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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土，先考古”，2020 年起，
我市实施考古前置，要求国家土地收
储入库前，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
的，须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以保护地下文物安全。

“考古工作内涵丰富，环环相扣，
包含调查勘探、田野发掘、资料整理、
研究阐释、展示利用等环节。调查发
掘只是我们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任
务是通过出土文物，做好对地域文
明、城市根脉的解读，讲好盐城故
事。”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
夏春晖说。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今年
是夏春晖从事文博考古行业的第35
年，在她看来：“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
特质并非一日而成，多元发展的中华
文明造就了盐城独特的文化底蕴。
还原‘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
去’的历史真实，探寻‘何以盐城’的
文明基因，追溯城市的形成与起源，
完善考古学谱系，是我们盐城考古必
须要做的。”

盐城地域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
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
拼图中的一块。7月12日，盐城盐业

考古成果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盐城是古代两淮盐业的重要产
区，盐城海盐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沙井头遗址等多时代
重要盐业考古发现，进一步明晰了我
国江淮东部盐业生产的发展脉络，为
研究西汉以来中央政府对沿海盐业
的有效管理提供考古支撑，实证了各
历史时期江苏盐业生产工艺的连续
性和传承性。”夏春晖说。

在考古前辈的带领下，一群“95
后”年轻考古人对考古工作也有着他
们自己的认识。

完善中华文明的“盐城拼图”

还原历史真相的“福尔摩斯”

“我是被科教频道带‘入坑’的，
喜欢看《探索发现》《国家宝藏》类节
目。”26岁的刘薛艳毕业于南京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对她来说，考古
的成就感在于见证历史，“近几年在
我们的努力下，考古发现了新石器时
代延续至明清的各类遗迹，揭示了盐
城城市发展脉络及盐业文明变迁，展
现了海盐之城的兴盛和独特的历史
风貌。”

在她看来，考古人就像一个探究
历史真相的“福尔摩斯”，总是有新的

“案件”和未知的真相待探究。“考古
和推理破案有点像，从细枝末节的线
索出发，寻找蛛丝马迹，还原历史细

节和真相。”
“考古起到了证史、正史和补史

的作用。证史，就是考古成果和历
史文献相互印证；正史，就是考古成
果修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补史，
就是考古成果补充历史文献的缺
失。”刘薛艳举例，沙井头遗址揭露
的汉代道路、水井和排水设施，以及
房址，大量瓦当和绳纹瓦片等遗迹
遗物，为确定其所在区域为西汉盐
渎县城所在地，各类建筑遗迹可能
为盐渎县官署性质建筑，提供了考
古实证材料。

25岁的孙梦媚形容考古发掘过
程犹如“开盲盒”，这种“未知”给了她

发现和探索的快乐。毕业于河南大
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她，曾在河南
安阳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参与发
掘了一个商代墓葬，“当时同学和老
师都围在上面猜测，这么大的墓葬，
保底得有一套青铜觚、爵，结果一件
青铜器都没有出。后来推测墓主人
可能比较有钱，但他的身份还够不上
随葬青铜器。”

孙梦媚说，亭湖区双元村墓地发
掘是她工作后参与的第一个考古项
目，第一次挖到买地券令她印象深
刻，也因此确定了墓主人是乾隆二十
八年去世的，给墓葬定年提供了实物
资料。

守护城市根脉的“青春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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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悠悠千年文明史，代代盐城考古情。7月12日，盐城盐业考古成果
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填补了我省盐业考古空白。这背后，凝结着盐
城考古人的心血和汗水、坚守与接力。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推进，文物考古事业日益受到重视，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盐城考古队伍。在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里，一
群“95后”和考古前辈一起，解剖古老地层，探寻盐城地域文明基因密码。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引入，加速解
密尘封的历史。28岁的刘宗荣毕业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告诉记者，
科技考古学主要包括动物考古、植物
考古、环境考古、陶瓷考古等。

“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理化和
生物分析技术等众多现代科学分析
技术的应用使考古研究者既能从宏
观上了解遗址面貌，也能从微观上窥
知人类活动的分毫细节。”刘宗荣说，
比如运用遥感技术和无人机航拍大
型考古遗址，辅助建立遗址数字高清
模型；对古代遗迹内的炭化植物遗存
和植硅体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古人

“吃什么”和“有没有成熟的农业”等
问题。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

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
分。25 岁的胡淦一建筑学出身，热
爱古建筑，曾在浙江从事文物保护工
程，现在负责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
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等，
属于物质文化中的历史遗存。”胡淦
一说，他们正积极协助做好盐城传统
建筑、古镇、村落、街区等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27岁的苏楠毕业于武汉大学考
古学专业，目前正在攻读南京大学考
古学在职博士。在她眼中，盐城是一
座独具魅力的城市，“盐城2000多年
的海盐文明史塑造了以盐业经济为
中心的独特人文景观。这些年我们

在串场河范公堤沿线、大丰、东台等
地开展盐业考古专项调查，发现盐官
官署、制盐作坊、盐工定居聚落遗址
点超百处。盐业考古工作实现了多
项省内的‘首次’，省内首次盐业考古
区域系统调查、首次揭露唐代盐业生
产聚落、首次完整出土明代盐灶等。”

择一事，终一生。寒冬酷暑，风
吹日晒，考古人都要在田野长期坚
守，持续地投入耐心、细心与平常
心。“考古工作并非公众想象中那么
精彩有趣，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重大
发现，常常面临无功而返、期待落空，
所以考古人光有热情还不够，更要有

‘匠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
在一铲一锹间触摸历史脉搏，用心中热
忱来守望人类文明的田野。”苏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