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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诗人做点儿事，不累
□ 逄春阶

向诗人致敬的脚步，疫情都挡不住！最
近，5卷本《孔孚诗文书论集》问世了。这
套书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牵头编纂，山东
友谊出版社付梓。孔孚女儿孔德铮，山师大
魏建、杨存昌、张丽军、孙书文教授，山东
画报社宋刚等付出了心血。我敬佩他们：为
真正的诗人做点儿事，不累。

为诗人做事，是为自己做事。做的过
程，是欣赏，是陶醉，享受这个过程，应该
是快乐的。20多年前，我手抄了一遍诗论集
《远龙之扪》，装订成册。从那后，我就成
了“孔孚迷”。

你读懂孔孚（左图）了吗？没有。我越
读，越觉得孔孚神秘；越读，越觉得孔孚深
邃。孔孚是潭一眼看不到底的清水。

孔孚与山水同在。我到了新疆，在帕
米尔高原上，他的《帕米尔》就从我脑海

里钻出来：“天地间侧卧/等一个消息//寂
寞扇动翅膀 /一匹马咀嚼荒凉”。到了黄
山，在莲花峰，他的《黄山莲花峰顶小
憩》又萦绕在脑际：“莲瓣上趺坐/吐吸天
香//莲花上/又开一朵莲花”。也学着孔孚
先生趺坐在莲花峰上，感觉自己像浮游在
云片上，忽忽悠悠。我到泰山、崂山、千
佛山、佛慧山、华不注山、大明湖、趵突
泉、五龙潭、黄河边、青岛的海边，到了
哪里，总能碰到孔孚先生。他在用诗点醒
我：美在这儿。

孔孚先生是大众报人，在大众日报社当
了三十年文艺编辑。我以有这样的前辈而自
豪。毕景舒先生是孔孚的老同事，他最喜欢
的一首诗是《云瀑》：“几次都失败了/倒
翻下来/漫溢峡谷//狂怒的云/抓住风的鬃鬣
/作最后一次仰冲//快闪开/鹰”。毕老九十
多岁了，还能声情并茂地背诵。他说，诗人
孔孚昂首立在天地之间。大众报人许学芳先
生说：“孔孚的《戈壁落日》写得好啊：
‘很辉煌/又有些悒郁//一颗心/燃尽’孔孚

在燃烧，诗人的心在燃烧啊！写的是山水，
但也是写的诗人自己。”

25年前（1995年）的4月26日，我曾陪孔
孚先生到潍坊峡山水库游玩一日。孔孚先生
很开心，那天他在船上，兴致很高，他说，
要是在这里安家该多好，他的夫人吴佩媛老
师说：“孔孚见到好地方，就要在那里安
家，一派孩子气。”水库管理人员请他题
字，他问我：“春阶，写个啥？”我说：
“我想不出来，您一定心中有了。”他微笑
着，盯着碧波荡漾的水面，提笔写下“大造
化”三字。

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
征》，引言中有一句：“非有天马行空似的
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读孔孚诗，常
想起这句话。要问我最喜欢的是哪首，是
《飞雪中远眺华不注》：“它是孤独的/在
铅色的穹庐之下//几十亿年/仍是一个骨朵/
/雪落着/看，它在使劲儿开！”

孔孚先生教我“用减”。不啰嗦，就此
打住。

经评审确定的10处发掘文物点，现已全面开展发掘工作，从龙山时代到唐宋明清，惊喜在这里

不断产生，再一次证明“小清河既是一条黄金水道，更是一条文化长河”———

小清河畔的考古“新发现”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李 乐

小清河流域土地丰饶、历史悠久，作为山
东省现阶段唯一一条具备海河联运开发利用条
件的航道，让它更加受到外界关注。5月10
日，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的文物点达到了43
处。在完成全线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后，经专家
评审确定10处发掘文物点，现已全面开展发掘
工作。

在残垣碎瓦中，考古队员们一铲一铲地勘
探，不断寻觅着被历史湮没的古代文明，探出
小清河沿线的历史厚度。从龙山时代到唐宋明
清，小清河的潺潺流水，也正如一位历经沧桑
的老人的低眉细语，向我们讲述着属于它自己
的陈年往事。

如今，它将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变成一
条集防洪、生态、航运、景观旅游、文化于一
体的黄金水道。

龙山遗存，倾听远古的“声音”

在位于滨州市博兴县店子镇北营村村北约
100米的小清河北岸，北营遗址在这里呈现出
它的“年代容颜”。它的平面呈东西向长椭圆
形，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
约28万平方米，遗迹较丰富，年代延续较长。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张恒带队在
此工作了一个多月，他们白天在工地上发
掘，晚上回去修复文物。考古队员发现，这
里以龙山和汉代遗存为主，另有少量商周时
期遗存。

