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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
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发布了7项重大成
果，其中，有不少“改变认知”的新发现——

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
动，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
以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实证；

中国早期泡碱玻璃的源头与传播，以科
技证据链重构地中海玻璃技术的传播模式；

青海省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出土王冠保护
修复，首次完整复原吐蕃时期王冠形制，实证
丝路多元文明互鉴；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合金技术和矿料
来源，进一步掀开夏代都邑的神秘面纱；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的考古工
作，展示了中国的精细化考古发掘和现场文
物保护协同理念及技术，为“一带一路”考古
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中国本土不仅有葡萄，而且有着
悠久的利用史

提起葡萄，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从西方传
入中国的一种水果。目前我们所食用或酿酒
用的葡萄，也的确是外来的欧亚种葡萄。

其实，中国本土不仅有葡萄，而且有着悠
久的利用史。葡萄属植物有60余种，我国存
在约38种，是世界三处野生葡萄集中分布的
中心之一。古人如何利用本土葡萄，是否对
其进行过人工栽培？它们在外形、口感上与
欧亚种葡萄有什么区别，是否在欧亚种葡萄
传入后就被完全取代？植物考古实验室负责
人钟华带领团队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作为本土主要的核果类植物，葡萄属遗
存在我国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址中均有发现，
出现时间从距今万年左右的农业起源时期，
一直延续至汉代以后的各历史时期。我国出
现欧亚种葡萄最早的证据，是发现于新疆吐
鲁番洋海墓地的葡萄藤，距今2000多年。古
代文献记载也表明，欧亚种葡萄在西汉时期
已经被带入内地。

长期以来，学界多视葡萄属为野生的采
集类植物资源。真是如此吗？钟华团队选取
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

铜时代早期、唐宋（辽金）时期3个关键时间
段，对国内考古出土的葡萄属遗存进行了梳
理研究。

“3个时期葡萄籽的形状和大小均未发现
明显的差别，但其分布规律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先民利用资源的不同方式。”钟华介绍，
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葡萄属遗
存在中原地区、长江下游等关键区域的集中
出土，显示先民可能已经开始了对葡萄属植
物的人工栽培，这与当时农业的高度发展、社
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遗址和区域间的频繁
交流有直接关系。

而在一系列辽金时期城址中都发现了本
土葡萄属种子，证明本土葡萄的利用至迟在
唐宋（辽金）时期仍在延续。“辽上京金代出土
的本土葡萄的灰坑位于普通民居区，河北宣
化辽墓中曾出土一串已经干瘪的欧亚种葡
萄，说明其曾为辽代贵族日常食用。”钟华说，
由此可知，西方葡萄传入后，并没有完全代替
本土葡萄，两者曾长期并存。

科技复原罕见陶质唐代龙首，龙
首形象为此前未见

2024年10月，河北雄安新区雄县古州城
遗址考古中发掘出土了两个罕见的陶质唐代
龙首。龙首在一处唐代高等级寺院建筑遗址
旁边的砖瓦坑中被发现，应为房顶建筑构件
中的垂兽或戗兽，分别被称为9号龙首和10
号龙首。国内现存的唐代建筑屈指可数，其

建筑装饰也大都被不同时期的修缮更替殆
尽。唐代陶质龙首存世量极少，目前仅有黑
龙江、山东、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且不太
完整。

此次出土龙首盐析情况严重，10号龙首
碎裂成了上百块，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
勇带领团队对此展开了保护修复和研究工
作。超声波清洗、纯净水脱盐、烘干、彩绘成
分曲面荧光分析……团队用科技手段给龙首
做了全面“体检”和“治疗”，还原了龙首的本
来面貌，还揭示了其制作工艺：陶胎的羼和料
有秸秆和碎陶块，烧成温度约为686摄氏度；
龙首表面大面积使用含铅白色颜料进行绘
制，并用含锰的紫黑色颜料绘制眼珠、含铜绿
色矿物绘制眼线，十分精美。10号龙首牙齿
部位还发现了陶工的指纹。

“9 号龙首应为垂兽，10 号龙首应为戗
兽。通过复原，发现它们所在的建筑垂脊宽
度达45厘米、戗脊宽度达30厘米，可以想象
非常宏伟壮丽。”刘勇说。龙首大气庄重，复
原的龙首形象为此前未见，为龙文化形象的
演变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是雄安新区千年
文脉的重要载体与实证。

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
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下设 18 个子实验室
和5个联合实验室，领域涉及碳—14测年、古
DNA、同位素分析、文物保护修复等，是目前
国内科技考古界涵盖范围最广泛、最全面的
机构。

