣誓，观看破除陋习的文艺节目。“彩礼不应成为负

担。两个人一起奋斗，才能拥有幸福生活！”高珊珊说。迎

亲车两台，酒席两桌……婚礼简单而温馨。

近年来，肥乡区推进移风易俗，通过“宣传引导、激励制

约、常态巡查、培树典型”，倡导没有彩礼名义的新型婚俗，

并开通微信公众号，发布移风易俗信息；同时组织未婚青年

开展读书会、联谊会等活动，培育新观念。

2018 年结婚，2019 年女儿出生，2020 年买房……王帅

锋向记者盘点结婚后的幸福日子。“没了彩礼压力，这几

年，我和妻子一心扑在工作和家庭上，日子过得甜蜜蜜！”

他说。

河北邯郸肥乡区——

新风扑面来
日子更甜蜜

本报记者 马 晨

中午 12 点，楼道里飘出阵阵饭香。吉林省长春市南关

区九圣祠社区解民二小区，志愿者闫英带着工具箱，敲开

71 岁独居老人刘亚萍的门，套上鞋套直奔厨房……

灶台边摆着一屉彩色馒头，隐隐冒着热气。“馒头才上

锅几分钟火就灭了，你快给看看！”见到闫英，刘亚萍着急

地说。

戴上眼镜，闫英俯身查看煤气灶。轻轻取下气口，掏出

一根细铁丝将油污剔除，安回再一点，腾一下，火苗燃了起

来……把蒸锅抬上煤气灶，闫英说：“大姐，您这燃气管都发

黄了！过两天，我再给您换根新的。”

“别看咱小区是老小区，家里啥坏了，都有人管。”刘亚

萍说。

2018 年起，九圣祠社区党委牵头，整合住建、环卫、志

愿者等资源，组建 7 支服务队，分别负责生活帮助、小区保

洁、学生课后辅导等工作。

“管道维修这种‘大活’政府干，修水龙头这个‘小事’就

咱志愿者管。”社区党委书记赵月说。

“以前没事也帮大家修东西，但编成队后，更正规也

更有成就感了。”闫英担任“巧手蓝领”服务队队长，负责

维修水电气热等。2021 年底，刘亚萍也戴上红袖标，成了

小区保洁志愿者，“等馒头蒸好了，咱就出去扫扫楼道！”

刘亚萍说。

吉林长春解民二小区——

志愿服务队
关爱送到家

本报记者 刘以晴

雪后初晴，薄雾轻绕山间，一条水泥路斜刺进山腰，那

里是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大岩屋村。

海拔 1600 米的大岩屋村，是处群岭包裹的小山坳。候

车亭前，客运司机邓兰舟戴上蓝牙耳机，拿起本子核对要从

镇上取回的快递清单。半年前，县里推动“快递进村”，邓兰

舟所在的客运车队承接了班线沿途几个村的快递寄送服

务。包裹搭上 40公里顺风车，送进山里，收货也不超过 3天。

天亮透了。邓兰舟踩着积雪跳上车，“以前出一趟车，轮

胎上的污泥冲也冲不掉，现在每个村都有硬化的水泥路呢！”

拧钥匙，打火，引擎轰鸣，邓兰舟回忆：“能不能帮我从

镇上买点年货？”13 年前的一天晌午，有位大姐在路边拦住

邓兰舟的客车。那时，客车还没通村，看大姐走了十几里山

路，邓兰舟一口应下……

几天后，他像往常一样准备发车，隐约见路边有人，手

里还端着东西，正是让他帮忙捎货的大姐：“快过年了，做了

一桌好饭，给你送一点。怕错过车，早早就在这里等。”大姐

的朴实善良让邓兰舟既感动又心疼：五峰县山大人稀，村里

有不少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困难群众多。他拿定主意，开

始为村民捎带物资，一带就是 13 年。

闲暇时，邓兰舟将身边老乡的暖心事拍成短视频发到

社交媒体上，收获了几百万点赞。“如今村村通了快递，我想

通过网络把老乡家的特产销出大山。”

湖北五峰客运司机邓兰舟——

捎货十三载
善举暖乡亲

本报记者 强郁文

魏兴涛在查

阅资料。

樊婷在进行

刮面。

李世伟在研究地层。

本报记者 王 者摄

李晓燕在进

行刮面。

吕国豪在观

察陶片。

“眼下正是给芒果树施肥的好时

机，一定要让它们‘吃饱’。”收到技术

员的提示信息，陆宇福赶紧来到承包

的果园。

这里是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头塘镇

联坡村。青山绵延、土坡平整，运输轨

道蜿蜒而上，陆宇福的果园就在半山

处。在山下的值班室签字借用机械，

不到两分钟，近 500 斤化肥和农具就借

助运输轨道爬上了坡。陆宇福空手上

山，开始施肥作业。

“ 去 年 毛 收 入 4 万 元 ！ 这 才 挂 果

两年，产量已经和种了十几年的果树

一 样 了 。”陆 宇 福 介 绍 ，“这 都 得 益 于

山区农业现代化，山里人也挑上了‘金

扁担’。”

陆宇福说，以前浇水只能靠下雨，

每亩收入少则 1000 元、多则 3000 元。

作业方式低效导致经济效益上不去，

让 陆 宇 福 这 样 的 农 户 不 愿 从 事 农 业

生产。

田阳区整合资金 3.86 亿元，推行

“公司+基地+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经营模式。最重要的，是通过弯改直、

坡改缓、建设机耕路和条田，大量山地

完成了宜机化改造，基本实现耕种收

全程机械化。

“比如，我种的 10 亩果园，想要啥

都可以从平台公司借，人家还提供技

术指导、农资垫付服务，可省心了。”陆

宇福说。

2018 年以来，广西累计建成水果、

油茶等 34 个优势特色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创新示范基地，在核心示范区

开展宜机化改造 8000 亩，引进 2185 台

（套）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有效改善了

丘陵山区作业条件。

广西百色头塘镇联坡村——

全程机械化 耕种效率高
本报记者 祝佳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