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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莉萍

浩瀚无垠、充满奇幻与神秘的
太空，有着无穷的宝藏等待着孩子
们去探索。

昨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研究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
理事长吴季以“空间科学与航天技
术新发展”为主题，为宁波学子带
来了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

此次讲座是“院士开讲啦”系
列活动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空间科
学学会“星辰大海等着你——宁波
行”系列科普活动之一。

吴季，博士生导师，中国宇航
学会常务理事，同时也是俄罗斯科

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
士。据了解，他曾担任“地球空间
双星探测技术”应用系统总设计
师，中俄联合火星探测计划“萤火
一号”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空
间科学先导专项 （一期） 负责人。

在宁波大学青藤书院，吴季畅
谈空间科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向同学们徐徐揭开了宇宙的神秘面
纱。他从人类进入太空的历史切
入，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宇宙的起源
与演化、太阳活动与空间环境及我
国在新航天方面的探索发展——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
尤里·加加林成为人类第一个进入太
空的人，但仅停留了1小时48分。”

⋯⋯
一个个空间科学发展的小故

事，让同学们支起了耳朵——
吴季介绍，近年来，我国航天

事业蓬勃发展，太空探索范围越来
越广，深空探测能力持续增强；载
人航天迈入新阶段，天宫空间站建
设进入决战决胜之年；运载火箭升
级换代，进入空间能力显著增强。
与此同时，我国的空间科学研究也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发射了多颗空
间科学卫星。如今，去太空旅游正
从科幻慢慢走向现实。吴季特别提
到，太空旅游可以将成千上万的人
带入太空，直接感受太空的无穷魅
力。

吴季生动的讲解，让同学们对
航空航天及宇宙探索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他们的小脑袋里也蹦出了一
个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人类呼吸
离不开氧气，我们去太空旅游，氧
气从哪里来？”“以后会不会移民到
月球去？”

面对同学的提问，吴季表示这
是他最喜欢的交流环节，并一一进
行细心解答。

吴季鼓励同学们保持好奇心，
积极思考，培养自己的科学志趣，
勇敢探索未知，并以实际行动追寻
自己的星辰大海，将来为更好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空天科学家点燃宁波学子“星海梦”

记者 张芯蕊

考古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土
地是寻找一切线索的起点。

历史从土地里开始，在土地
里扎根，再埋藏进土地，一切的
一切，都与土地紧密相连。

“试想一下，每一个考古发
现，都有可能改写历史啊！”今
年是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雷少参加工作的第十
四个年头，在近一个小时的对话
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泥
土”的那份执念。

找一块热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考古同
样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工作。”雷
少 说 ， 一 个 地 方 独 特 的 地 理 环
境及历史特点，决定着一个考古
人的工作内容。

找 一 块 自 己 喜 欢 的 “ 土
地”，就是选一个自己心仪的研
究方向。

2013 年，位于镇海九龙湖镇
的鱼山遗址又有新发现，雷少被
派往现场。为配合九龙湖御水龙
都二期工程建设，宁波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
古发掘。

为了放手锻炼新人，担任领
队的王结华所长让雷少担任现场
技术负责人。这对于刚参加工作
不 久 的 雷 少 来 说 ， 既 是 一 次 机
遇，也是一个挑战。

从“泥土”里找出的线索，
也激起了雷少的好奇心。

“鱼山遗址文化堆积从河姆
渡文化时期到良渚文化时期，再
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着一个连续
发展的过程，几乎没有间断过，
说明遗址所在的群山环绕的缓坡
和平地，非常适合古代人类居住
和生存繁衍，这一片区域可能还
有更多遗址尚未被发现。”雷少
说，抱着“开盲盒”的心态，接
下来的几年，他都扎根在这一片
区域。

果真，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包括距鱼山不远处新发现
的乌龟山遗址在内的诸多遗址相
继被勘探、发现。而鱼山、乌龟
山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也使河姆
渡文化的谱系越来越丰富。