人民日报

透视文物细节透视文物细节
刷新考古认知刷新考古认知

6月1日下午3时，江苏盐城奥体中心体育
场看台上，2万余名球迷用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为
球队加油助威，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
下简称“苏超”）第三轮盐城市对阵淮安市的比
赛正式开赛。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因“一场比赛奔赴一
座城”成为江苏文旅消费新热点。据江苏智慧
文旅平台监测，“苏超”吸引9万多名观众现场观
赛，带动6个主场城市的银联异地渠道文旅消费
总额增长约15%，形成“体育赛事引流、文旅消费
变现”新模式。

自 5 月 10 日揭幕以来，“苏超”迅速走
红。“苏超”由江苏 13 个设区市各派一队参
加，参赛队伍既有职业球员，也有个体工商
户、大学生和高中生等业余球员，被网友称为
城市的“荣誉之战”。

参赛城市以“苏超”为契机带动文旅消费，
促进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常州、徐州、镇江针对
客队市民推出景区免票优惠政策，盐城、南京、
泰州结合票根推出“看球+旅游+美食”等文体旅
套餐。比赛期间，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周边多家
酒店几乎满房。南京文旅局联合商务局推出

“跟着演出/赛事游南京”活动，以 6 月 1 日举行
的南京队对无锡队的比赛为例，“苏超”观众凭
票根，可在大报恩寺遗址景区、阅江楼景区、栖
霞山风景名胜区、六朝博物馆等30家景区景点
享受购票优惠，此外，餐饮门店、购物中心、商
场、酒店亦提供线下消费优惠。

5月31日至6月2日，常州所有A级景区对
扬州市民免门票。“我们早上6点就出发了，就是
怕人多排长队，没想到入园这么‘丝滑’。”5月31
日一大早，在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扬州市民薛
先生通过“扬州市民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入园。

“一家人光门票就能省不少钱！感谢常州送给
扬州人的端午礼物，为我们提供了体验常州文
化、欣赏常州美景的绝佳机会。”薛先生决定和
家人在常州住一晚，多“打卡”几个景点。

各地通过赛事链接文旅资源，创造了远超
门票收入的综合效益。据统计，端午假期，常州
中华恐龙园、淹城春秋乐园等各大景区共接待
扬州游客超10万人次。镇江队和宿迁队比赛期
间，镇江西津渡景区夜游人数较平日增长3倍。
盐城推出“观鸟+观赛”套餐，预订量超过2万单。

围绕“美食”，各地亦是招数频出。在此前“苏超”赛事中，
淮安推出“吃货球迷狂欢套餐”，100元套餐包括比赛门票，还有
小龙虾、淮扬小吃等。盐城将文旅促消费活动延长至 11 月 2
日，外地球迷凭“苏超”所有场次入场票和身份证，均可免费游
览盐城A级景区一次；若持盐城主场赛事门票，还可免费领取
盐城鸡蛋饼一份。泰州主场期间，泰州文旅集团还推出“景区
门票免费+早茶特惠+酒店8折”福利，早茶店向“苏超”观众免
费提供五味干丝品尝。

专家认为，“苏超”已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乃至成为城市的
文旅“邀请函”，达到了“1+1>2”的效果。据江苏省体育局统计，
联赛已吸引超过18万名球迷涌入各个主场城市现场观赛。

江苏各地能够迅速响应，结合地方特色推出文旅促消费
活动，与此前推出的相关举措是分不开的。2024年年底，江
苏省财政厅牵头相关部门联合推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体旅
展联动提振消费的若干措施》，对各地在打造商旅文体融合的
消费场景等十个方面予以支持，初步统筹专项资金2亿元用于
奖励兑付。

“文化、体育和旅游之间的关联性强、耦合度高，是相互融
合、相互赋能、相互促进的关系。”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李川在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江苏省
文旅厅将加大力度与江苏省体育局联动，以文化为内核、体育
为引领、旅游为载体，深入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活动，以
文体旅融合发展打造新场景、创造新供给、激发新消费，进一步
满足大众需求、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

在四川省乐山市
大渡河金口大峡谷腹
地，坐落着一座铁道
兵博物馆。

博物馆以铁道兵
发展史为主线，以铁
道 兵 在 解 放 战 争 时
期、抗美援朝战争时
期、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建设成就为主要
线索进行布展。两千
余件文档、物件，展
示了铁道兵三十余年
的奋斗历程。据悉，
博物馆于 2012 年正式
开馆，2024 年 5 月 16
日升级改造后再度开
放，吸引了不少市民
和铁道兵家属前来参
观纪念。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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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超”比赛现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出土的罕见陶质唐代龙首。

铁道兵博物馆（左）及周边环境，中间为成昆铁路关村坝车站、右边为大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