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周刊·国学责任编辑 / 蒋肖斌 版面编辑 / 张蕾
cydwenhua@163.com Tel：010-64098485

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8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在海南，文物普查的范围确实太

“全面”了。

如果是时间维度，从 1 万年前旧

石器时代的南或河遗址，到始建于明

代的定安故城，再到 20 世纪 50 年代

的“苏联房”，以及至今村民仍在居

住的三卿村火山岩古村落；如果是地

理维度，除了地上的建筑、地下的遗

址，还要到海上、水下，比如，三沙

市的普查队员们就调查了西沙的 17
座岛礁。

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
称“四普”）实地调查工作启动以来，海

南的 661名普查队员组成了 67支普查

队，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截至 2025年 4
月，已复查“三普”不可移动文物数量

4243 处，复查率 99.27%，调查新发现

文物数量 562处。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随

海南“四普”队员，辗转海口、临高、儋

州、白沙、保亭、琼海、定安多地，在这

个盛夏，重新理解文物中的海南。

文物普查不仅要上
山，还要下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侯亚梅，和“石头”打了

几十年交道，微信签名是“把玩石头

魔方的女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见

到她时，是在她主持发掘的海南白沙

南或河遗址——“四普”新发现的文

物点。侯亚梅介绍，眼前的这片台

地，正是目前在海南岛发现的保存最

好、面积最大、文化层序最厚、石制

品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旷野

遗址，为研究海南岛古人类起源和迁

徙提供了重要物证。

侯亚梅说，从 2024年国家文物局

批准主动性发掘开始，南或河遗址目

前已出土编号石制品 6000余件，筛洗

出土石制品已达两万余件，“每一个文

化层位都有遗物，其中一个层位的遗

物异常丰富，代表了一个繁盛期”。在

海南热带气候的高温下，考古工作者

和 1 万年前的人类有一些相似之处，

比如，都没有空调，都为一件件石器

感到兴奋。

在海南，和地下文物同样丰富的

发现，是在蔚蓝的大海。三沙市是中

国位置最南、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

小的地级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

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三沙文物普查工作队队长寿佳琦

提供了一组数据：调查历时 30 天，

航程约 600 海里，调查西沙岛礁 17
处；复查和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75
处，其中复查“三普”文物点 48处，新

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 27处；文物

年代由唐宋到当代，其中发现不可移

动文物最多的甘泉岛有 55处。

“我们的普查队员大部分是今年

3月刚入职的年轻人，这是他们参加

工作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从文昌的

清澜港出发，要坐 20 个小时船先到

北礁，再坐六七个小时才能到甘泉

岛。”寿佳琦说，“队员晕船、晒伤，

都是常事。20 多天里，吃住都在船

上，只要天气好，我们就争分夺秒地

开展文物普查。”

在琼海的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

馆，记者看到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

号两处沉船遗址的 400余件出水文物，

那是两艘明代沉船，分别沉没于去程

和返程。原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

沉船考古调查副领队张凝灏是名 90
后，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依然感到震

撼。此次配合“四普”，他所在团队

负责对海南岛近海的不可移动文物点

做复查。

“有一些遗址点是在水下，我们就

要到水下进行确认，深度从 5 米至 20
米不等。”张凝灏说，潜水在此时不是

运动，属于工作方式，甚至还有一些风

险，“水下越深，光线就越暗，就要用上

潜水手电；水下没有方向，就只能依靠

指南针；海里有水流，我们要提前布置

好绳索，必须时刻抓住这根绳索，不然

有被冲走的危险；实行潜伴制度，两人

一组一定要在一起……”

在海上普查文物，也得用上“高科

技”。寿佳琦介绍，他们充分运用普查

软件、RTK、无人机等测量设备和数

字化采集工具，对文物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的数据采集和记录。“这些科技手

段的运用，不仅提高了普查的准确性

和效率，更加精准地划定文物边界和

范围，还为后续的文物保护和利用工

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为什么这片橡胶田也是文物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四普”普查

队队长符仙瑾是一名 95后，大学专业

方向是考古，对于文物普查的“田野

调查”，她有信心，“我大二就在西南

地区的考古工地锻炼过”。全县文物

点在“三普”时认定 75 处，本次新

发现 10处，共有 85处。

“这是目前保亭级别最高的文保

单位——王震将军橡胶试验田。”符

仙瑾指着一片橡胶林告诉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这在“三普”时整理建

档， 2020 年公布为海南省第四批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还有 690
多株橡胶树。