“ 兴 趣 是 在 工 作 中 培 养 的 ，
也是从鱼山遗址的那次发掘开始
的。”雷少说，他在西安读书时
的研究方向是商周考古，来到宁
波后，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专业领
域上有些“水土不服”，自己也
曾感到彷徨、迷茫。

但史前考古的神秘性和挑战
性，让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史前考古领域经常会有一些

新发现，特别是独特的遗迹和遗
物，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用来做
什么，就想要把它们研究清楚。
再加上，宁波的史前文化，有着
丰富的地域特色，不仅时间线足
够长，而且兼具海洋、大陆文化
的特点，如今这也成了我的主攻
方向。”雷少说，那一片热土在

“史前”，那一片热土也在田野。

沾一身“土气”

“考古行业很特殊，光看书
没用，还要到田野一线，这才是
它的生命力所在，否则就会偏离
正确轨道。”雷少对田野考古充
满了热忱。

人们往往认为“土气”是迟
钝、反应慢，但在考古领域，这
也是执着于细微线索、不找到真
相不罢休的精神。

2016 年，在宁波大榭开发区
下厂村，也是大榭岛上距离海边
不远的位置，雷少和团队的工作
人员在大榭遗址发现了一种从未
见 过 的 陶 器 —— 制 作 工 艺 很 粗
糙，像是常见的烧土块。

不仅如此，在出土的所有陶
器中，这种粗重的盆形烧土块数
量占到百分之九十。

“如果是日常生活使用，陶
器应该会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有
着不一样的形状。而大榭遗址里
面发现的这种类似红烧土的陶盆
不仅体积偏大，形状个头还相差
无几，让人很难猜测其用途。”
雷少说。

除 此 之 外 ， 还 有 较 多 陶 支
脚，它们一般是在烧饭时支撑在

釜等炊器底下的器物，以便于烧
火。

“ 从 出 土 这 么 多 器 形 单 一 、
质地粗糙，特别像红烧土块的陶
器来看，这里更像是当时的房子
着 火 后 残 留 的 遗 迹 。” 雷 少 回
忆，当时自己心里产生了不少疑
问，但咨询了一圈业内专家，没
有人知道这些土块的用途，甚至
在此前发掘的一些遗址中，这些
烧土块，还被认为是建筑物遗存。

大榭遗址的“奇怪”还在于
一系列灶台、土坑等之前从未见
过的生活遗迹。谜团越多，越让
雷少坚定地认为，这个遗址可能
埋藏了一种特殊的史前遗存，且
在国内从未被发现过。

“在考古工作中，你若有所
怀 疑 ， 就 要 找 证 据 来 印 证 猜
测。”雷少回忆，就像是拼图，
从最初的几个碎片开始，逐渐拼
凑出整个图案——

大榭遗址中的盐灶，似乎与
早前从四川出土的东汉制盐画像
砖块中描摹的灶，十分相似；

位于浙江温州洞头区的九亩
丘宋代盐业遗址，是当时省内最
早的、被明确定性为具有制盐功
能的遗址。其中出土的类似烧土
块的陶器上，与大榭遗址同类器
物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
找资料、问专家、比对出土

器物、反复思索⋯⋯漫长而细碎
的工作持续了两个春夏秋冬。在
单 位 的 支 持 下 ， 雷 少 与 北 京 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科
研团队密切合作，全面开展多学
科研究工作，将越来越多的线索

拼凑起来，终于得出了一个“坚
定”的结论——距今 4400 年前的
大榭遗址证实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海盐生产地，填补了我国
沿海地区同期盐业考古的空白。

2018 年，雷少首次作为领队
主持的“浙江宁波大榭史前制盐
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不仅入围
了 当 年 的 “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还荣获了“田野考古奖”
二等奖。

那两年多的坚持，现在回忆
起来是一种什么滋味？雷少不紧
不慢地说，就是每天与泥土打交
道。从 2015 年试掘到 2017 年年
底基本结束野外工作，两年多的
时间里，雷少大部分时间都在考
古工地。每天在“野外”工作 7
个小时，回到办公室继续整理、
分析资料、撰写报告，考古工作
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

