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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贵安新区大

松山墓群从众多优秀项目

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2022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 在贵州考古史上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并不

是贵安新区的考古项目第

一次获此殊荣。 2016 年和

2020 年，贵安新区牛坡洞遗

址和招果洞遗址分别以“绝

对优势” 入选当年的“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

同一个地区 6 年 3 次

入选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这对一度被认为“无

古可考” 的贵州来说实属不

易，也让贵安新区成为贵州

考古的“福地” 。

这背后，是黔中地区上

万年来人类活动持续不断、

文化遗产不断累积的“厚积

薄发” ， 是贵阳贵安高度重

视并妥善处理“城市开发建

设与文物保护” 关系的有力

佐证，也是新时期贵州考古

人担当作为、 勇毅奋进、开

放合作的生动诠释。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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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

《鸟人》《荒野猎人》的成

功让伊纳里图集宠爱与资

源于一身， 哪个资本会纵

容他在《诗人》中这般恣

意妄为；更很难想象，作为

威尼斯陪审团主席以及仅

有三席蝉联奥斯卡最佳导

演之一的他， 还会像个初

出茅庐的冲动小子去尝试

《诗人》这种冒险习题。

影片没有传统三幕剧

结构， 甚至没有完整的叙

事， 仅有一个衣锦还乡接

受颁奖的主线和一个移民

身份认同的主题， 让你知

道主人公的使命以及导演

去国怀乡的纠结。 我们从

零碎片段可以依稀感知，

影片一方面是主人公内心

波动或挣扎的外化， 这也

注定了外部视觉呈现的阅

读障碍有如原始密林，一

方面导演夹杂着照进现实

的私货又显得那么自我或

自以为是。 影片叙事的碎

片化， 以及调度的超现实

运用， 让我们惊叹影像震

撼的同时， 又让我们对故

事的阅读处处心存疑虑。

还有同一元素的不同

呈现， 令人精神恍惚同时

记忆错乱。 就比如那个装

着蝾螈的袋子或鱼缸，一

会魔幻般水漫洛杉矶地

铁， 一会又游到墨西哥家

中， 一会是家中与孩子关

于鱼缸的对话， 一会是飞

机上儿子讲起初到美国时

的往事。 魔幻与现实碰撞，

现实与超现实交织， 建构

与解构纠结， 最后让我这

等内存不足的看客， 很难

记住同一元素到底出现过

几回，衔接齿轮在哪，以至

于无法自如地运算出每一

次的用意以及组合关联。

同样是重复元素，有

时又让人不得不惊叹导演

构思的精巧。 比如前面皇

宫中游历时呈现的美墨战

争场景， 群演们的情境再

现刻意排演出假得不能再

假的塑料质感， 可谓之荒

诞， 到了后程街头邂逅尸

山骸塔时， 先有街头恐怖

影像的铺垫， 从空城到尸

海， 又是史诗般的营造和

调度。 这种诗性的跳跃和

关联， 让人物在不同历史

和时空中任性穿梭， 这也

是这个故事既碎片又磁石

般引人入胜的魔力所在。

影片除了超现实的衔

接和调度， 魔幻现实主义

基调从开局便是满弓上

弦。 上来是一个如梦如幻

的视野， 广角焦段宽幅画

面呈现出人物主观视角的

沙漠腾跃， 拉伸的影子在

大地上飘忽着。 这个超现

实且很费里尼的镜头捕

捉，彰显了导演直指《八部

半》的野心。当然这种调调

的开局对伊纳里图来说未

必只是对前辈的致敬 ，毕

竟他的故乡墨西哥也是魔

幻现实主义的故乡， 盛产

加西亚·马尔克斯、 胡安·

鲁尔福、阿斯图里亚斯等，

有 《百年孤独》《佩德罗·

巴拉莫》《玉米人》等文学

经典传世，这些对“墨西哥

三杰” 伊纳里图、托罗和阿

方索·卡隆都是铭刻在骨

子里的影响。

借着魔幻的手笔 ，仅

主人公领奖前在家中追逐

妻子一场戏， 一口气完成

了好几个不同年龄阶段的

转换， 一如领奖前主人公

陷入人生回忆。 派对上躲

