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 66 2023年 4月 20日 星期四

出 土
从配合基建的被动发掘向

主动精细化发掘转变，殷墟洹

北商城发掘已持续 20 多年

“这里有大量陶片。”在河南省安阳市殷

都区，殷墟洹北商城发掘现场，蹲在探方里的

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正在用手铲小心翼

翼地清理陶片周边的土层。

不一会儿，几块堆叠在一起的陶片冒出

了头，何毓灵用毛刷轻轻扫去陶片上的泥土，

陶片的底色渐渐显露出来。何毓灵拿出相

机，从多个角度拍摄陶片，作为陶片出土前的

存档。随后，何毓灵与助手将陶片按顺序从

泥土中取出，放入保存袋里，带回地面上。

洹北商城位于殷墟保护区东北部，是商

代中期都城遗址，其勘探与发掘工作已持续

20 多年。从历年发掘出土的遗迹与文物可

知，这里可能是当时的王室手工业区，主要从

事铸铜、制骨与制陶等。

整个手工业区面积达 8 万平方米，何毓灵

工作的范围约为 600 平方米。其中共有 6 个

10 米× 10 米的单元，便于进行精细化发掘，这

些单元被称为探方。

“这些陶片有相同的绳纹，可能来源于同

一个器物。”何毓灵轻轻地拿着陶片仔细观

察，“看这一块儿，有一个尖细的足根，很可能

是一个陶鬲。”陶鬲是商代时期常见的炊煮器

皿，大约 4000 年前就已经定型，是考古学家判

断年代的标准器物。

“ 类 别 ：陶 片 ；数 量 ：20 片 ；出 土 地 点 ：

2020NEK……”何毓灵拿出标签纸，标注上这

批陶片的出土信息，并为每一块陶片进行编

号。“编号就是它们的‘身份证’，以便于后期

修复和保存。”随后，他将把陶片带回工作站，

交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修复。

何毓灵已从事殷墟考古工作 24 年了，他

介绍，“目前，安阳工作站的工作重点是洹北

商城遗址和殷墟王陵遗址，以及配合基建的

考古。2014 年洹北商城重启发掘工作以来，

发现了料礓石夯土平台、青铜冶炼与浇铸区、

废料集中填埋区等功能区，填补了商代中期

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殷墟正处于从配合基建的被动发掘到

主动精细化发掘的转变，这需要多学科配合

和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何毓灵说，如今，考古

专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每年还有不少考古

专业的大学生来实习。目前，安阳工作站正

在与山东大学的靳桂云团队合作，从土壤结

构入手，对洹北商城遗址进行环境分析。

修 复
修 复 普 通 陶 器 需 要 两 到

三 天 ，如 果 文 物 具 有 重 要 价
值，则集中力量开展修复

从探方中出土的 20块陶片，摆放在了文物

修复师孟军的办公桌上。孟军用清水和毛刷清

理陶片上的泥土与杂质，然后依次摆开晾晒。

“这些陶片能不能组成一件文物？是不是一件

陶鬲？”孟军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修复工作。

文物修复是个精细活儿，安阳工作站研究

员牛世山介绍，安阳工作站共有 10 多名文物

修复师，平均每年大约修复 200 件文物。“不同

类型文物的修复难点各有不同。”牛世山说，

“修复一件普通陶器需要两到三天时间，难点

在于找准拼对的方法。修复一片甲骨或一件

青铜器则需更长时间。甲骨薄脆，修复师会把

橡皮泥粘贴在甲骨背面做支撑；青铜器还原颜

色很难，一代代修复师接续探索，才找到用矿

粉、漆片、乙醇等原料调制的比例……”

