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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胡继高先生永远离开

了我们。他是中国文物

保护领域的先行者，为

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作

出了重要贡献。

胡继高早年求学于

江苏省丹阳正则艺术专

科学校和苏州美术专科

学 校 ，1949 年 参 加 工

作，后来参加了 1952 年

的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

训练班，培训结束后被

分 配 在 华 东 文 物 工 作

队 、江 苏 省 博 物 馆 工

作 。 1956 年 至 1962 年

受 国 家 委 派 赴 波 兰 留

学，获哥白尼大学文物

保护专业硕士学位。回

国后，他被委以重任，主

持和参与了众多重要文

物保护项目。

1978 年，他与敦煌

研究院一起完成的敦煌

石窟壁画修复、高句丽

墓葬壁画修复和湖南长

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竹木

漆器脱水修复技术等 3
个项目同时获得全国科

学 大 会 奖 ，轰 动 一 时 。

1986 年 敦 煌 莫 高 窟 龟

裂起甲壁画的修复技术

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

奖。同年，山东临沂金

雀山汉墓帛画揭裱技术

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三等

奖。他主持的湖北曾侯

乙墓出土战国竹席脱水

加固、河南信阳楚墓出

土木编钟脱水试验、山

东长清灵岩寺宋代彩塑

罗汉像修复等 50 多个科研项目中，先后有 12 项成为

国内首创科技成果，5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是 2003 年度中国十大考

古发现之一，出土了一大批金银器、漆器和纺织品等

珍贵文物。胡先生当时虽年过古稀，仍坚持在第一

线，全程参与并进行指导。我作为年轻一辈有幸参

与了吐尔基山出土漆器的保护修复，得以在现场向

胡先生学习文物保护修复的精髓。时至今日，那段

日子仍然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

胡先生向我讲述了自己修复漆器文物的经历。

他反复叮嘱说：“文物保护修复是科技活儿，也是艺

术活儿，需要多实践、多琢磨、多思考。”

胡先生安排我整理辽墓出土的一件漆盒。这个

漆盒很完整，上面还有各种花鸟造型的银片饰品，其

中有些银饰品掉落或变形了。胡先生让我和赵桂芳

老师把那些银片按之前的位置粘回去，变形的能整

形就整形，不能整形的就加固。这些银片又薄又小，

还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碎裂，有些直接粘上之后，

因为中间是空的，并不牢固，所以我一点一点用胶把

虚空的地方填满了。他指着一片小小的、被粘好的

弯折银片表扬了我：“修复没有一定之规，只要材料

选好了，工艺总是跟着材料来的。”

这个漆盒做完，胡先生又拿了件金银平脱扇形

漆盒给我。器物盒盖和盒底的木胎均严重糟朽，部

分漆膜破裂，金银饰品已经全部脱落，看起来完全无

法着手。他笑着说：“再复杂的东西也不用怕，保护

和修复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拿到一件文物，不

要着急动手，先弄清它的年代、制作工艺、材料。比

如漆器制胎有很多种材料，你手上这件是木胎，是什

么木？有什么性质？现在是什么状态，干的、半干的

还是饱水的？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问题。哪些是有

成熟办法的，哪些还需要研究，作为文物修复人员必

须有自己的判断。”胡先生的循循善诱让我慢慢从混

沌中理清了头绪，好像有了主心骨一般。

胡先生对文物保护理念的理解和实践，与我们

今天谈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一致的。他通过自己

的实践，生动阐释了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要求和做

法。他经常强调：文物保护是实践性学科，我们不应

当总是谈论高高在上的理论，我们的研究来自于实

践，最终也还是要回到实践中去，做到远远比说到重

要得多，也难得多。

每当我面对文物保护修复挑战时，脑海中总会

浮现出胡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他用自己的行动诠

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也让我明白了“身教胜

于言传”的深刻含义。正是因为这份对职业无比纯

粹的热爱和执着，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被更好地传

承与保护。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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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石堨 2024 年 9 月被列入第十一批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2024 年 10 月，“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基地”正式落户婺源县。