龙山时期遗存是本次考古发掘取得的重
要收获。发掘的遗存以早、中期为主，目前
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墓葬、柱洞、沟等，已
发掘灰坑20余座、墓葬2座、窑1座。出土的龙
山时期遗物丰富，以陶器为主，器形有鼎、
罐、鬶、甗、杯、器盖等，另出土少量石质
和蚌制工具。尤其是数量较多的柱洞和柱础
遗迹，为研究龙山时期的房屋建筑方式提供
了珍贵资料。

山东考古发掘的龙山大型墓葬屈指可数，
本次发掘对鲁北地区的龙山文化研究及相关文
化的交流影响都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为
研究鲁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特征、聚落形
态、社会生产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器物拼起古人生活图景

在博兴境内进行发掘的，还有寨卞东南遗
址和疃子遗址。

寨卞东南遗址发掘发现的地层共分为12
层，其中1层为耕土、小清河现代北侧坝体
层；2层为现代黄泛沙土层；3层为现代黄河淤
积层；4至6层为清末（1892年）盛宣怀修浚小
清河时新开河道“出土成堤”地层，该层出土
30余件宋金元明时期瓷片（多为碗），应为河
流冲刷而来，后挖河道垫在堤坝中形成，该层
也出土有大量汉代陶片、瓦片；7层为红黏土
层，为黄河泛滥形成；8层为河流淤积层，表
面有大量脚印残留，发现少量清代青花瓷片；
9层至12层为汉代文化层。

在清理地层及遗迹过程中，出土小件和标
本112件，其中瓷器残片39件（多为宋金至明
清时期，器形以碗为主），陶器有71件（主要
为豆、盒、钵、碗、瓦当、板瓦、筒瓦、陶
拍、圆陶片、网坠、器座等），铁器1件（为
构件），铜器1件（为五铢钱）。另出土有大
量陶片，以泥质灰陶、灰褐陶为主（多素面，
其次绳纹，可辨器形主要有豆、盆、瓮、罐、
釜、陶拍等），出土有大量泥质灰陶板瓦、筒

瓦（多饰绳纹、凸棱纹）和碎砖，出土有少量
夹砂灰陶片。

寨卞东南遗址整个发掘区位于遗址南部核
心区，考古队员认为，应与西北约500米处的
寨卞遗址有关联。该遗址不仅出土了较多汉代
时期器物，尤其有相当数量可以修复和带有文
字，也发现了清末以来小清河、黄河泛滥和小
清河多次修浚的地层，这对研究寨卞遗址、鲁
北地区汉代文化、小清河河道变迁及修浚历史
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寨卞遗址南部尚存一土丘，民间
传为“旧城子”。1970年村民修挖溢洪河时，
曾发现过墓葬，出土了殷墟三期的青铜鼎、
爵和一批青铜镞，显示该聚落的等级较高，
应是该区域的中心聚落之一。寨卞遗址很可
能是商末蒲姑城所在地，这有助于考古人员
对商周时期的蒲姑国历史和姜太公建都营丘
的真相进行研究。

疃子遗址位于博兴县锦秋街道疃子村西北
约1 . 2公里。本次考古发掘区域呈长方形，长
度约120米，宽度约25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
主要遗迹分布在南水北调水渠南坝下，位于地
表下约2 . 5米，主要遗迹有墓葬、房址、陶
窑。发现7座墓葬，陶窑、房址、水井各1处。

7座墓葬，其中5座为圆形砖雕壁画墓，墓
室内保存有砖雕桌椅、灯檠等砖雕结构。其中
M1（墓葬编号）底部较好，出土多件瓷器、
陶器，还保留部分漆器，瓷器光洁亮丽，质量
上佳，为邢窑精品瓷器；M1还出土墓志一

合，记载了墓主人生前官职、履历、祖籍，以
及寿命和下葬时间等重要内容。

在发掘区西侧，考古队员还清理了一座窑
址。残留窑室底部，可见砖砌烟道、窑床、灰
膛、进料口等结构。在窑室和灰坑内出土较多
红陶片和三角形窑具。发掘区东侧，发现一处
建筑基址，地表可见砖砌墙基、方形石块柱
础、瓦铺路面等结构，由于此处之前俢坝，破
坏较为严重，保留程度有限，在墙基旁出土青
瓷实足碗、陶器等。另发现井一处，为砖砌井
框，出土陶罐、瓷罐等器物。通过地层层位关
系和出土器物，可初步推断窑址、建筑、井为
北朝至隋代时期。