“因为在户外工作，夏天特
别热，气温接近 40℃。遇上台风
天，风雨大，考古发掘现场就会
被破坏，成为一片水塘，要重新
打扫整理⋯⋯”雷少说，“但试想
一下，每一个考古发现，都有可
能改写历史啊！这是最有趣的。”

事 实 上 ， 对 于 雷 少 来 说 ，
“泥土”更像是一个抽象定义，
它深藏历史、见证真相，在平原山
野，也在湖泊海洋。2011年，作为
较早参与水下考古培训的学员，雷
少在四年内参与过三次大型水下考
古工作，其中包括宁波“小白礁Ⅰ
号”沉船船体发掘项目。

“无论地下水下，只要找到
自己的‘热土’，对于考古人来
说，热爱都是一样的。”雷少说。

雷少：深爱“泥土”，因它深藏历史

徐剑锋

11 月 23 日，来自市内外的 40
余名手艺人齐聚镇海庄市街道永旺
村，共同见证宁波首个综合型“手
艺人部落”开放运营 （11 月 25 日

《宁波日报》 民生版）。
宁波的“老手艺”有不少，这

几年我市坚持守正与创新、传统与
现代相结合，以开放的理念和多元
化手段，奋力推动“老手艺”向

“潮”而生、破圈出彩。我市首个综
合型“手艺人部落”开放运营，为

“老手艺”活化传承拓展了新空间。
让“老手艺”“活”在当下，

不能墨守成规，而应推陈出新。在
秉持匠心之美和器物之韵的基础
上，要围绕现代消费新走向、市场
流行新趋势，尤其是年轻一代消费
主力军的喜好，通过跨界合作、业
态融合、艺术“潮玩”，既兼顾大
众化的喜闻乐见，也突出小众化的
个性特色，以新技术、新工艺、新
设计，持续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同
时要强化创意设计、商标注册和品
牌申报，为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蓄

势聚力。
“老手艺”要“火起来”，“新

匠人”的作用不可小觑。面对手艺
人断层甚至濒临失传，要着力培养
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人
才队伍。一方面要突出抓好传承
人，发挥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
师的引领作用，通过带徒传技、学
术研讨、技艺交流、进修深造，以
及完善手工艺人才管理制度和评级
标准，让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多起
来，朝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
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吸引年轻人，
深入推动传统手工艺进校园、入课
堂，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的活动，以及完善职业教育体
系，激发青少年参与传统工艺保护
传承的热情，让制作技艺代代相
传，使工匠精神得到更好弘扬。

让“老手艺”熠熠生辉，要插
上“互联网+”的翅膀。无论是利
用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宣介推
广，或是借助“网红达人”带货直
播，还是在电商平台设立店铺，宁波
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要进一步运用
现代媒介，创新传播手段，不断扩大

“老手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文创闪光点。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记者 余建文

11 月 24 日早上，奉化溪口镇
外村的毛师傅拎着一大袋新鲜冬
笋，到镇上的菜市场摆摊售卖。

“这一袋笋有 40 多斤，是我昨天
下午在竹山上挖的，交关新鲜。”
毛师傅说，今年笋价便宜，但好
在产量不小，还是有点赚头。

奉化是宁波主要的笋产区之
一，挖笋、卖笋是当地农户一项
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溪口镇城北
菜场，各家的蔬菜摊都摆上了一
堆堆的冬笋。商户蒋大姐热情揽
客，“都是本地冬笋，味道很鲜
呢，才 12 元一斤，实惠！”

记 者 打 听 了 一 下 行 情 。 眼
下，冬笋价格降了不少，带壳笋
的零售价每斤 12 元至 14 元。而在
月初，同样的冬笋，售价普遍在
25 元/斤左右，短短半个月，价
格就“腰斩”了。

冬笋价格大跳水，是因为冬笋
大量上市。蒋大姐说，冬笋一个月
前就有卖了，都是外地来的，那时
本地笋还没开始采挖。量少，价格
就贵，零售价最高卖到每斤 35 元
至 40 元。“最近一段时间，江西、
福建等地的冬笋大量到货，本地冬
笋产量也上来了，价格就下来了。”

