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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包下“挖宝”

从三明市区驱车约30公里，就
到了岩前镇岩前村。空旷的平地之
上，万寿岩昂然挺立，船帆洞、灵峰
洞、龙井洞等洞穴藏身其中。

1999年，福建省博物馆文博研究
人员陈子文来到万寿岩时，带着一项
关键任务：他和当地考古人员必须在
一个月内给出结论——万寿岩是否
值得保存下来？

当时，争论已到白热化阶段。万
寿岩蕴藏丰富石灰石资源，福建省属
重点企业三明钢铁厂从20世纪70年
代起就在山体上采矿。见矿山开采
严重影响万寿岩景观，1998年起，当
地村民不断向有关部门呼吁保护万
寿岩山体及洞穴古迹。

一方是投巨资买断开采权的企
业，一方是坚称“山里有宝”的村民。

“矛盾最尖锐时，村里老人干脆坐在
埋了炸药的开采点上。”时任岩前村
党支部书记王源河说。

政府必须尽快把问题搞清楚万
寿岩是不是文物？是文物就要保护，
不是文物就应该尊重企业的开采权。

在周围山体持续的爆破开采声
中，陈子文他们开始了紧张的“限期
破案”工作。

终于，考古人员在万寿岩发现了
2000余件石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
石。其中，船帆洞挖掘出距今约4万
年、面积达120平方米的人工石铺地
面。古人类可能是为应对洞中潮湿
环境的这个发明创造，堪称中国最早
的“室内装修”工程。

这样的人工石铺地面，非洲发现
过一处，我们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二
处，是国内首次发现。

万寿岩遗址的发现，把福建古人
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 18.5 万年前。
万寿岩因此被称为“闽人之源”。遗
址中出土的石制品，也为闽台史前文
化同源提供了新证据。

让历史一代代传下去

站在万寿岩遗址前，现为福建
省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的郑
国珍总会想到这样一段话：“让收藏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
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
的精神动力。”

万寿岩遗址的年代，距今18.5万
年至3万年。在考古专家看来，这一
远古人类家园极为少有、弥足珍贵，
应继续加强科研，并加以活化利用。

郑国珍想象：“我们可以在万寿
岩建一个古代天文台，感受18.5万年
前的星空，还可以在遗址周围复原3.5
万年前的动植物，感受人和万物的共
生关系。”

2019年，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正式开园。导览手册上写道：“恢
复生态，保护文物，延续文脉……使
碧水、青山、溶洞、森林、田园、古文化
融会贯通，是万寿岩考古遗址公园的
建设目标。”

三明森林覆盖率78.73％，是中
国最绿省份的最绿城市，享有“中国
绿都”等美誉。伴随着万寿岩遗址保
护工作，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入人
心。如今，“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已
成为三明市民共享生态福利的写照。

目前，三明以万寿岩为主要空间
载体，借力优质的山林环境，编制实
施《万寿岩文旅融合发展总体规划》，
努力把考古文化资源与挖掘当地文
化结合起来，把遗址保护与岩前镇乡
村振兴结合起来。

镇里不断加大文旅招商引资力
度，人气越来越旺。百姓也从农家
乐、休闲采摘、特色民宿等项目中受
益，有了更多致富门路。

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5年内把
万寿岩打造成南方特色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古人类研学旅行基地和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2019年12月，万寿岩遗址国际学
术交流会在三明召开，来自中国、俄
罗斯、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内外数十
位专家学者前来参与学术交流和考
察。“很多外国专家对万寿岩遗址的
保护高度肯定。”万寿岩遗址博物馆
馆长余生富说，未来要让万寿岩被国
内外更多人所熟知。

“小时候，万寿岩是我们玩耍的
神秘去处。离家后，万寿岩是我们挂
在嘴边的乡愁。”在万寿岩遗址博物
馆里，岩前镇“90后”女孩张琳告诉记
者，希望为古老的万寿岩注入更多青
春气息，让历史文化一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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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岩遗址灵峰洞外景万寿岩遗址灵峰洞外景。。

20 年前，当考古队来到万寿岩
时，黎立璋是三钢下属分厂厂长，和
工人一起到现场查看过。他记得，当
时有工人开玩笑说，早知道放几炮炸
掉算了。但公司领导说，矿石有价，
文物无价。

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柒生认为，
那时，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像现
在这么强。保护厦门鼓浪屿这样漂亮
的“万国建筑博物馆”，很多人觉得理
所当然。而万寿岩这样的遗址，在一
些人眼里“无非就是古人居住的一个
山洞”，因此，当年紧急批示保护万寿
岩的重要决定，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
开创性实践。

三明市委书记林兴禄说，审视万
寿岩遗址保存下来的过程，受到的最
深刻教育是，要用历史观念和群众眼
光看待发展。“当下还有很多需要我
们做出抉择的时刻，如何保护、研究
和利用好万寿岩，对我们做好生态文
明和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会带来
启迪。”

当地群众的生活和观念也因万寿
岩遗址的保护而悄然改变。

一些村民参加了遗址挖掘保护工
作，文保意识更强了；更多村民从中看
到了“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以前万寿
岩周围破破烂烂、尘土满天，现在老百
姓懂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聆听18万年前的
远古回声

——福建万寿岩遗址保护纪实

18.5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约4万年前，中国最早的“室内
装修”工程在这里完成。

这些“远古的秘密”曾长久封存于福建三明一座寿桃形孤峰——万寿岩
中，20多年前却差一点灰飞烟灭。

幸运的是，三明万寿岩这个宝贵的人类家园被政府抢救下来，从而有了
今日的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走近万寿岩，聆听18.5万年前传来的远古回声，探寻20年来其保护发
展历程，人们收获的不仅是古洞传奇，更有如何沟通历史与未来、协调经济
发展与文脉接续的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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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在万寿岩遗址船帆洞内游览游人在万寿岩遗址船帆洞内游览。。

设有“过仙桥”的北宋夫妻合葬墓在湖南宁乡重见天日发现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 刘良恒 明
星）记者近日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获悉，考古人员对湖南宁乡市坝塘
镇南芬塘村杨家湾古墓群进行抢救性
发掘，发现一座东汉墓葬和一座北宋
夫妻合葬墓。其中，北宋夫妻合葬墓
设有较为特殊的“过仙桥”。

据介绍，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时，湖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就在坝
塘镇南芬塘村杨家湾地段发现古墓
群。今年以来，由于在建的宁韶高速公
路穿过墓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
宁乡市文物局对杨家湾古墓群进行了
抢救性考古发掘。据考古人员介绍，该
古墓群位于南芬塘村的北部山上，山的

西、南、东面山脚为居民聚集区。
考古人员已对杨家湾古墓群其中

的一座东汉古墓葬完成发掘，出土了
铁釜、陶罐等13件文物，目前正在对北
宋时期夫妻合葬墓进行发掘。据考古
人员介绍，北宋夫妻合葬墓有两个墓
室，相对独立的两个墓室之间有一扇
小窗连通，民间俗称“过仙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宁波介绍，夫妻合葬墓在古代比较常
见，但设有“过仙桥”的夫妻合葬墓并不
多，表达了古人希望来世再续姻缘的美
好期待。杨家湾古墓群的发掘，为研究
东汉和北宋时期南方地区的历史、民
俗、葬俗等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在湖南
省宁乡市坝
塘镇南芬塘
村杨家湾，
考古人员正
在发掘一座
宋代夫妻合
葬墓。
新华社发
刘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