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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燕

周丽娟!与崧泽遗址结缘 !"年

周丽娟与崧泽遗址结缘，20年
为期。

32岁初次接触崧泽遗址考古
发掘，52岁筹建完成崧泽遗址博物
馆工程。3年前，博物馆立项时，还
有人说她年轻，现在已经再也没有
人这样说了。今天，崧泽遗址博物馆
如期开馆，崧泽遗址博物馆筹建办
主任周丽娟如释重负。
她说，考古有这样的收获，从来

都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这就是低
调的周丽娟。

! ! ! !到了 !""#年，崧泽遗址博物馆的重要
展品“上海第一房”“上海第一人”和憨态可
掬的陶塑小猪终于得见天日。
对于这次发掘成果，周丽娟起初避而不

谈。但这是一次回避不掉的发掘。谈起时，她
说：“考古的发现大都是偶然，每个人的判断
不同，换了一个人，可能有更多的发现。”
她对考古有着天生的灵性，虽然她始终

否定这一点，坚称自己只是一个认真完成交
办的任务的人。但一落到考古这件事上来，

她言语间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信和果断。
“上海第一房”的发现便来自于这种近乎直
觉的判断。

!""#年上半年的一次发掘中，担任领
队的周丽娟除管好自己的几个探方（考古发
掘分区的专业术语）外，还要管理整个工地。
“那天，我兜了一圈之后来到假山墩东部另
一个同事的探方，凭经验，我看出土的颜色
有变化，估计会有什么迹象出现，于是让工
人把这个面再刮一下。”周丽娟说。

工人用手铲小心翼翼地刮着，慢慢地，
一个柱洞出现了，又一个柱洞出现了。根据
发现的全部柱洞判断，这是一种地面建筑，
是崧泽遗址从未有过的发现。而且，以前一
直认为那时江南地区只有干栏式建筑，也就
是先架柱子，再在上面架搁板，“上海第一
房”的发现证明了地面建筑的存在，这种建
筑是先在地面上打柱洞，插入柱子后，将周
边压实，再做墙体和屋顶居住。
新的发现总是让人欣喜的，这也是考古

最吸引周丽娟的地方。但无论是当日还是
今天，她也只是冷静地说一句：“那总是高
兴的吧。”! ! ! !距今 !"##$!%##年前崧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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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样，$%&' 年的考古是由于遗址旁一
条运河———油墩港的开挖而进行的抢救性
发掘。

这次的重要发现是一口水井。步入崧泽
遗址博物馆，便可看到这口复原得惟妙惟肖
的水井。在这口直径约 ("厘米的井中，有汲
水器陶罐及动物骨骼。
“它的切口是一个较圆的平面，中间的

土和旁边的土颜色不同，往下挖能判断出是

淤泥，这是水象堆积的特征，壁面土很容易
剥落，土里的包含物也不一样，一般会有汲
水器等遗留。”周丽娟说，水井的开凿说明上
海先民已经有了稳定和清洁的水源，生活质
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年，崧泽遗址发
现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井，是中国迄今出
土年代最古老的直筒形水井，表明上海是中
国最先发明了找水和储水先进技术的地区。

)%&'年考古时，周丽娟已从复旦大学

分校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毕业 *年，但她一
直在上海另一处考古地点福泉山遗址工地。
)%%#年，她才第一次介入崧泽遗址考古中。
“那时候，我们在农民家租了两间房，一

间男生宿舍，一间女生宿舍，请农民帮我们做
饭。每天七点半上工，下午四五点收工，就和
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天吃饭。”

随着研究的深入，周丽娟等人在 )%%#

年的考古中对假山墩有了新的认识，发现了
崧泽文化时期墓地有一个不断堆积的过程，
而且以前一直认为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没
有墓坑，那一次也发现了墓坑。

! ! ! !“博物馆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考古发
掘地。”周丽娟说。自 )%('年开始，上海考古
人就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年，黄宣佩根据青浦地方志记载，
了解到崧泽近代史上有一位名叫袁山松的
将领葬在那里。他根据这个线索前去考察，
却有了惊人的发现，虽然当时没有判断出距
今多少年，但能初步断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生活遗迹。)%(%年的一次干部下乡劳

