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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铲下的奉化江⑥

考古文博热出圈，学生
到宁波实践，从理论到实践
探索史前文化，感受“港市”
文化丰富吸引力。

近年，考古文博的热度
大大提升。大学里，原本的
“冷门”专业似乎在一夜之
间成了“香饽饽”。那些学
考古的学生，现在情况如
何？

具体实践中，地方考古
研究所与高校考古院系合
作是一种常见模式，学生们
以此完成社会实践，考古研
究所则依靠高校力量展开
跨学科研究。

比如宁波市文化遗产
管理研究院，就与中国人民
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
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
高校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多年来，宁波已悄然成
为许多考古文博专业学生
从课本走向田野的“第二课
堂”。

学生们对宁波有哪些
认识，学考古跟他们一开始
想的有什么不一样？近日，
记者在奉化张家遗址工地
采访了多名参加考古实践
的高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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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考古文博热，很大程
度上与媒体传播有关。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
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二学
生宗源说，她偶然在视频网站上
刷到一个视频——有个女生分
享了自己考北京大学文博专业
研究生的经历，并深深被吸引，
于是本科阶段学历史的她，考研
时跨专业报考了文博方向。

宗源的同学郑巧凤是泉州
人，本科读的也是历史，泉州前
些年申遗成功，于是她将“海上
丝绸之路”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
生阶段的学习重点。

“这一点宁波和泉州有相似
的部分，都是‘海丝’贸易港口城
市。”虽然“转行”不久，但郑巧凤
已经在瓷器研究方面颇有心得，

“瓷器是重要的外销品，浙江有
龙泉窑、越窑，福建有德化窑、漳
州窑。跟着老师，我们几乎把闽
北、闽东一带跑遍了，在镇海吕
岙遗址做室内整理时，也遇到全
国各窑口的瓷器，我感觉陶瓷是
个很大的体系，值得深入研究。”

她们的指导老师，厦门大学
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系副
教授刘淼表示，从2016年起，学
校就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
究院展开深度合作。在刘淼看
来，无论是在海洋考古还是在陶
瓷考古方面，宁波都是一个资源
禀赋极为丰富的“港市”。

“厦门大学所处位置偏东
南，关注海洋考古、东南考古较
多，我们关注早期海洋聚落的变
迁，也关注之后的‘港市’考古。
在宁波，从史前的河姆渡、良渚
海洋文化聚落，到后来因为港口
城市而出土了大量陶瓷器……
从中可以感受到，宁波无论在史
前还是后来，都是相对富庶、居
住比较集中、经济和社会生活比
较发达的地方。以港口城市为
切入点，探讨当时的贸易变迁、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过程，非
常有意义。”刘淼说。

这种“丰富”令刘淼很羡慕：
“比如在奉化，随便一探就有河
姆渡、良渚时期的遗存堆积。而
在福建，史前遗存相对较少。”

作为奉化张家遗址考古的
合作方，刘淼和学生们参与了发
掘与出土文物整理工作中。

“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器物
都很精美，但刚从考古工地里出
土的时候，一般不是很完整，而
是沾满了泥巴，灰扑扑的，大部
分都是要修复的，然后品相才会
好一点。”徐曙端说，拼对、修复
的过程也让她很有成就感。

此外，因为跟宁波方面的密
切合作，这些年厦门大学历史与
文化遗产学院很多学生的毕业
论文也都以在宁波做的项目相
关资料为基础，对双方来说均能
获益。

记者 顾嘉懿 蒋晗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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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张家遗址工地奉化张家遗址工地，，考古专业学生在测量地层考古专业学生在测量地层。。

考古专业学生在室内整理文物。

考古专业学生在查资料。

“我在福建参加过窑址调查，也
在宁波参加过镇海九龙湖吕岙遗址
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孙雨桐是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
学专业学生，今年研三的她已学了
6年考古，她的许多社会实践课都
是在宁波进行的。

“我是自己选择学考古的，通过
发掘发现古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
的生活和我们有什么差别……感觉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孙雨桐表示，
实际学考古跟她的预想有所不同，

“实际上，理论的要求更严格，需要
掌握很多知识，包括从前辈那里继
承来的经验。”

尽管从课本上掌握了考古的步
骤和要点，第一次走到工地，孙雨桐
还是“懵”了。“学过基础的地层学，
知道要分辨土质土色，但知道归知
道，实际上不一定能认出来，还是要
到现场摸一摸，需要大量的实践经
验。”孙雨桐说。

所谓实践出真知，当课本里的
良渚、河姆渡出现在自己的手铲下，
很多感觉只有经历过才有。

“比如宁波的土和别的地方不一
样，是泥质的、水分含量特别高，有很
多海相沉积，土色是灰色的、蓝色的；
而中原沙土多、福建红土多，风一吹
就散了。宁波的土黏性强，时不时就
得‘刮’一下，且一下雨就容易积水，
经常需要抽水……”孙雨桐说。

说到这里，孙雨桐的同学、去年
参加余姚上钱古稻田遗址发掘的徐
曙端也打开了话匣：“上钱遗址没有
特别多的器物，主要是河姆渡文化晚

期的植物遗存，当我们挖到木桩的时
候，就很兴奋，感觉自己要发现一些
东西了，好像暗示某种规律……”

与她们读书所在的城市厦门相
比，宁波史前文化含量的丰富程度是
吸引她们“远道而来”的原因之一。

“宁波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活
动比较频繁的地区，良渚、河姆渡时
期的遗存比较丰富，分布也很广泛；
而福建考古主要以宋元时期窑址调
查、陶瓷器窑口鉴定为主，两者虽然
都是海滨城市，但就考古而言，工作
内容颇有区别。”徐曙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