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22年 12月 24日 星期六 77

作 为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大 足 石 刻 的“ 文 物 医

生”，我从业已经 27 年，“医治”过不少文物“患

者”。其中有一名“重症患者”，就是大足石刻千

手观音造像。

800多年的风雨沧桑，让这尊造像伤痕累累，

凭借肉眼就可以看见岩体风化，手指残缺、断裂，

金箔开裂、起翘，彩绘脱落、起甲，等等，共有 34种

病害。2008年，国家文物局将造像的抢救性保护

工程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我们用了近 3 年的时间，采用多学科联合

的方式，对千手观音造像进行全面体检。X 光

探伤、红外热成像探测、激光拉曼测样、三维视

频显微镜观察等 20 多种检测手段齐上阵。在

当时，把 X 光探伤等技术用于大型不可移动石

质文物修复，在国内尚属首次。

最终，我们制定出治疗方案，历时 8 年让造

像恢复了“健康”。8 年间，团队成员每天站在

脚手架上，面对冰冷的石壁，嗅着刺鼻的材料

味，再热不能吹空调，再冷不能烤火炉，克服了

冻疮、蚊虫叮咬、化学试剂过敏等折磨，科学、严

谨、精细地从事着修复工作。

这个工程，成为大足石刻科技保护的标志

性成果。

过去，文物保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

够系统、科学。对文物表面的病害，我们可以

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大致了解，但文物有没

有“内伤”，原先只能凭借经验判断。科技的发

展 ，让 我 们 对 文 物 病 害 的 诊 断 和 治 疗 更 加 精

准。在实施修复前，我们还可以借助 3D 打印

技术，开展文物虚拟修复，优化治疗方案。在

修复过程中，科技更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利用激光清洗技术治疗文物表面霉斑、

水渍等“皮肤病”。此外，我们还利用监测预警

系统，实时监测文物保存状况，统一管理文物

的各类信息档案数据，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向预

防性保护的转变。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文物保护工

作仍面临许多挑战。

原先简单的“病情”已经治疗了，留下的都

是“硬骨头”，文物病害叠加，治理难度加大，这

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今后的工作

中，还需进一步加大科技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中的支撑作用。

大足石刻有 5 万余尊造像，如今已经进入

高速风化期。建设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刻不容

缓，要留得住“练得好功夫，耐得住寂寞”的年轻

人，实现精神与技术的“传帮带”。做我们这一

行，除了要有专业技能，还需要有超强的耐心、

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文物保护事业需

要一代代人接续奋斗，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成为

文物守护者。

我们在文物保护事业上取得的成绩，赢得

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大足石刻的“朋友圈”也在

不断扩大。近年来，大足石刻研究院与欧亚等

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开展了广泛交流合作。

在交流中，大家互相借鉴各自好的经验做法，这

也开拓了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视野。

我们这样守护大足石刻
——一位“文物医生”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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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佐遗址，位于黄土高

原 第 一 大 原 董 志 塬 。 这

里 黄 土 厚 达 200 多 米 ，适

宜农耕，是传说中黄帝部

族的活动地域，也是周人

祖先教民稼穑、休养生息

之地。在此次考古之前，

我们很难想象到，董志塬

上 会 有 一 座 远 早 于 不 窋

时期的都邑性聚落遗址。

南 佐 遗 址 早 在 1958
年就已被发现，上世纪八

九 十 年 代 曾 有 两 个 阶 段

的 6 次发掘，发现了仰韶

文 化 晚 期 的 一 座 占 地 面

积 800 多平方米的大型宫

殿 式 建 筑 。 该 建 筑 夯 土

墙宽约 1.5 米、残存高度 2
米以上，前厅有 3 排柱洞，

大堂有一座直径 3.2 米的

大 型 火 坛 、两 个 直 径 1.5
米 的 大 柱 。 建 筑 周 围 一

二百米的位置，呈倒“U”