考古队员们清理的北朝至隋的遗迹，则
说明当时有居民在此生活并从事手工业生
产，结合之前在疃子村出土佛像，说明此处
在当时是一处重要的生活生产居住址。从地
层堆积上看，在隋代之后经历洪水淤积时
段，直到晚唐时期，此处变成了晚唐时期墓
地，对研究博兴的水文、气候、居址变迁提
供了材料支撑。

在小清河沿线和泄洪区域文物勘探工作
中，高青县新发现夏庄遗址、拥护村遗址、腰
庄——— 曹坡遗址、胥家村南遗址以及陈庄———
唐口遗址周边新发现春秋至唐宋时期50万平方
米的遗址。

在高青县黑里寨镇胥家村南约500米处，
胥家村南遗址（墓地）正紧张发掘中，目前共
清理龙山时期墓葬5座、灰坑5个，清理唐代墓

葬15座，总共清理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基本
厘清了该遗址（墓地）的地层堆积，该遗址原
始堆积为台地地貌，中间高，东西两侧低。开
口据现地表2 . 6米左右，文化层分三大期：唐
代，战国到汉代，龙山早期到晚期偏早。

“清理出的唐代墓葬形制特色鲜明，其中
‘扇形’‘马蹄形’墓室是山东首次发掘的唐
墓形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刘文涛
介绍，“马蹄形”形制墓室带有明显的河北因
素，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唐代中晚期鲁北地区
与河北地区的交流往来，藩镇格局下人员流动
提供了实物资料。

腰庄——— 曹坡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最厚
达2米以上，证明此处从龙山时期一直到唐宋
时期，均有人类活动。“目前，共清理汉代
及后期墓葬20座，出土较多陶壶、陶罐等随葬
品，已发现有大量岳石至商周时期的生活遗
迹。”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赵益超告
诉记者。发掘区南缘的多处墓葬尤其是宋代
墓葬存在明显被破坏迹象，且较晚的红褐色
胶黏淤土直接叠压墓葬以及墓砖，说明现小
清河河道开通不会早于宋代，或能与历史记
载有吻合之处。

目前，遗址已清理至商周时期地层，还
有大量岳石至商周时期的生活遗迹等待清
理。它们堆积情况复杂，包含灰坑、房址、
夯土基槽等，堪称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活
化石”。

拥护村遗址已发现墓葬2座，已发现并清
理周代灰坑23座，主要是西周晚期至东周时
期，可能是规模较小的一般聚落。夏庄遗址
已清理周代灰坑2座、龙山时期灰坑9座。

古今“对话”，历史“活起来”

5座龙山时代墓葬、15座唐代墓葬、山东
目前仅有的一处“马蹄形”墓室、数件随葬器
物……这场成果丰硕的“寻宝”行动，让山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倍感欣慰。小
清河两岸遗址的发掘，从历史、文化、地理、
水文等各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和证据支
持，极大丰富了山东的文化内涵。“小清河既
是一条黄金水道，更是一条文化长河。”省文
化和旅游厅文保处处长、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主任王守功说。

让小清河沿线沉睡的遗址“活起来”，
是对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有效途径。“2020小清
河文物保护利用媒体采风行”期间，省水下
考古研究中心、博兴县文化和旅游局、博兴
县博物馆联合举行了“考古工地开放日及文
物保护讲座”活动，开放寨卞东南遗址发掘
工地，让公众走近考古、了解考古和宣传考
古，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在活动现场，观众
饶有兴致地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并纷纷拿出
手机拍照记录。

“孩子从电视、手机里看到过文物，但是
没有亲眼见到过文物出土前的样子，今天在考
古现场看到的东西，让历史知识‘活起
来’。”博兴县市民马先生带着一年级的儿子
在遗址现场，共同揭开了考古的神秘“面
纱”。

“本次考古发掘发现的主要遗址和出土
器物，为研究当时的丧葬习俗、风俗习惯、
手工业水平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纪年
瓷器、漆器、模型明器为古代手工业方面的
学术研究提供年代断定的标准。墓葬结构为
研究圆形砖室墓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材
料和佐证。”博兴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志
强说。

在谈及博兴县遗产保护时，王守功提出
了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将遗产保
护利用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加大国家财
政、省级财政、地方财政、社会资本投入的
经费保障等建议。

□记者 张依盟 通讯员 王潆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1日讯 山东省重点演艺项目大

型话剧《孔子》开排仪式今天在省话剧院正式启
动。

2020年，是孔子诞辰2571年。为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纪念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省文
化和旅游厅特邀以著名艺术家张继钢导演领衔的创
作团队，历经三年百折不挠精心打造，即将隆重推
出八场大型话剧《孔子》。