避发言的衔接更是脑洞大

开， 躲进厕所开个小差的

视觉呈现， 竟然是与亡故

父亲的邂逅， 通过父亲的

高大和男主人的矮化并结

合对话内容可见， 那应该

是他年轻时一场庆典上与

父亲谈话的穿越。 我们电

影一个闪回对付了事的处

理， 被伊纳里图把玩得如

此魔幻而有深意。

导演表达上多有思绪

飘忽和模棱两可的地方，归

结成一点就是内心的逃避

与矛盾。主人公一方面为前

途和生计背井离乡举家投

美，一方面又以批评美国著

称并成为“美国梦” 的受益

者，包括这次衣锦还乡接受

来自故土同行的嘉奖，他最

终也以中风的方式缺席。移

民话题在正叙以及戏中戏

里反复出现，结合伊纳里图

墨西哥裔的身份，不难发现

都是导演自己内心的困惑

与投射，说白了还是移民生

存和自我认同的焦虑。一部

穷其导演一身绝技且细节

处理精致到每一个毛孔的

电影，最终只为贩售某种焦

虑情绪，必然很难满足普罗

大众饕餮故事或寻求答案

的胃口。

《诗人》绝不是心不

在焉地磕着爆米花可以进

入的电影， 它需要影迷去

沉淀并一遍遍反复挖掘 ，

每个细节都可能有新的发

现， 而这种电影也更容易

成为时间宝藏。

《诗人》：

生存和自我认同的焦虑

特约撰稿人 曾念群

地下有 “宝” ， 如何把它们

“挖” 出来、保护好、研究透，并精

彩地呈现给社会大众， 这需要有

效的方法，更需要专业的队伍。

作为贵州唯一一支专业考古

队伍，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

担了全省的考古工作。 该所现有

人员 20 人， 单从人员规模和数量

上看，可谓十分单薄。 但从考古成

果来看，却收获满满。

“我们的考古队伍与河南等

‘考古大省’ 没法比， 就是与四

川、云南、重庆、广西等相邻省份

相比，我们的人员也是最少的，但

是我们取得的考古成果并不少。 ”

张兴龙说，仅从入选“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的项目数量来看，目前

贵州已有 8 个项目入选 “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在西南地区仅次

于四川。

在“人少事多” 的情况下，贵州

考古人积极作为， 秉承开放合作的

态度，开启多单位合作、多学科结合

的考古模式，用干劲、拼劲和闯劲，

夯实了贵州文化自信的底气。

2012 年至 2016 年， 在对牛坡

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省考古所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

行了“联合作战” 。 2016 年至 2020

年的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中，省考

古所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

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强强联合” 。

2022 年的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

掘， 省考古所联合了北京大学、四

川大学和中山大学。 通过强强联

合，不仅充实了考古力量，引入了

前沿的考古理念， 更为多学科、多

技术的考古运用打下基础。

“多学科、多技术手段的运用，

这是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要

求。 对于我们贵州来说，也是一个

重要的考量。 ” 周必素说，以大松

山墓群为例，由于其时代长，出土

文物多，脆弱文物比较多，而且不

少器物是新出现的。 因此，要对墓

葬、出土器物等进行准确的判断和

高效的研究， 必须辅以科技手段。

“通过包括 DNA 检测、 同位素分

析、残留物分析等多项技术手段的

运用，为我们及时了解、认知和解

决很多疑问和学术问题提供了有

力支撑，让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较为

深入、 全面地研究墓葬和出土器

物， 这也是大松山墓群能够获得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一个重

要原因。 ”

■ 大松山墓群考古系列报道■ 大松山墓群考古系列报道

从“无古可考” 到贵州考古“福地”