字形对称分布着 9 座大型

夯土台，有些至今还残存

三 四 米 的 高 度 ，俗 称“ 九

女绾花台”。

这 样 一 座 大 型 宫 殿

式 建 筑 为 什 么 会 出 现 在

黄土高原上？“九台”到底

是什么时候的遗迹，和宫

殿 式 建 筑 有 何 关 系 ？ 遗

址 的 总 体 范 围 和 结 构 布

局 如 何 ？ 我 们 就 是 带 着

这 些 疑 问 进 驻 南 佐 ，从

2021 年 开 始 了 第 三 阶 段

的考古工作。

经 过 近 两 年 的 考 古

调 查 和 发 掘 ，我 们 发 现 ，

在 主 殿 东 西 两 侧 还 各 有

一列夯土墙侧室，每间侧

室有数十平方米，墙残高

也是 2 米多，地面和墙壁

都 涂 抹 白 灰 面 。 在 东 西

侧 室 之 外 的 东 、南 、西 面

都有厚约 1.5 米的夯土墙，

如 果 下 一 步 北 侧 也 发 掘

出夯土墙，那就会围成一

个 数 千 平 方 米 大 小 的 长

方 形 宫 城 。 宫 城 南 墙 有

内外两重，内墙门道和主

殿中门相对，构成宫城的

中 轴 线 。 宫 城 外 还 有 宽

约 15 米、深约 10 米的两侧

壁有夯土防护的壕沟。

令人惊讶的是，主殿、侧室等在某个时间点

几乎同时停止使用，所有宫城空间在短时期内以

夯土填实，这样就形成了一块数千平方米的大型

夯土台基结构，以便在上面营造新的建筑。这也

正是南佐夯土墙建筑保存良好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将南佐宫殿区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期

的主殿、侧室等，测年约在距今 5100 年，第二期夯

填成台并营建新建筑的年代约在距今 4800 年。从

出土陶器来看，两个阶段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

宫城正好位于“九台”的北部中心。“九台”每

个台大约 40 米见方，每个外侧有宽约 20 米、深约

10 米的壕沟，“九台”及其壕沟所包围的遗址核心

区范围约 30 万平方米。壕沟的两侧甚至底部有

几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自然黄土沟壁的

破坏，这种深槽状结构前所未见。壕沟紧贴夯土

台底部边缘修建，与夯土台属于同一时代，发现

的陶片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测年也在距今 5000
年左右。推测很可能是利用壕沟挖出来的土夯

筑了“九台”。在“九台”周围一公里多的位置各

有一道冲沟，大致围成一个至少 600 万平方米的

长方形的空间，调查勘探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

陶片、白灰面窑洞式建筑、夯土基址、沟渠等。

在宫城东侧的祭祀区，发掘出数百件箍白色

附加堆纹的小罐、成套的带盖塞的彩陶小口平底

瓶、白陶、黑陶、涂朱砂的石镞骨镞、绿松石珠，大

量家猪和鹿的骨骼，数以百万粒计的碳化稻米。

其中的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一件精美的

带盖白陶簋最薄的地方仅有一两毫米，黑陶表面

有釉质光泽。大量水稻的出土出人意料，有可能

为当地种植——现在庆阳有的地方也还种植水

稻，但也有可能是从外地征收或者贸易而来。

南佐遗址的发现，让我们思考黄土高原地区

的文明形成。约 600 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30 万

平方米的核心区、每个上千平方米的“九台”、数

千平方米的宫城、800 多平方米的主殿，使南佐成

为同时期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中心

聚落之一。大体量宫城宫殿建筑、宫城外和“九

台”外的巨大夯土护壁环壕，其建造体现出强大

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很高的建筑技术水平。“九台”

所围成区域在遗址中心、宫城在九台中心、主殿

在宫城中心，主殿中门到宫城南门为宫城中轴

线，东西侧室大致对称，构成中心对称、中轴对

称、主次分明的复杂的封闭式宫殿格局。白陶、

黑陶等不仅体现出高超的制作水准，是手工业专

门化的结果，而且白陶、黑陶、绿松石、水稻以及

陶双腹器、夹炭陶等，都凸显了南佐中心聚落的

特殊性。

我们认为，南佐遗址的发现，也许会改变人

们对黄河中游尤其是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形成

过程中地位的认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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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

基础，关系到当代及子孙后代的福祉。当今，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已成为社会各界

的共识。

我国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为中华

文明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漫长的岁月

中，农业文明推动社会进步，孕育灿烂的中华文

化 ，闪 烁 着 保 护 和 利 用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耀 眼 光

芒。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牧区，在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所在地，在传统农耕生态系统中，在看似

平淡无奇的农田和牧场，到处都有守护家园、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动人篇章。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闻名于世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拥有 1300 多年历史，是