堨，属古徽州方言，古义有两种：一是拦水

的堰陂，用作名词；二是阻塞（河水），用作动

词。堨的起源不晚于东汉。古人所说的堨包括

了拦水陂坝和灌溉农田的渠道，充分说明堨的

本义就是灌溉工程体系。

婺源石堨数量之多，超乎常人想象。截至

2023 年，全县石堨坝体长 5 米以上、水位上下高

差 0.8 米以上者，共计 2052 座。低于此标准者，

不计其数。婺源地质地貌多属于山区花岗岩，

水系发达，村庄沿泉流溪河而建，石堨因河流水

系而布置。大部分石堨始建年代久远，至今仍

发挥着灌溉、供水、消防、生态涵养等功能。

婺源石堨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工程规划时就

统筹考虑到当地的位置高程、水文条件、耕地面

积、渠系开发难易度、村庄规模、人口数量、生产

要求等，因地制宜地对区域内的水资源、耕地资

源、山地资源等进行系统科学的开发建设。

石堨选址多位于河道的喇叭口（上游宽下

游窄）。婺源古人遵循“深淘滩、低作堨，宽砌

底、斜结面”的思路进行工程设计。施工过程

中，就地取材，采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有条石、块

石、片石、砾石和沙子等，环保可靠；以长短不一

的块石交错布置，辅以片石、砾石和沙子填充，

人工夯实，形成一个整体，能够有效地将水压力

传递至河床和两岸基岩。工程规模因需而定，

以低矮石堨为主，多级设置，既能合理蓄水，又

降低了施工难度，确保了工程的坚固久安。

据统计，在婺源县石堨中，民国以前修建的

占总数的 57.6%。还有几座年代更早的石堨。

最早的石堨是位于庐坑村社庙旁边的郑家堨，

是南北朝时郑家村人修建。宋村堨为唐昭宗年

间（公元 888—904 年）创筑。察关水口堨建于

唐末年间，堨体呈弧形，为青石干砌坝。此堨历

经多次修缮，至今保存完好，灌溉耕地面积 180
余亩。察关水口堨还是“徽饶古道”商旅来往的

历史见证，与旁边祭酒桥、文昌阁、千年古樟、古

村落浑然一体，是古徽州乡村水口文化的典型

代表。

每一座婺源石堨都是系统工程，既是由石

坝、引水渠首、输水渠、分水口、分水石、挡水石、

排水渠、灌溉器具等水利工程及附属设施构成，

又与传统村落、古建筑、古街、古道、古墓、历史

名人、纪念碑刻等文化遗存紧密关联，蕴含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价值。石堨以民修为主，辅以官

修民护，民间一直流传着中秋节男丁主动参加

修固石堨的乡规民约，开创并完善了石堨的民

间管理体制，展现了婺源民众的集体智慧。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绝大多数石碣工程至

今仍保持了完整的蓄水和灌排能力，解决了山

区和丘陵地带农作物种植时的引水难题。石堨

取材当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景观。

特别是通过石堨引水入村，渠道贯村而过，具有

饮用、洗涤、消防等功能，改善了当地生存环境

和生活质量，同时带动了传统村落旅游产业的

发展，增加了村民经济收入。

石堨工程还起到了积蓄水源、涵养生态的

作用。石堨梯级分散布置于大小不同的河流，

蓄水规模不一，少则几千立方米，多则数十万立

方米。工程形成了石堨—水潭—渠系—农田—

湿地—村庄的生态系统，为维持生物多样性提

供了丰富的栖息地环境。石堨还可以调节气

候，改善水质。石堨拦蓄水体，能使周边空气湿

度上升，降低周围环境温度，调节区域小气候。

石堨在蓄水过程中，能够有效减少河床冲刷，防

止了河床下沉，有效拦截水流所挟带的泥沙，秋

冬季节通过淘取淤积泥沙回补水土流失，最大

程度地保持了区域的水土平衡。

婺源，因水而建，依水繁荣，以水为名。若

将婺源的水系比作一条蜿蜒伸展的“藤蔓”，那

么沿其布设的石堨便是这条藤蔓上结出的丰硕

果实，恰似“长藤结瓜”的生动写照。婺源石堨

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古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遵照自然规律的实践，诠释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理念。