毛师傅告诉记者，今年秋季
雨水多，气温也偏高，因此本地
的竹山冬笋旺发，产量比去年多
了不少，大个头的笋也比较多。

在江浙地区居民的餐桌上，
冬笋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溪口的
蔬菜商预测，冬笋价格还会跌，
再过一阵子，带壳笋会降到每斤
10 元 以 下 。 今 年 大 伙 吃 冬 笋 ，

“有口福了”。
紧跟着冬笋而来的，是砻糠

雷笋。记者在菜市场了解到，砻
糠雷笋上市已近一周，与冬笋摆
在一起售卖。蔬菜商孙大姐拿出
两箱砻糠雷笋，挨个摆好，“这是
刚从批发市场进的货，零售价也
不贵，13 元一斤”。

溪口是宁波砻糠雷笋的核心
产区，但地产的砻糠雷笋目前还
没有拱土而出。按往年的行情，
头批砻糠雷笋是比较贵的，售价
在 30 元一斤上下。现在菜市场里
的砻糠雷笋为啥这么便宜？

奉化银龙竹笋专业合作社社
长虞如坤道出原委。他说，这些
砻糠雷笋都来自外地，有湖南产
的，重庆产的，也有浙江安吉出
产的。“眼下市面上售卖的砻糠雷
笋是早熟品种，而我们本地栽种
的基本是晚熟的砻糠雷笋，两者
上市时间要差 20 多天。”外地雷
笋利用“时间差”，瞄准宁波消费
市场，获取头道收益。

虞 如 坤 说 ， 要 再 过 半 个 来
月，首批本地砻糠雷笋才上市，
到元旦前后，产量才会上来。“想
吃美味的本地砻糠雷笋，还要再
等等”。

外地笋、本地笋同台“打擂”

秋冬这“一口鲜”价格大跳水

记者 徐丽敏

“这些都是学生的绘画作品，
有牡丹花、牵牛花、寿桃⋯⋯”
在江北区文教街道育才社区居民
活动室，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指
着展示牌上的美术作品向记者一
一介绍。

这位老人就是家住育才社区
锦江年华小区的孙金利。身为西
泠印社社友会会员、宁波市美术
家协会会员、宁波乙太书画院院
长的孙金利自幼酷爱绘画，在水
粉画、油画、版画、国画等领域
均有较高造诣，多年来一直坚持
山水画的创作和研究。

育才社区党委书记韩优波说，
近几年，育才社区面向辖区内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城区双职工家庭留
守儿童，联合共建单位每年开展

“小候鸟”暑期爱心基地活动，邀
请国画、快板、书法等领域的老师
公益授课。“当我们联系孙老师
时，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我想利用自己的特长，为美
育传播、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做点儿事情，这是我应尽的责
任。”孙金利笑着说。

经过前期报名，15 名孩子成
了孙金利的“临时学生”。绝大部
分孩子没有接触过毛笔画，他就
从如何拿起毛笔讲起，一个一个
地纠正孩子的执笔姿势，耐心地
讲解怎样蘸水蘸墨及中锋、侧锋
产生的绘画效果。活跃、生动的
课堂，令孩子们兴趣盎然。

“孙老师既耐心又风趣幽默，
教学内容接地气，非常感谢社区
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让孩
子能够跟随孙老师学习绘画，培
养兴趣。”学生家长高女士说。

采访中记者还得知，平时孙
金 利 不 仅 在 该 社 区 开 展 公 益 活
动 ， 也 经 常 在 市 内 组 织 艺 术 讲
座、开展美术沙龙，丰富市民的
文化生活。

孙金利说，宁波的美育活动开
展得很深入，有一大批专业人员或
爱好者默默地进行着美育普及和传
播，这将会使我们的城市更文明、
更美好。“我只是乐在其中的一分
子而已。”

七旬老人的公益课
点亮孩子多彩人生

2010年，雷少在崇教寺遗址清理排水管。 （受访者供图）

砻糠雷笋与冬笋同台“比拼”。 （余建文 摄）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我们的家园

孙金利在授课中。 （徐丽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