陶片晾晒后，孟军根据质地、颜色和纹饰将

其分类。然后，她拿起一块较大的陶片，观察边

缘裂痕走向，尝试与另一块陶片的边缘对接。

“这两块最大的陶片正好能对上！”孟军一

边在陶片边缘处涂抹胶水，一边说，“拼接陶片

就像拼图一样，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将几个较大的陶片拼接黏合后，孟军找

出几块底部较为尖锐的碎片，拼接出三个腿，

“可以判断出是一个陶鬲。”经过一天的努力，

孟军拼接黏合出了一个三足陶鬲。

粘黏好的陶鬲上还有几个窟窿。第二天

一早，孟军在泥土中倒入清水，不停搅拌，把

泥土和到均匀黏稠的状态。随后，孟军将泥

土补充在粘贴完成后的陶鬲缺口处。古人制

作陶器成型后，为使其坚固耐用，以表面缠有

绳子的木制或陶制拍子拍打其外壁，所留下

的印迹称为绳纹。孟军根据陶鬲上绳纹的宽

度，选取直径相近的绳子缠绕到一根小木棍

上，沿着陶鬲上绳纹的走向用小木棍在泥土

上擀出绳纹。然后，她再将一层石膏均匀地

覆盖在泥土之上，放于阴凉处晾晒。

一小时后，第一层石膏晾干，孟军将泥土

掏出，在晾干的石膏内面涂抹上一层肥皂，作

为分层；随后在上面铺第二层石膏。半小时

后，孟军用橡胶锤把第一层石膏敲掉，第二层

石膏则完整地填补了陶鬲缺口。最后，孟军

用泥土搓出泥条，以泥浆黏附于陶鬲外壁，与

陶器上原有的泥条纹路进行衔接，复原出附

加堆纹原貌，一件陶鬲便基本修复完成。

牛世山说：“陶器修复需要的时间不算很

长，主要是拼对过程比较耗费时间。青铜器

修复则复杂得多，要先设计修复方案，再选择

合适的金属料配比，之后进行粘接，后期还要

经过打磨新茬、做旧等工序，往往要耗时几个

月。如果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工作站会

集中力量开展修复工作。”

保 存
准确记录文物细节，将曲

面纹饰和铭文拓在纸上，为后
期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为文物绘图前，刘晓珍总要先花一段时

间观察它，“把它的样貌印在心里，下笔时才

会更有把握。”

刘晓珍 1986 年开始从事文物绘图工作，

她的桌子上摆满了各式铅笔和测量工具，两

把直尺摆成一个坐标系。刘晓珍将陶鬲摆放

在坐标系中间，对齐卡尺，开始测量记录陶鬲

的各项数据。

“通高 27.7 厘米、口径 26.5 厘米……”刘晓

珍把每个数据都记录下来，“器物往往不是完全

对称的，所以每个数据对准确绘图都非常重要。”

随后，她拿起铅笔，开始在稿纸上勾勒线条。

正视图、俯视图、侧视图，经过两天的精

细描绘，绘图顺利完成，刘晓珍将画图归档。

如果说绘图工作主要保存的是文物的轮

廓外观，那么拓片工作的重点则是记录文物

表面上的文字和图形。

“拓片就是将文物上的图形、文字等内容

拓在纸上。”何海慧已从事了 30 多年拓片工

作，只见她把宣纸轻轻敷在陶鬲上，然后向陶

鬲上喷水，宣纸便吸附在绳纹上。“以前我用的

是白芨兑水，吸附效果好，但白芨中可能含有

伤害文物的成分。后来我们试了很多材料，最

后选择了蒸馏水，效果好又不伤害文物。”