动时，又在今天崧泽考古的“主战场”———假
山墩发现了陶片。陶片被送到黄宣佩手中，
确认了原来的调查结果，于是正式组织考古
发掘，这次发掘工作持续到了 )%+)年。
“今天博物馆里展出的‘上海第一稻’，

便是在这第一次发掘中发现的。”周丽娟说。
这次发掘结束后，遗址便被保护起来。所谓
保护，便是将遗址覆盖上土，恢复农耕。发
掘、研究、再发掘、再研究，对一地的考古就

在这样不断的往复中进行，在一代又一代考
古人手中交接。)%'#年,)%'+年，根据研究
需要，对崧泽遗址又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
与所有的遗址命运相同，它在现代人的

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考
古人员发现，假山墩表层土下方，很快就挖
掘到距今 (*""多年的崧泽文化遗存。“在遗
存之上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很难知道了，
据当地农民说，假山墩 )%('年以前曾高出
地面六七米，之后有过一次平整土地行动，
将能利用的土地都利用起来，那之后假山墩
仅高出周边农田不足 )-(米。”周丽娟说。

! ! ! !“上海第一人”是一名生活在 +...多年
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男子，年龄在 !(,*.

岁左右。“眼睛很大，在那个时候也算长得漂
亮的。”周丽娟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头骨，非常完整。由于

崧泽的土性不适合保存，这具头骨之所以能
够完整保存，是因为上海地下水位高，它一
直埋藏在水线以下，没接触过氧气。“!..#

年，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健来检查工

作，看到这个头骨很高兴，说这个就叫它‘第
一人’吧，这个叫法就是这样来的。”

展品中那只肥嘟嘟的陶制小猪发现于一
个灰坑，参观者可能很容易认为它是一个慈爱
的父亲捏给孩子的玩物。周丽娟笑了，说小猪
上有红色的朱砂痕迹，说明它可能不是普通
的玩具，更可能是一件有着特殊意义的物品。
别看这只巴掌大的小陶猪，考古意义非同一
般。在此之前，只在崧泽遗址中发现过野猪和

家猪的骨头，却从不知道那时养的家猪到底是
什么模样，这只小猪形象地揭开了谜底。
步出博物馆之前，设计师将人们带到了

一张中国地图之上，上面遍布着那一时期中
华大地上如繁花绽放般的文化。在那个气候
怡人、物产丰富的时期，人类活动大爆发，产
生了重要的人类文明，人们不再居无定所，
而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开始有能力控制
自己的生活，并发展起精神层面的追求。
这正是考古带来的真实感，它通过一件

件古老的遗存讲述着一个真实的过去，这也
是周丽娟和所有考古人喜欢的真实。

考古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交接
!

考古就是一天又一天的等待
"

考古就是一点又一点的发现
#

考古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真实
$

! 周丽娟在考古测绘 周丽娟 供图

!崧泽遗址博物馆效果图 图 %&

! ! ! !新落成的崧泽遗址博物馆外形质朴，如
一个气质清新的少女，小憩于上海西郊青浦
区的乡野之中。这片土地，周丽娟熟得不能
再熟，自 $%%#年第一次来到这里，她已和崧
泽遗址结交整整 !.年。
记者说起要找一个对崧泽遗址最了解、

最有感情的考古人时，低调的周丽娟沉默片
刻，推荐了好几个学者，但讲起崧泽遗址的

考古今昔，她又滔滔不绝。聊到放松时，她才
开玩笑地说，“那时候，这里还没拆迁，农民
们都认识我，看见我来了，老远就打招呼说
‘周老师，你又来啦’，和我一起来的人都特
别惊讶。”
“崧泽遗址 $%('年就被发现、发掘，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曾再度发掘，$%%#年，上
海市想在遗址上建一座陈列室，我便跟随我

的老师，当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先生
来到这里，对遗址再次考察。”周丽娟说。黄
宣佩虽然是领队，但因需处理馆里的行政工
作，作为骨干队员的她便承担主要的考古发
掘与管理任务。

虽然建陈列室的项目因种种原因没能
立项，但周丽娟却由此与崧泽遗址结下不解
之缘。!..#年的崧泽遗址考古中，她担纲领
队；!.$$年崧泽遗址博物馆项目再次启动，
她更是受命担任筹建办公室主任，*年里每
天坐车从市区到这里。

考古就是一年又一年的坚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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