橡胶田也是文物？那是一段近

70年前的往事：1956年 5月 1日，以

建设大型橡胶生产基地为主的海南省

国营金江农场在保亭响水镇创建；建

场之初，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来

到农场，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了农

垦 的 开 荒 定 植 与 其 他 建 设 ； 1959
年，王震在当地选择了一块 40 亩的

土地作为自己的橡胶试验田，并亲手

栽下第一株胶苗。

“橡胶试验田自 1966 年开割后，

一直保持生产状态，直至 2012 年公

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才停止割

胶。”符仙瑾说，“包括这片橡胶林在

内的农场，打破了当时‘北纬 17 度

以北不能大面积种植橡胶’的禁区。

这些树依然活着，是真正的‘活态文

物’，见证着并不消逝的历史。”

橡胶田是文物，超出了大众的一

般认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本次

走访中，还看到两处新发现的文物

点，是大众也较为陌生的“苏联

房”——临高县红华农场苏联房和琼

海市东红农场苏联房。

什么是“苏联房”？临高县“四

普”专家组成员唐凯介绍，20 世纪

50 年代，红华农场在种植橡胶初

期，没有经验，屡遭挫折，国家请来

苏联植物专家指导。为了给苏联专家提

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农场修建了一栋欧

洲风格的砖木结构山脊型瓦房供其居

住，因而被称为“苏联房”。

唐凯说， 2020 年在央视一套播出

的讲述海南农垦三代建设者橡胶情缘的

电视剧 《天涯热土》，就是以红华农场

红专四队 （包括苏联房） 为主要基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幢独立的房

屋，一条室内走廊通头尾，把房子隔成

两边，每边各 6 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

目前建筑保存完好。

东红农场苏联房也建造于类似的历

史时期。琼海市“四普”工作队队长何

声乐介绍，这 8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始建于 1952 年，建筑由苏方专家设计

指导，具有明显的苏式风格，施工单

位、人员和建材均来自中方。

追寻“苏坡爱豆”在海南的足迹

有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不生于也不

葬于海南，仅仅在海南待了 3年，却留

下了深刻的印迹，甚至改变了这里的文

化生态，他就是今天仍被年轻人奉为

“精神偶像”的苏轼。即便被贬海南、

生活艰难，苏轼也乐观地发明了玉糁

羹、天门冬酒等众多美食。海南省博物

馆文创区满柜台的“苏坡爱豆”（谐音
Super idol，超级偶像——记者注）椰雕

系列冰箱贴中，就有一款“美食博主”。

在澄迈、儋州、海口、临高、昌江

等地，东坡遗风无处不在，尤其是儋

州，他住了 3年。

位于儋州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东坡书院，原名载酒堂，始建于北宋

元符元年，即苏轼抵达儋州的第二年

（1098 年）。当年，苏轼带头凑钱建造

此堂，并引用 《汉书·扬雄传》 中“载

酒问字”的典故为其命名；初为茅屋，

明永乐七年 （1409年），人们将茅屋改

建 成 瓦 屋 ， 明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1549
年） 更名为如今的“东坡书院”。

儋州市“四普”工作队队员吴淑全说：

“东坡书院是人们为了缅怀和纪念苏东

坡的文化胜地，也是传播中原文化之所，

对海南的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距离东坡书院不到 10 分钟车程，

有一处考古遗址也与苏轼密切相关——

桄榔庵。北宋绍圣四年 （1097年），苏

轼父子初到儋州时，居住在官府驿站，

后被上司逐出，在城南一片桄榔林中搭

建茅屋，将其命名为“桄榔庵”。

在苏轼北归后 3年，海南出了第一

个举人，又 4年，出了第一个进士。桄

榔庵在清朝成为书院，又在清末废科举

之后成为一所小学， 1920 年遭火焚

毁，今已不见任何地面建筑。

吴淑全介绍，桄榔庵在 2022 年、

2023 年完成两期考古发掘工作，于

2024 年整修开放。记者看到，尽管这

里已不再是学校，但和东坡书院一样，

仍有青少年研学团队不断到访。东坡先

生的教诲，孩子们今天依然愿意听。

沉船橡胶田苏联房，海南文物普查太“全面”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戴 纳
记者 蒋肖斌

