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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从空中俯瞰贵州贵安新区马场镇大松山
附近的3000多亩土地，大量墓坑密集分布在这里，相近
的墓坑之间仅几十公分甚至叠压……作为罕见的古代
大型公共墓地，大松山墓群近日成功入选 2022 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每座墓坑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每天的考古现场
就像打开一个个‘盲盒’。”回顾整个挖掘过程，主持本次
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项目负责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周必素说。

贵安新区马场镇地下遗迹丰富，早在 20世纪 60年
代，发掘的墓群就曾出土大量陶、瓷、漆、铜、金、银等材
质的珍贵文物。2021 年，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
目启动，按照“要动土，先考古”共识，建设方委托贵州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考古调查。

经过仔细勘探，贵州考古专家在栗木村的大松山附
近，发现了古墓群。2022年 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大松山墓群启
动全面考古发掘和研究。

大松山墓群年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反
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
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是一部埋在地下的‘黔中通
史’。”周必素说。

短短半年时间，考古队的发掘面积达到1.35万平方
米，清理墓葬共计2192座，出土的各类随葬品达4000余
件（套），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出土文物涵盖各种
材质，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背、串珠、项饰等造型独
特、工艺精湛的精美女性装饰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
流的宝石和玻璃珠等。

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认为，发掘过程中遇到的
最大难点，是对大量脆弱文物的保护。“当地土壤环境偏
酸性，不利于地下文物特别是木质、漆器文物的保存，一
旦接触空气，衰变速度会大大加快，这是非常大的挑
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说。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好出土文物，发掘中注重边保
护、边整理、边研究的工作理念，10 余家单位合作开展

体质人类学、古DNA、地质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
等多学科综合研究。

张兴龙说，以漆器文物为例，现场只清理到有限程
度，就整体套箱打包运送到湖北荆州文保中心，在室内
特定环境里由专业人员进一步提取清理，为后期修复打
下良好基础。

专家认为，贵州等西南地区古代被称为“蛮夷之
地”，大松山墓群的发现，客观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生
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文化面貌，生动描绘出西南边疆
古代民族的千年历史画卷。

周必素认为，早期出土的文物，中原文化因素较强；
而晚期出土的文物，则凸显出地域和民族个性，特别是
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两广地区甚至海外不同文化元
素在此出现，体现该地区的对外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
过程。

在文物临时库房，记者看到出土的大量精美铜钗、
银梳背、耳环、手镯、戒指等。“大多数饰品有精美纹饰，
有的纹饰图案在其他地区没见过，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民
族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民族学材料和古DNA检
测结果，我们推测可能是苗族。”周必素说。

更令专家称奇的是，大松山墓群出土文物中竟没有
发现一件兵器。

“从出土器物来看，这里百姓生活安稳、和谐、团结，
说明中央对这个区域管理的方式是有效的。”周必素
说。女性崇尚装扮，也说明这一带群众生活比较富足。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专家评委认为，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既有大量带有中原系统
特点的瓷器、铜镜等器物，也有很多具有不同的少数民
族风格的文物，以实物的形态展现了中国西南地区多民
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文化上相互交
融的历史演进过程。

目前，大松山墓群田野发掘工作已经全面结束，转
入到室内整理工作阶段。“我们正在为编写考古发掘报
告做准备，下一步还将全力配合做好原址保护、展示等
工作。”周必素说。

▼3 月 30 日拍
摄的贵州贵安新区
大松山墓群挖掘现
场（无人机照片）。

◀在贵州贵安新
区大松山墓群文物临
时库房，文物保护专
业的学生在清理出土
的铁器类文物（3月
30日摄）。新华社记
者杨文斌 摄

◀ 贵
州贵安新
区大松山
墓群出土
的精美装
饰品（3 月
30日摄）。

考古新发现探秘

每天的考古现场就像开“盲盒”

中国网络小说
在泰国引发阅读热潮

新华社曼谷4月23日电 记者王
媛媛 素巴尼是泰国南部宋卡府纳塔
威一所学校的教师，她喜欢和同事
们利用午休时间聚在一起，分享各
自喜欢的中国网络小说。

现年 42 岁的素巴尼是学校里有
名的“书迷”。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在朋友的推荐下，我
2015 年开始读第一本中国网络小
说，被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中国
元素深深吸引，从此每年都读好几
本中国小说，现在是中国小说的忠
实‘粉丝’。”

素巴尼说，中国网络小说题材
新颖、寓教于乐，她经常会向学生
推荐内容涉及行业知识的小说，以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4 年前，一
名高二年级学生在我的推荐下阅读
了几本中医相关的小说后，立志做
一名中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习
最终考上了中国的中医学院。”她自
豪地说。

素巴尼和她的朋友们都没有到
过中国。“小说的内容激发了我们对
中国社会文化的兴趣，中国日新月
异的发展令人赞叹。”她说。

小说是目前泰国市场上最受欢
迎的书籍种类之一。近年来，中国
网络小说凭借丰富的题材类型、引
人入胜的情节等吸引了大量泰国读
者。知名在线小说阅读平台泰国红
山网站创始人、小说作家炳西尼告
诉记者，中国网络小说泰语版在网
站上受到读者欢迎，网站现已累计
上线了250套中国小说。

泰国红山出版有限公司是泰国
最早开始出版中国网络小说的出版
社之一。公司版权总监俞春华说，
2012 年推出第一本中国网络小说泰
语版后，首印版图书短短三个月内
就销售一空，读者反响热烈，此后
公司每年上市的中国网络小说销量
不断增长。

近年来，中国网络小说在泰国
市场热销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泰国出版商和书商协会的数据显
示，目前，出版中国网络小说的泰
国出版社已经超过 50 家，对泰中翻
译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从 2015 年
开始从事中国网络小说翻译工作的
翻译艾琳告诉记者：“这份工作提供
了稳定的收入和自在的工作氛围，
让我能够拥有比较体面的生活。”

泰国出版界人士认为，在“一
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泰中两国的
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促进了两
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两国
关系深入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