大型话剧《孔子》，以春秋末期诸侯纷争为
历史背景，揭示了社会变革中列国之间形色各异
的人生选择，着力表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
家、音乐家，儒学创始人孔子苦难的一生，从侧
面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涵。歌颂了孔子始终
不渝追求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境界，
努力塑造出一个遥远而鲜活、高大而素朴、威严
而亲切，持续影响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多年的“至
圣先师”光辉形象。

大型话剧《孔子》，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剧
作。其戏剧形态是诗剧，是包括以道白为主的，有
音乐、舞蹈、美术、服装、灯光、道具在内的综合
的诗剧。剧作采用独特的“构成”戏剧样态谋篇布
局，充分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结构了“君子”
“进退”“为政”“去国”“见南子”“困境”
“渡河”和“彼岸”八场戏剧，展示出思辨美、宏
阔美、空灵美、意象美。力争将这部作品打造成一
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艺术
精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
的贡献。

大型话剧《孔子》开排

据新华社，“古芮新迹———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
周遗址考古成果展”近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幕，
展出的300余件展品是在芮国遗址考古中发现的文
物精品。

展期3个月的“古芮新迹——— 陕西澄城刘家洼
东周遗址考古成果展”汇集了刘家洼等遗址最新的
考古发掘成果，分为“列土分邦”“小国之光”
“万流归宗”三个单元，共展出文物精品175组300
余件。

芮国是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刘家洼遗
址是芮国曾经重要的都邑遗址之一，这里是一处居
址与墓地共同构成的聚落，总面积近3平方公里。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勘查发现了长达数百米的夯土墙
与壕沟设施，合围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总面
积10余万平方米，其内发现有高等级建筑、铸铜与
制陶手工业遗存等。刘家洼墓地迄今已发现规模不
等的墓葬200余座，其中包括两座“中”字形的高
等级国君大墓。

这次展出的300余件文物，有鼎簋列陈、庄重
典雅的礼仪文化，也有钟磬谐鸣、荡涤心灵的音乐
艺术，还有金玉交辉、车辚马萧的绚丽装饰。在周
文化占主体的墓地陪葬品中，还有少量器具具有北
方草原及西部地域的文化特征，表明周代的封国与
周边文化之间很早以来就开始进行广泛交流。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黄河考古研究院成立

据新华社，由河南省文物局和郑州大学共建
的黄河考古研究院近日在郑州成立。该研究院将
围绕史前重要遗址材料，推进中华文明根系和起
源研究，探索早期国家起源以及古代社会治理体
系研究等。

在黄河考古研究院成立仪式暨“黄河考古·中
原地区早期文明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黄河考古研究院院长刘庆柱表示，讲好黄
河故事，有助于阐释国家认同，也是考古学的担
当所在。

目前，黄河考古研究院发布了夏文化研究、中
原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黄河流域城市考
古与保护、中华文明根系研究、隋唐大运河考古发
掘与研究等多个项目。通过重大研究和成果培育，
有望不断丰富黄河文化内涵和特质研究。

据介绍，黄河考古研究院依托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运行，同时作为郑州大学学术组织体系的一
部分，纳入郑州大学中原历史与文化研究院体系进
行管理。这种合作机制有利于推动成果产出、人才
培养和社会服务的一体化。

陕西展出300余件芮国文物

北营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遗存。

寨卞东南遗址举办考古工地开放日活动，吸引众多考古爱好者。

《我和我的家乡》定档国庆

据北京日报，2020年国庆档首部大片来了，它
就是《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
乡》。7月20日，该片曝光定档海报，正式宣布将
于国庆上映。与“祖国”不同的是，“家乡”不仅
是一部集体创作的国庆档大片，更是一次中国电影
人集结救市的实际行动。

在最新发布的定档海报中，九位导演以手绘形
象亮相，呈现喜剧欢乐气场，也展现出不同寻常的
想象力。他们共同乘坐着一架以鞋子为雏形的“飞
艇”，向着远方前进，有的手持摄影机，有的高举
打光灯，剧本不离手，拍摄不停歇，所有导演同心
协力创造光影故事，电影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呼之
欲出。画面里祖国大好河山一览无余，祥云环绕，
山清水秀，长城、天坛、布达拉宫、三潭印月等名
胜古迹隐藏其中，暗示了电影拍摄地贯穿祖国东西
南北中五地。

受疫情影响，《我和我的家乡》的拍摄也遇到
巨大挑战。涉及到医院的场景无法使用，剧组只好
找摄影棚连夜临时搭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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