风有形状。

在 西 北 荒 原 上 ， 土 遗 址 受 狂

风、沙尘暴无数次撞击，风沙合谋

把它们悄然蚕食出底部空腔，最后

失去支撑，便轰然倾塌成历史的残

章；在东部海隅，咸涩的海风在夯

土表面覆盖一层结晶，日日剜割着

土体的筋骨，致其一寸寸坍缩。

我国土遗址数量巨大。据兰州

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崔凯指

导的团队统计， 2019 年国家文物局

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

单，167 处古遗址中有 160 处为土质

遗址；762 处全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中，超过 190 处为土遗址。该团队

介绍，这只是统计为国保单位的土遗

址数量，实际的数量远不止于此；同

时，土遗址正以一定速度消失。

在崔凯指导下，团队依托兰州

理工大学红柳创客梦工厂的培育平

台，组建了跨学科创新创业项目。

团队的“土遗址典型病害科学防

治”技术项目，针对土遗址表层风

化病害二元特殊结构，研发干涉加

固方法与配套装置。近日，该项目与

来自全国 101 所高校的 118 个创新项

目，一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青春

之歌——全国大学生创新成果展”。

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

时，崔凯介绍，风只是摧残土遗址的

外力之一，由于建造工艺的局限及

长期受到自然和人为破坏的影响，

现存的土遗址面临片状剥离、裂

隙、坍塌、掏蚀等危及稳定性的病

害。其中，片状剥离分布面积可达

土遗址表面积 80%以上，破坏时整

块脱落，裸露的新鲜土体又逐渐形

成新的风化层，如此循环，直至消

失殆尽。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重视对

土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针对

土遗址表层风化的问题，业内先后提

出喷渗、滴渗两种手段。使用喷壶向

风化层表面喷洒加固浆液，但加固深

度不足 5厘米，表层与遗址本体不兼

容，形成“两张皮”，再次脱落；使

用软管深入遗址内部滴加加固浆液，

但效率低，渗透半径不均匀，加固过

程长达 48 小时。旧有的手段远远达

不到加固要求。

在前人的基础上，崔凯团队首创

提出了电渗注浆加固技术方法，基本

原理是用电力带动加固液在土体内渗

透，将电极和注浆管平行布置在遗址

表面病害发育区，像医生控制输液速

度一样，精准调节药液渗透的深度和

范围，将注浆时间缩短为 8小时，之

后使用冲击回压装置对电渗后的遗址

进行加固。

团队的研究成果，需要走出实验

室到自然环境现场，经过现实的检验

观察，才能最终证明其有效性。于

是，崔凯团队一开始在人们居住的土

墙上做实验，后来与急需防风化的地

方文物局联系，申报项目并进入国家

文物局审批，进行小体量示范。例

如，团队获得陕西文物局的批准，在

干旱区域的榆林地区、湿润区域的陕

南地区的明长城遗址，进行各一平方

米的加固示范。

团队还先后奔赴宁夏银川磨石口

长城，四川的三星堆古城遗址西侧城

墙，浙江的良渚遗址，甘肃的大地湾

遗址、嘉峪关城楼、乌鞘岭长城等地

进行加固示范。一平方米的示范只是

团队成功的一小步，未来需要确保加

固材料耐久性、工艺兼容性及遗址本

体安全性等均达标后，方可进入国家

文物主管部门的技术推广目录。

奔赴历史的现场

到现场去，是土遗址保护领域最

基本的要求。

20 多年来，崔凯从地质工程专

业的学生到土木学院教授，从跟随前

辈到带领自己的学生团队，在内蒙

古、陕西、宁夏、新疆、西藏多地的

百余处遗址现场留下了足迹。

在遗址现场进行技术示范之前，

团队需要多次前往遗址现场勘查、取

样。目前可使用三维扫描技术，再现