先用毛笔轻摩，再用蓬松棉按压，宣纸上

的纹路逐渐凸显……她拿出一根细针。“纹路

的沟壑会造成微小的空隙，用细针可以把空

气压出。”何海慧把一块布料攥成团，沾一点

墨水，随着墨水不断渗入，宣纸上出现绳纹的

模样。随后，她在宣纸上附一层塑料薄膜，用

棕墩反复压实。半小时后，何海慧揭开薄膜，

取下宣纸，波浪般的黑色粗绳纹路清晰可见。

“粗绳纹在陶器中很常见，具有增加受热

面积的功能。我们将绳纹拓下来，可以用来

推断这件陶器的年代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方

式。”何海慧介绍。

拓片工作完成后，何海慧将陶鬲交到了研

究员岳占伟手中。他要为陶鬲找一个“家”。

岳占伟取出文物登记卡，将陶鬲的出土地

点、修补时间、入库时间等信息一一登记，并把

卡片放入陶鬲内。岳占伟说，如今有了先进的

数字化手段，基础信息会同步到内网系统，影

像资料也越来越受重视，但绘图、拓片等传统

手段仍有其特殊的价值。“绘图可以在图纸上

准确记录器壁厚度、泥条贴法等细节，拓片可

以将曲面的纹饰和铭文呈现在一张平面上

……这些都是对数字化资料的重要补充，也为

后期研究提供了基础信息。”岳占伟说。

记者跟着岳占伟来到库房，库房有两道

门，两个管理员各拿一把钥匙，两人必须同时

在场才能打开进入。“管理员每年核查一次文

物。文物要依据材质分类存放，并按照探方

序号摆放。”岳占伟边走边介绍。

一排排储存陶鬲的文物架整齐排列，每

排文物架由几层高低不同的抽屉组成。“这里

专门存放陶鬲。仓库的另一部分存放青铜器

和甲骨文，它们数量少，更珍贵，所以有专门

的保险柜。”岳占伟说，甲骨文以片为单位放

于垫好棉花的锦盒中，青铜器则放在大小匹

配的文物收藏盒里。

展 出
用 多 媒 体 技 术 丰 富 展 陈

形式，让文物活起来，展现文
物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文物出土、修复和保存之后，更重要的

是能及时与观众见面，起到承载和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岳占伟说。

跟随岳占伟的脚步，记者来到工作站附

近的殷墟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

一一座系统展示商代文物的专业博物馆，馆

内展出了陶器、青铜器、玉器和甲骨文等文物

500 多件。

“看，这件陶器就是我们刚刚更新的文

物。”走进博物馆展厅，一件优雅的白陶豆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

这件白陶豆是 2022 年从大司空遗址发掘

出来的，经过修复后进入博物馆展出。“每年

工作站都会从当年出土的文物里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文物进行展出。”岳占伟介绍，“让文物

流动起来，观众在参观时才更有新鲜感。”

对于价值较高的文物，博物馆会安排重点

展陈。比如，青铜器厅内，憨态可掬的亚长牛

尊展陈于此。亚长牛尊呈现的是一头体态健

壮的水牛，它是殷墟中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

铜尊。青铜器对环境温湿度比较敏感，存放湿

度最好控制在 40%以下。因此，展柜的玻璃选

择了杂层材质，并在展柜中放置调湿盒。展柜

上部安装了白色灯管，柔和的灯光自上而下照

在文物上，精美的青铜纹饰显得更光鲜亮丽。

博物馆中还陈列着不少车马坑，这些车

马坑证明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

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把考古发掘现场出土

的 车 马 坑 整 体 搬 进 了 博 物 馆 ，这 可 是 个 大

工程。”岳占伟说，工作人员先在车马坑四周

固定木板，随后在底部一边挖开土壤一边放

入木板，最后用钉子钉成一个木箱。然后，用

吊车将木箱吊起运进博物馆，并在车马坑上

罩起玻璃，起到保护作用。

漫步馆中，一个展陈着的陶塑人头吸引

了不少参观者。陶塑人头玻璃柜前方搭建了

一块屏幕，以 3D 动画形式还原了陶塑人头的

立体影像。立体影像不时转动，嘴巴随着背

景音解说一张一合，播放着它的读白，讲述着

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博物馆中还设置了甲

骨制作影像区，让观众更好地了解甲骨文制

作过程。“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丰富了展陈形

式，让文物活起来，展现文物所蕴含的丰富文

化内涵，同时还能极大地调动参观者的观展

积极性。”岳占伟分析说。

今年，位于安阳市洹河北岸的殷墟遗址

博物馆将建成开馆，主要包括殷墟考古发掘

史展厅、出土遗迹厅、殷商社会生活史展厅、

甲骨文厅等展陈设置，殷墟遗址的文化将被

更加立体化、多元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与此同时，洹北商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

继续进行，待全部工作结束后，考古工作者将

会进行全面的整理工作。到时候，那件何毓灵

发掘出土的陶鬲会再次被取出来，进行分析研

究，或许它也会走入参观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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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研R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

还会伟大下去的。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

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

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

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 3000 年前的文

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 1000 年。成立

于 1958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

工作站，承担着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多

年来，一代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为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不断作出新贡献。

日前，本报记者多次探访社科院考古所安

阳工作站，了解殷墟洹北商城文物发掘情况，

记录从出土、修复、保存到展出的全过程，展现

考古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默默奉献精神。

——编 者

从去年起，浙江省天台县石梁学校与赤城中学

的部分七年级学生有了新的上学体验：两校选择等

量 学 生 混 合 编 班 ，安 排 固 定 教 师 承 担 学 科 教 学 ；根

据山上山下气温差异，春季上山区、秋季进城区……

这些做法不仅让孩子们对差异化的学习环境充满好

奇 和 向 往 ，而 且 很 好 地 培 养 了 孩 子 们 的 独 立 生 活

能力。

这是天台县近年来为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问题，吸引孩子就近入学，着力实施乡村名校建设的一