———贵安新区 6 年 3 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背后

历史厚度 上万年来人类活动从未断绝

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文化遗产

资源丰厚，这是贵安考古取得重大

收获的根本原因。 一系列考古发

现，便是最好的例证。

贵安新区的考古工作，已走过

近 70 年的历程。 早在 1954 年，在

羊昌河水利工程建设中发现了汉

代文物，考古专家追踪线索，首次

在贵州境内发现了汉代墓葬，证明

在汉代，中央王朝已经开始在此地

经营开发。 1956 年至 1959 年，考

古专家对原清镇、平坝交界处的汉

墓群进行了 4 次较大规模清理，共

发掘汉代至宋代的 300 多座墓葬。

1965 年至 1966 年，考古专家在今

贵安新区马场镇附近的万人坟、熊

家坡、大松山等地，清理 34 座从汉

到明代的古墓葬，填补了贵州两晋

南朝至隋唐时期考古的空白。1981

年，考古专家对原平坝县白云镇的

飞虎山遗址进行发掘，第一次在今

贵安新区境内发现了史前洞穴遗

址，根据炭十四测定的最老年代为

距今约 1.3 万年，并出土了贵州目

前唯一一块彩陶。

2013 年以来， 随着贵安新区

的建设步伐加快，为配合贵安新区

项目建设的考古调查和抢救性考

古发掘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基建考

古和主动性开展的史前洞穴遗址

考古发掘齐头并进，贵安考古工作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次重大

考古发现就是在这一时期取得

的———

入选 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的牛坡洞遗址，最早大

约在距今 15000 年以前开始有人

类居住， 一直延续到距今 3000 年

左右，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起从旧

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标

尺性的地层堆积及文化序列。

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的招果洞遗址，是黔中

地区人类活动的最早证据。在距今

40000 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数万

年来人类活动从未断绝。该遗址的

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

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

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入选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的大松山墓群，墓葬时