   （作者单位：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

婺源石堨的科学价值
温乐平

1929 年 12 月 2 日，北京猿人第一颗头盖骨

在周口店猿人洞横空出世，震惊世界。

这颗头盖骨和遗址随即出土的北京猿人石

器和用火遗迹，堪称中国在科学疆场上获得的

第一块“奥林匹克金牌”。因为这一重大成果，

早先已经发现但被排除在人类大家庭之外的

“爪哇人”被重新接纳，“直立人”这一人类演化

的重要阶段得以确立，华夏大地乃至欧亚的人

类历史被推前至 50 万年前，尚被质疑和嘲讽的

达尔文进化论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周口店很快成为科学的圣地，裴文中等学

者在这里开展的早期工作，奠定了我国古人类

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哺乳动

物学的基础。裴文中对遗址出土石英片的实验

模拟和痕迹观察，开启了打制实验和微痕分析

的先河。他对周口店第 13 地点、第 1 地点、第

15 地点和山顶洞出土的石器做分期排序，提出

它们分别代表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

文化，中国旧石器时代三期断代的雏形就此诞

生。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的头

骨时，提出世界不同地区存在从古至今 4 个人

类演化世系，这成为“多地区进化说”的雏形。

95 年过去了，周口店遗址成为世界上出土

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量最丰富、

种类最齐全并且延续时间很长的古人类遗址，

改写了学界对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的认识，延

长了中华大地的历史轴线，奠定了我国古人类

研究相关学科的基石。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遗

址的发掘和研究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未来仍有

很大的突破空间。

周口店考古，95 岁依然年轻。

    遗址发掘研究持续给
人们带来惊喜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掘研究方法

的丰富，越来越多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周口店遗

址持续给人们带来惊喜。

对田园洞出土的人类化石的信息提取和相

关分析谱写了周口店科学研究的新篇章。该具

人类化石包含下颌骨及体骨的大多数部位，显

示出保留少量古老性状的早期现代人特征，趾

骨的形变提示该个体已能制履穿鞋。2017 年，

通过新改进的古 DNA 抓取技术，研究人员从污

染重重的生物残体中提取到该个体的遗传信

息，破译了首个东亚地区 4 万年前的古人类基

因组。该古东亚人的基因组揭示了当时人类遗

传与基因交流的复杂历史，使旧石器时代晚期

的中国在旧大陆人类基因流变的图谱上不再

空白。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科研团队应用 CT 扫描和 3D 重建等一

系列新技术手段，从周口店第 15 地点的哺乳动

物化石中识别出一块人类顶骨。这是继 1973
年周口店第 4 地点发现 1 枚牙齿化石之后，50
年来在周口店遗址区域首次发现的更新世人类

化石。

在过去的近百年里，周口店第 1 地点发现

的直立人化石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

注，是探索人类演化最重要的研究材料之一。

遗憾的是，这批重要的直立人化石连同山顶洞

发现的人类化石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

失，至今下落不明。第 1 地点发现的直立人化

石年代为大约 50 万年前，第 15 地点距离第 1 地

点 70 米，年代为距今约 20 万年左右。第 15 地

点这块化石的发现，将有助于通过比较解剖学

和分子生物学深入研究这个区域的人类演化，

为探讨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提供重要和关键

的标本材料，实证我国百万年来的人类演化史。

这样的惊喜，未来仍可期。早先开展的对

遗址核心区和尚未被触及过的西坡的物探工作

已经证明，龙骨山地下有尚未被发现的洞穴、裂

隙，从其中两处地下洞穴里钻探提取的探芯中

充盈着沙土沉积物，指示埋藏古遗址的可能性

和未来发现新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潜力。

不仅如此，出土过北京猿人化石和文化遗存的

西剖面仍有可观的原生堆积，而上世纪 30 年代

对富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第 15 地点的发掘

更是浅尝辄止，为将来的发掘和研究留下了巨

大空间。

    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故
事还在续写

古人类化石产地和考古遗址的最高价值认

定标志是世界文化遗产。要被遴选、收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该遗址须有重大并被普遍认可