以哈尼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共垦共创的一种世界

罕见的农业文化景观，也是我国山区稻作梯田

的典型代表。

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巧妙地把“森林”“村

寨”“梯田”“水系”打造成“四素同构”的生态农

业系统，充分地利用而且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

生物多样性。据调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资源

植物种类达 151 科 446 属 651 种，包括食用植物

80 科 226 种、药用植物 89 科 255 种，表现出高度

的资源植物物种多样性。有关研究显示，历史

上，哈尼梯田栽培的传统水稻品种多达 100 多

个，在新品种大规模推广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下，

梯田中仍然保留着 51 个品种，并且拥有极为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

此外，哈尼梯田生态系统还拥有很高的动物

多样性，除了人工养殖的鸭、鲤鱼、鲫鱼、江鳅、泥

鳅、鳝鱼等，还有种类繁多的无脊椎动物。

在我国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的一些农田生

态系统中，也存在十分可观的生物多样性。据

统计，目前在太行山腹地的涉县旱作石堰梯田

系统中，药用植物种类多达 123 种，其中柴胡、连

翘等药材品种尤为受到关注，已成为地理标志

产品。在这个系统中，栽培或管理的农业物种

达 26 科 57 属 77 种，包括粮食作物、蔬菜作物、油

料作物、干鲜果等类型。作物品种则更加丰富，

传统农家品种达到了 171 种。柿子、核桃、花椒

等树种以及谷子、豆类等作物，通过混农林种

植、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等传统耕作技术，将当

地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下来。2022 年 5
月，该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先民的智慧在保

护农业生物多样的同时，也在持续地贡献于自

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在浙江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山泉流水养

鱼系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在这里，

历经百年的石碑记录着封山育林的传统，人们

通过山顶森林涵养水源，利用山区独特的地势

落差引山泉溪流建造流水坑塘养鱼。从北宋时

期“塘开一鉴”修身养性，到如今“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这里的阔叶林葱郁，山间清溪迂曲，山下

坑塘鱼儿游弋。

进入武夷山国家公园，山水林茶浑然一体，

山顶森林葱郁，山腰茶树梯田参差，山下细水长

流。茶农说：“森林好，水质好，茶叶品质好。”如

今，茶山的传统生态管理促进了现代生态茶园

管理发展，也让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所富有的生

态价值成为茶叶的附加值。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牧民们成了生态管护

员。长期草原管理与牧业生产，让他们积累了

对草原生态系统的认知和适应自然的技能，成

为这片土地天然的守护者，而国家公园的保护

目标与保护需求让拥有丰富技能的牧民们有了

用武之地。

在贵州从江、云南普洱、浙江青田、江苏兴

化、陕西佳县、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甘肃迭部

等地，我国 19 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

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关注。更多的农牧区与自然

保护地接壤与交融，人们一直默默守护着他们

的家园，守护着那里的生物多样性。

历史上，朱鹮广泛分布在东亚和西伯利亚

地 区 ，其 野 外 种 群 曾 一 度 处 于 濒 临 灭 绝 的 境

地。1981 年 5 月，仅在陕西省洋县发现 7 只野生

朱鹮。朱鹮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经过

我国多方面的努力，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

人工繁育、恢复栖息地等工作，现在朱鹮的种群

数量已达到 9000 余只。曾经濒危的朱鹮得以保

护，关键在于栖息地得以恢复。在“朱鹮之乡”，

数代人对自然家园悉心守护，他们不在农田中

使用农药化肥，也禁止一切破坏自然生态的大

型工业活动。如今，这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卓著，国宝朱鹮成为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

“金字招牌”，洋县也成为有机产业示范基地。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人口数量的不

断增加、对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

锐减。为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于 2010 年举行，

制 定 2011 至 2020 年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目

标。2021 年 10 月，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

召开，20 个目标中仅有 6 个部分实现。

前不久闭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通过“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有限的空间和持

续的发展需求下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创新保护

思路和机制。像洋县这样，在传统生产区域灵

活地开展自然保护，实现了生物多样性就地保

护的长期成效，让当地居民参与生物多样保护

并享受其惠益，让富有智慧的农田、牧场管理长

期有效地实现“在地保护”。这是传统农业系统

扩大有效保护范围、填补保护空缺、联通自然保

护地网络的潜力所在。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

和谐的美丽家园”。我国广大农牧区保护和利

用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实践案例，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

中国智慧。

图①：从江岜沙禾晾。 梁全康摄

图②：加榜梯田。 张成武摄

农业文化遗产—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
龙春林 何思源

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牧
区，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
地，在传统农耕生态系统中，在
看似平淡无奇的农田和牧场，到
处都有守护家园、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动人篇章。

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先
民的智慧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
的同时，也在持续地贡献于自然
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
园”。我国广大农牧区保护和利
用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实践案例，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
代表，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
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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