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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河南发现大型商周遗址 出土罕见人祭遗存

长城保护应更注重考古研究
文/新华社记者 黄玥 图/ 鞠焕宗

巍巍长城，人类历史上宏伟壮
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
化景观。守护长城“最初”的模样应
该怎么做？考古研究在其中可以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胡冰道出了中英第二届“双
墙对话”的深远意义。

原状保护、最小干预
留存真实历史信息

长城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长城
保护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将真实的历史信息留存的最好
方式是经常维护，而不是干预。”北京
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认为，长城的现
存状态以遗址形态为主，其真实而又
沧桑壮美的物质存在饱含着历史信
息，因此保护修缮工作应该更妥善和
精心地保留这些信息，而不是移除或
是添加信息。

纽卡斯尔大学考古系教授麦克·
科林斯在谈到哈德良长城的保护理念
时，提到了原状保护和最小干预，确保
遗址的真实性。他认为，重建会损坏
晚期阶段遗址，会混淆新建部分与原
址材料，妨碍研究，也会影响遗址与附
近景观的和谐共存。

去年中国发布了《长城保护总体
规划》，明确长城保护应坚持“预防为
主、原状保护”原则，妥善保护各时代
遗迹，避免不当干预，不得重建或借保
护名义“新建”长城。

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原副总工程
师兰立志表示，长城保护维修必须保
持长城的原形制、原结构，优先使用原
材料、原工艺，这是最小干预原则的基
本保证。长城真实历史信息的延续，
不仅仅依赖于长城遗址本体，而且还
依赖于保护性修复。

加强考古研究
为保护维修提供科学支撑

“考古发掘使我们得以追踪哈德
良长城从设计到修建过程中的变化，
由此能掌握长城运行的目的和功能。”
来自英国的大卫·布里兹教授阐释考
古于长城保护的意义。

“在采取保护措施之前，应通过考
古了解遗址的原形制、结构、材料和工
艺，避免在保护过程中损毁遗址的形
制和误导遗址的形制。”兰立志也谈到
了考古研究的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
所长于冰坦言，国外长城保护以考古
研究为主，而中国考古在长城研究中
基础很薄弱，对保护利用支撑不足，但
近两年重要性逐渐凸显。

考古研究具体应该怎么做？英国
考古学家安东尼·威尔莫特介绍了对
哈德良长城遗迹及其文化历史的高质
量考古学研究，通过不断为考古研究
提供科研支持，为研究人员提供发声
平台，深化公众对哈德良长城当前与
曾经面临威胁的理解，了解该长城在
罗马时期及各个时期的功用，让公众
参与到世界遗址保护之中。

于冰表示，中国下一步要重点
弥补长城考古研究短板，加强长
城考古组织和资料报告工作，
为长城价值认知、保护维修、
展示传播提供科学支撑。

整合资源、力量
形成全社会保护合力

长城遗存数量大、分布范围广，其
中多数分布在交通条件差、自然条件恶
劣、人迹罕至的区域，管理难度非常大。

“保护范围的确定对长城整体性保
护至关重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
授李严认为，长城保护范围的划界不仅
包含长城墙体，还要考虑周围烽传系统
的空间视域等，即将整个防御体系作为
一个整体，结合周围环境进行基于历史
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保护。

于冰也认为，加强顶层设计应把不
同的资源、学科、力量等整合起来，进一
步加强协调，形成保护合力。

“需要就保护理念达成共识，同时
也需要共同合作。”麦克·科林斯指出，
成功的两大要素为拥有对项目需求和
基本理念的一致理解和拥有丰富经验
并以保护工作为主的员工。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
表示，要把长城整体保护好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希望更多年轻人重视并参与
到对长城的保护中来。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 桂娟 李文
哲）“这具保存较好的人骨，形如‘坎’
字的甲骨文。像这样呈跪姿，且可与
甲骨文中的字形对照上的人祭现象实
属罕见。”柴庄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梁
法伟说。

在河南济源柴庄遗址的发掘过程
中，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大量墓葬及
晚商祭祀遗存，为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形
态及礼制变迁提供实物资料。其中，一
处独特的人祭现象引发业界关注。

身首异处，面朝北方，双膝跪于坑
内，两手交叉放在身前。梁法伟介绍
说，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朝盛

行祭祀文化，先民用“社”“示”“坛”
“坎”等象形文字记述不同形制的祭祀
活动。其中，“坎”字描绘的便是将人
或是牲畜放在坑中的祭祀方式。

此前，考古发现的人祭现象多为
躺姿。专家推测，呈“坎”字形的祭祀
方式尽管在目前考古发现中出现的数
量极少，但既然能与甲骨文中的记载

相照应，或许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柴庄遗址所处区域是商王朝经略

晋南的要地，也是文献记载周武王伐商
的必经之地。这里扼守轵关陉东端，北
依太行山，南部为黄河，地理位置显要。

2019年以来，为配合基
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与济源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
古发掘队，对柴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及
调查勘探，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

“遗址内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晚商
高等级贵族墓葬、祭祀坑、夯土基址和
建造考究的水井等，表明这里在当时
应为区域中心聚落。”梁法伟说，遗憾
的是，由于墓葬被盗严重，尚未发现可
指明聚落族属的实物资料。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对遗址情况
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结合遗址布局结
构及出土的丰富遗物，包括陶器、石
器、骨器、蚌器、玉器、原始瓷和卜骨
等，还原聚落的基本面貌。

河南济源柴庄遗址出土的卜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