的科学价值，须保存遗址与出土材料的完整性、

本真性和环境的和谐性，须得到政府的充分重

视和社会的高度认可，须展现对遗产妥善保护

管理和有效普及、传承的责任意识与能力。

周口店遗址 1987 年跻身中国首批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有 59 处世界遗产，周

口店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申报的遗

产地，也是唯一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新 时 代 以 来 ，周 口 店 的 保 护 利 用 得 以 提

速。2012 年 12 月，周口店遗址监测中心挂牌成

立，遗址的保护监测进入数字化时代。2013 年

10 月，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初步建成并投

入 运 营 ，远 古 人 类 的 家 园 变 得 庄 严 而 赏 心 悦

目。相对而言，旧石器遗址的物品和场景较为

单调、趣味性不强。为了丰富展示内容，延长参

观路线，公园根据周口店遗址植物调查成果和

化石标本三维数据，打造了特色植物展示区和

1∶1 比例的动物模型展示区。

2014 年，周口店遗址新博物馆建成，新馆

展陈运用更多现代科技手段，生动还原远古人

类生活环境、捕猎、采摘、制作石器、用火等场

景，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古人类是如何繁衍生

息，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奖。同时，老博物馆被改造为科普体验馆，开

发了多点触控、VR 远古幻境、回到石器时代等

近 20 种体感互动项目，制作了动画片《龙骨山

探秘》、4D 影片《北京人》《山顶洞人》，让观众有

更丰富的参观体验。

2018 年 9 月第 1 地点保护大棚竣工，建筑

面积 3700 平方米，采用大跨度空间单层网壳结

构，用一片片 3—4 平方米的金属叶片构筑起穹

庐状的“洞顶”，使 1937 年大规模发掘停止后一

直在露天状态下被风雨侵蚀的猿人洞（实则为

坑）终于有了“洞穴之家”的样态。

如今，周口店遗址已完成整体三维数字化

测绘与保护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了三维测

绘成果展厅和沉浸式体验展厅，让观众了解遗

址三维数字测绘成果的同时，身临其境地体验

远古人类生活。周口店还结合遗址文化内涵，

完成了虚拟形象“元元”的设计，开发了“数字北

京人”，努力打造文化传播 IP。

周口店遗址发掘、研究、保护和利用的故事

还在续写。2023 年 5 月，北京市公布了续编后

的《周口店遗址保护规划（2021—2035 年）》，遗

址的建设发展有了新的蓝图和愿景。

回首过往，我们感叹早期科学家在考古中

的艰辛与创新，并为新时代以来遗址的保护建

设成就而自豪。展望未来，周口店遗址科学发

现与研究将不断取得更多突破，对远古文化和

科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依然充满活力。

（作者单位：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图①：周口店遗址第 1 地点保护大棚。

图②：北京猿人的尖状器。

图③：周口店遗址山顶洞出土的装饰品。

图④：初到周口店遗址的裴文中。

以上图片均为高星提供   
版式设计：张丹峰   

周口店考古周口店考古，，9595岁依然年轻岁依然年轻
李春蕊   高   星

核心阅读

95 年 过 去 了 ，周 口 店
遗址成为世界上出土人类
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
存 数 量 最 丰 富 、种 类 最 齐
全并且延续时间很长的古
人 类 遗 址 ，改 写 了 学 界 对
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的认
识 ，延 长 了 中 华 大 地 的 历
史 轴 线 ，奠 定 了 我 国 古 人
类研究相关学科的基石。

通 过 新 改 进 的 古
DNA 抓取技术，研究人员
从田园洞出土人类化石中
提 取 到 遗 传 信 息 ，破 译 了
首 个 东 亚 地 区 4 万 年 前 的
古 人 类 基 因 组 ，使 旧 石 器
时代晚期的中国在旧大陆
人类基因流变的图谱上不
再空白。

建于

宋代的婺

源清华村

彩云堨。

温乐

平供图

胡继高。                     周   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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