土遗址表面的起伏程度；通过轻微的

解剖面进行少量取样，测试物质组成

和盐分含量。崔凯表示，团队严格遵

守文物法，在可行范围内寻找机会到

土遗址现场。

他坦言，有些学生一开始比较抵

抗到土遗址现场的工作，“有些土木

专业的学生认为他们是建造大楼和大

桥的人”。崔凯对此也表示理解，因

为自己也曾经认为土遗址没有意义，

“修建破土堆，我才不去”。

后来，崔凯在老师的引领下，才

慢慢对文物保护萌生出了使命感，

“我在文物里发现了趣味，还想知道

为什么祖先能建造得这么结实，这

么长久”。他举例，西汉时期至今

2000 多年，汉长城在敦煌沙漠戈壁

的恶劣环境下，依然屹立在那里。

“从工科建筑材料角度看，耐久性非

常好。我们祖先的建筑思想中蕴含

的科学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一张饼、一袋榨菜、一个水壶，

这是崔凯从前跟随老师在野外勘查时

带的口粮，“现在年轻人可以吃火腿

肠、喝矿泉水，条件比我们好一

点”。有的土遗址距离固定居民点虽然

不远，但上山下沟，来回需要一天时

间。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团队会露宿，

昼夜不停地观测数据。

硕士生代佳骏从本科期间开始跟随

崔凯团队，去过陕西定边县砖井堡、陕

西吴起长城镇秦长城城墙遗址段落、

宁夏银川磨石口长城等遗址现场。站

在吴起长城镇的长城遗址面前，他感

到身处文化历史的长河之中，走兵运

粮仿佛在眼前发生，“中华血脉不断被

唤醒，这可能就是我们保护土遗址的

意义，把它们保留下来，让人们可以切

身感受到华夏历史的魅力”。

文物保护迎来最好的时代

20多年来，崔凯感受到人们对文化

遗产的向往和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以

前我们去山西一些地方，老百姓把长城

上的砖搬回家盖猪圈和房子。现在全民

保护意识提升了，不会随意破坏文物。”

近些年，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文

物也愈发吸引游客的目光。崔凯认为，

大众对土遗址等文物的向往和重视，使

他们所从事的保护工作发挥出更大价

值。但他也表示，一些中小型的文物点

没有设立相应的游客管理机制，对文物

仍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年轻人保护

文化遗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事

情要去做”。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融合多学科的

综合性领域，崔凯团队有敦煌研究院、

兰州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河南大学的

指导老师，还有经管、文化遗产和生物

学等其他专业的学生。

崔凯特别想说，文科在文物保护中

能发挥很大作用，包括阐释文化遗产的

价值，展示历史的变迁，“例如历史上

王朝衰败的原因是什么？衰败后这些遗

产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是我们在工科

领域不清楚的问题”；文科可以从古文

献中明确其初始建造方法，详细还原文

物的建造过程，将其转化为文化遗产保

护的“最小干预”原则。

与风沙赛跑，抢救千年土遗址

□ 余世存

现代人的家风家教跟传统家风家教有了

很大的不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论是社会

经济的运行模式，还是家庭结构模式，现代都大

大不同于古代。传统的大家庭，多有三世、四世

同堂的现象；现代家庭，多是两代三口之家。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人们的日常行为模