代从两晋到明延续 1400 余年，犹

如一部埋藏地下千年的 “黔中通

史” ，首次完整建立起黔中地区两

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集中反映

了黔中地区当时的生活、 商贸、信

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

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此外，经省考古所多次考古调

查和普查，截至目前，在贵安新区

直管区和规划区境内，共发现和核

查各类文化遗产 200 余处。

“从史前文明，到秦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 再到唐宋元明清，地

处黔中地区的贵安新区上万年来

人类活动从未断绝，是贵州本土文

化连续发展一个完整的序列、实证

和标本。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张兴龙说。

究其原因， 在张兴龙看来，这

是黔中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区位优

势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地形

看，黔中地区地貌总体特点是河谷

较宽浅，地势较平缓，且为丘陵低

山地带，坝子连片，洞穴分布广泛。

从气候看，属于亚热带湿润型季风

气候，年均气温 18.3℃，气候适宜。

从自然资源看， 境内河流纵横，三

岔河、老营河、乐平河、羊昌河等穿

境而过，且土地肥沃，植物资源、动

物资源等较为丰富。 从区位来看，

从汉代到明清时期，虽然各时期的

政治中心不断发生变化，但贵安新

区始终处在中国南北通道和东西

通道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节点位

置。因此，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时代，

还是农耕时代，黔中一带都是人类

栖息、生活的家园。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考古资

料看，贵安考古在贵州考古中具有

独特性、唯一性、代表性和典型性，

有着重要意义。 ” 贵州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说，贵安新区一

系列考古成果证实，贵州不仅“有

古可考” ，而且有着悠久的人类历

史和丰厚的文化遗存。

政府力度 城市开发建设坚持考古先行

贵安新区考古取得丰硕成

果， 这与贵阳贵安在城市开发建

设中重视文物保护分不开。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就是贵

阳贵安为配合大型基本建设而开

展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典型案例。

要动土，先考古。 在贵州医科大学

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建设前，首

先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勘察，并

发现大量古墓葬遗迹。 在项目建

设工期紧、 考古发掘任务重的情

况下， 省考古所采取了一系列有

力举措， 半年时间高质高效完成

考古发掘工作，4000 余件（套）文

物得到有效保护， 并一举拿下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又不影响大

型基本建设， 实现了基本建设和

考古发掘‘双赢’ ，取得了社会效

益和文化效益双丰收。 ” 周必素

说。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考古

发掘并非个例。 自贵安新区开发

建设以来， 全面贯彻落实 “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 的文物工作方针， 统筹做

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 强化对新区区域内历史文化

的挖掘、研究和保护。

“贵安新区成立以来，基本每

一个大型基本建设项目都开展了

考古调查工作。 ” 贵州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昌

国说，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以

来， 省考古所共在贵安新区开展

基建文物调查项目约 100 个，并

多次进行考古发掘。 如 2014 年，

为配合磊庄至马场公路建设，通

过调查勘探新发现了沙坡和杨家

桥两处魏晋南朝至唐代古遗址，

并对沙坡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

2022 年， 为配合贵州省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开展考古调

查勘探， 发现了凯掌墓群并进行

考古发掘， 共清理南朝至隋唐墓

葬 43 座。 今年 3 月以来，为配合

西纵线建设开展钻探， 共发现南

朝、唐至明时期墓葬百余座，目前

仍在进行考古发掘。

进入新时期，为妥善、有效处

理 “城市开发建设与文物保护的

矛盾与冲突” ， 贵阳贵安更是强

化顶层设计， 推出了一系列有力

举措。

据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

处处长周星介绍，2018 年，在贵阳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中， 明确将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

工作纳入工程用地规划综合评估

或建设许可审批系统进行统一管

理运行， 即工程建设前必须进行

考古调查。

2021 年 5 月，《贵阳市、贵安

新区考古调查专项区域评估指导

意见（试行）》出台，明确要提高

审批服务效率， 有效解决建设工

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行政许可审批

手续复杂、办理时间长等问题，促

进建设项目尽快落地。 同时，明确

县级政府土地出让 1 万平方米以

上开发建设区之前， 需开展文物

考古调查勘探， 编制 《文物考古

调查勘探报告》， 提出文物保护

措施与建议。 对新发现的文物遗

存，按保护等级和专家意见，分别

实施原址保护、 迁移保护或抢救

性考古发掘与清理等保护措施。

“通过一系列举措，从源头上

减少了因区（市、县）文物保护管

理部门人手少、专业弱、部门沟通

不畅等原因导致工程建设过程中

毁坏文物的情况， 工程建设中文

物 保 护 工 作 力 度 得 到 极 大 提

升 。 ” 周星说，2021 年 12 月 16

日，贵阳市基本建设“考古前置”

的系列做法还作为贵州省文物保

护利用的先进典型， 在全省进行

通报学习。

不难看出， 站在历史新坐标

的贵阳贵安，既要项目建设的“热

度” ， 也要文物保护的 “温度” 。

“基本建设是为了推动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 而通过考古工作将为

城市的文脉与传承增添新材料。

从这个层面来说， 考古工作和基

本建设同等重要。 作为省会城市，

贵阳市和贵安新区拿出有力举

措，推动基本建设考古先行，是全

省的标杆。 ” 周必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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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深度 多学科多技术提升考古质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肖嬿 / 文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供图

牛坡洞遗址出土的陶器。

招果洞遗址 M1。

� � � � 4 月 1 日，辽宁省鞍山市公益惠民演出《遇见·古琴》

古琴演奏会在鞍山文化艺术大厦举行，百余名观众到场聆

听，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图为小朋友在演出结束后

体验古琴演奏。

新华 / 传真

� � � � 近日，第十一届武汉“戏码头” 中华戏曲艺术节在武

汉剧院开幕。 本届戏曲节将持续至 5 月 10 日，来自全国

各地的 8 家戏曲院团将带来 23 场精彩演出。 图为苏州昆

剧院的演员在表演青春版《牡丹亭》。

新华 / 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