项创新之举。

和不少乡村学校一样，海拔 800 米高的石梁学校

前些年曾遇到了“生源荒”，学生数量逐年减少。但随

着乡村名校建设的推进，石梁学校又重新具有了吸

引力。

作为九年一贯制学校，从去年起，石梁学校开始与

城里的赤城中学、实验小学开展合作，组建了全县首个

城乡教育共同体。合作的方式并不是传统的城区学校

单向帮扶，而是两校之间的互帮互助。除了尝试混合

编班，赤城中学副校长、浙江省特级教师杨淑娉带着赤

城中学初一年级的 8 名骨干教师来到石梁学校。支教

团队在这里推广家庭对话式教学、混龄式学习、导师制

等教育方式，加强了师资力量，改进了教学质量，学校

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如今的石梁学校，三层教学楼进行了外立面改

造，走廊墙壁上张贴着古诗词和学生画作。细节处

的匠心，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营造出良好的学习

氛围。

改善校园环境与提升师资力量，是天台县推动乡

村教育发展的两大抓手。近年来，天台县通过畅通投

融资渠道、推动国企代建等方式，投资 31 亿元全面改

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安排 1 亿元建设乡村教师周转

宿舍。为了助力乡村教师成长成才，天台县还协调出

部分评先评优和职务晋升指标向乡村教师倾斜，每年

安排 1000 万元乡村教师培训经费。

一系列创新举措，不仅留住了乡村教师，而且带动

了 236 名优秀教师下乡支教，也带动了社会各界尊师

重教蔚然成风，企业和个人捐赠的奖教奖学基金已达

1.75 亿元。

在“名校嫁接、强校帮扶、老校领衔”办学模式取

得 显 著 成 效 的 同 时 ，天 台 县 还 着 力 构 建“ e 键 ”式 乡

村教育数字治理工作体系，打造劳动课堂数字化应

用平台，为城乡教育共同体学校深入开展劳动实践

教 育 、推 动 城 乡 学 生 线 下 融 合 提 供 了 数 字 化 场 景

服务。

眼下，“小而美”“小而优”“小而强”的乡村名校，为

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参与到

乡村名校建设，让杨淑娉有了更多对乡村教育的思

考。她说：“乡村学生不仅要拥有多媒体设备，还要拥

有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这样才能帮助他

们在成长成才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浙 江 天 台 县 组 建 城 乡 教 育

共同体，推进乡村名校建设——

让农村孩子在
家门口上好学

本报记者 李中文

本报拉萨 4月 19日电 （记者袁泉）记者日前从西

藏自治区旅游工作会议上获悉：2023 年一季度西藏全

区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255.7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0.3 亿元。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西藏全区累计接待国内外游

客 255.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63%，实现旅游总收入

20.3 亿元，同比增长 42.89%，旅游市场活力明显提升，

旅游经济上升势头旺盛。

记者从民航方面获悉：2023 年一季度，西藏民航

总体运行平稳、安全、顺畅，运输生产有序、迅速恢复，

共保障航班起降 12058 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123.4 万

人次。

2023 年，西藏将持续打造特色本地游精品，发展

乡村旅游，培育一批更具特色的专项、精品旅游产品线

路，全年力争实现旅游接待 3900 万人次、旅游收入 510
亿元的目标任务。

西藏旅游市场活力明显提升

一季度接待游客超 255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 4 月 19 日电 4 月 19 日，中国作家协

会“作家朋友，欢迎回家——剧作家活动日”在京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

席“剧作家活动日”欢迎仪式，并向参加活动的剧作家

颁发“入会纪念牌”。

“作家朋友，欢迎回家——剧作家活动日”是中

国作协倾听剧作家心声、了解剧作家创作情况的创

新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文学跨界，促进文学和戏剧

影视的融合发展，推动大文学概念的社会感知和认

识。同时，促进广大编剧在产业大潮和市场面前保

持文学的情怀和操守，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

品力作。

该活动是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系列活动的组

成 部 分 ，共 有 来 自 影 视 、戏 剧 领 域 的 31 位 剧 作 家

参加。

中国作家协会——

“作家朋友，欢迎回家—剧作家活动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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