式也发生了时代的变化。“家长制模式”基本

成为过去，“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原

则被淡忘，父亲或母亲等家长在家里说一不

二的权威被消解……按照一些人的观察，不

仅我们的家庭迅速发展到以孩子为中心，就

是世界范围内的家庭，也在经历“逐子女而

居”的过程。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意识到

家风家教的重要性。“卷”和焦虑是人们都注

意到的现象，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家庭要承担

起应有责任。我在《中国人的家风》中说，家在

人们心中是光明温暖的象征，在总结古今中

外的家风家教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重建家庭

成员关系，重建家庭伦理责任。

传统家风仍值得现代人传承

传统中国人的家风有见贤思齐的现象，

一旦某家总结出好的家风，便会迅速传遍大

江南北，如《颜氏家训》《温公家范》《朱子家

训》 等。我注意到，《朱子治家格言》 问世

之后，其中的不少家训成为很多人家的家

风。前不久，一个张姓人家子弟还感慨地跟

我说，他小时候见外公给他们写春联、寄

语，经常会写“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我

说这就是《朱子治家格言》里的话，成为千家

万户代代相传的行为模式。

传统中国的家风家训中，有大量让现代

人敬服羡慕的地方，如不少人对曾国藩家的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家风很有印象。但

在现代人的日常行为模式里，大概只有读书一

项还和曾家家风沾边，其他多付之阙如。早起的

不多（早），自己扫地的不多（扫），跟先人对话的

不多（考），跟邻居经常走动的不多（宝）。

传统中国的孝道是全民遵循的人伦大

道，但现代人很少有人知道，一味顺从父母，

甚至父母有错也不劝谏父母，陷父母于不义，

是不孝；或者，自己在外阿谀讨好，或作威作

福，从而陷父母于不义，也是不孝；家境贫寒以至于父母到老

了，子女不能改善生活以供养父母，同样是不孝。这些不孝的原

则放到今天，估计会有不少人汗颜。

因此，传统家风仍值得现代人传承，不能因为其属于历史

而将其弃置一边，不能因为生产生活方式的古今之变，就想当

然地以为传统家风不适用于今天。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的贵

族家风、汉唐时代的士族家风、宋代的士大夫家风、明清的平

民家风，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都是我们建设家风的来源与基

础。比如，从汉代到明清，中国人多知道的“遗子黄金满籯，不

如一经”等，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现代家庭的平等原则：对待家人要像对
待朋友一样

传统中国的家风家教中，多有要子孙立志的训示。这在今

天同样有现实意义。“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

赐子一名。”自给子女取名字开始，我们就给孩子寄予了美好

的希望，也是要孩子明白，立身处世应该有所立有所处。青少

年时期的立志非常重要，父母通过取名引导让他早早立下志

愿，这样他就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人生的展开中有所安顿。

今天的青少年习惯了对物质生活的享有，对信息世界的

消费，习惯了按流行的模式如升学、毕业、工作等模式生活，有

时候反而缺失了自己主动的人生志向。因此，一旦在学习、工

作中不如意，就容易归咎于父母和“原生家庭”的责任。

今天的种种现实，既可以从时代发展中找原因，也可以从

家庭运行模式中找原因。人们习惯把家当作一个睡觉休息的

空间、一个两代人之间或夫妻之间的活动场所，却忽略了一个

问题——这样的空间需要共建，需要治理。宋代大儒朱熹说

过，每个人都应该在家庭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夫和、妇柔）。可见，传统的修身齐家到了朱熹的时

代，已经有了人格独立和角色身份配合的要求。

当然，现代家庭跟传统家庭确实有所不同。我在《中国人

的家风》中，总结了从历史到现实的经验，提出一个现代家庭

的平等原则：对待家人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因为只有像对朋友

一样对待父母、伴侣和子女，我们才有彼此的尊重之心、平等

之义，以及边界感。

这种平等精神虽然在现代家庭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还没

有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来，家人之间还缺乏应有的尊重和边界

感。查家人日记、手机、朋友圈的现象，把伴侣和孩子视为自己

私产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现代家风是家庭成员一起成就的

“安顿”是这些年流行的热词，我也写过《安顿之书》，从家

风、节气节日时间、经典等多方面，尝试给人们提供安身立命

的参照。在我看来，现代家庭的家风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不

是父母或先人设定的，而是家庭成员一起参与成就的。

比如，孩子的学习教育，如果父母不珍惜这个机会，参与

到共读、共学中来，家庭中的代际联系就缺乏基础。一旦孩子

毕业或到异地工作生活，孩子与父母的联系就徒有其表，甚至

连徒具形式的形式都会丧失。

有一个三口之家，孩子目睹父母工作持家的艰难，希望一

家人开开心心，就以“不皱眉头”要求父母和自己。从此以后，

她把学习中不愉快的事情、父母把工作中不愉快的事情，都放

到屋外，只要在家，三口之家就是开心的。父母感念地对采访

者说，他们的家风就是“不皱眉头”。

子女参与家风的形成，在今天不是孤例。子女和父母在通

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找到那些家庭生活的正大有益的原则，

非常普遍。如读书、学习乃至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子女都对家

庭有建设之功；不少家庭的餐桌饭菜曾经简单，只具自家乡土

风味，但子女的参与，让

各地美食都出现在自家

的餐桌上。

从历史和现实的经

验中，我对现代家风的

建设充满信心。在科技

文明把人拉入智能化的

时代，在个人的身份多

元丰富的时代，人们的

“修身齐家”更有现实意

义。元宇宙、二次元、数

字原住民、AI等，已经成

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或许可以从人的修齐之

道来着手解决。我相信，

“回家！爱你的家人！”会

成为文明社会的共识。

（作者系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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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崔凯团队成员在陕西定边砖井堡调查风雪对修复效果的影响。 受访者供图

桄榔庵遗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中国人的家风》书封。 海南出版社供图

红华农场苏联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三沙文物普查工作队队员乘坐小艇登上岛礁。 受访者供图

王震将军橡胶试验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