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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3日电（记
者 张瑜）盛夏时节，五湖四海的游人
来到新疆，沉浸在北疆草原一睹网红
景观“天马浴河”，穿梭在南疆高原饱
览雪山风光。这其中，有群特别的“游
人”，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甚至风
餐露宿，只为一件事——寻找文物。

记者见到署阿克·吐亚克别克时，
她正在对一处石构墓葬进行打点勘
测。这个 21岁的姑娘，是新疆大学考
古学专业学生。跟她一起的，还有 7
个“00 后”寻宝小伙伴。现在，他们有
一个新身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尼勒克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队队员。

上午八九点，空气中带着一丝难
得的凉意，尼勒克县“四普”工作队赶
着天光，驱车前往不可移动文物所在
地。“有的在戈壁荒滩，有的在悬崖峭
壁，有的还藏在庄稼地里。”全队唯一
的“80后”——队长王新平从事文物工
作 11个年头了，对尼勒克县不可移动
文物的“藏身之处”门儿清。

尼勒克县是文物资源大县，吉仁
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
早的用煤遗迹，古墓葬、古岩画、古遗
址及草原石人等 229处不可移动文物
像珍珠一般，散落全县各地。这次“四
普”不仅要对“三普”已认定和登记文
物开展复查，还要对新发现不可移动
文物展开调查。

野外遇见蛇怎么办？高山滑草是
种怎样的体验？以天地为幕、与山川
为伍，一个多月的普查工作中，这群久
居城市的“00后”收获了许多新奇体验
和技能。

“现在，我能通过草的压痕和洞口
大小预判附近有没有蛇。”署阿克分享
起这项野外生存技能时还有些后怕。
一次，她和搭档王宇菲寻找一座草场
深处的古墓葬，一低头，一条手臂长短
的小黑蛇赫然出现在脚边，尽管“吓得
魂儿都飞了”，但责任心让两个女孩克
服恐惧，最后圆满完成任务。

苦是苦了点，但记者发现，这帮
“00后”不怕苦、能吃苦，还挺能“苦中
作乐”。

岩画通常在陡峭的山壁上，山高
草滑，上山不易下山更难，队员们完成
文物复查后，便就地坐下，“滑草”下
山，队员不无骄傲地说，“现在人均‘铁
腚’”。因为长期翻山越岭、攀爬围栏，
广西小伙儿刘杰琳没有一条完好的裤

子，这里一块缺口那里一个破洞。
欢乐是短暂的，“四普”工作中更

多的是枯燥与辛苦。一位队员平均一
天要复核 130 多个文物点，扛着 RTK
测量仪等遗址定位、测绘工具，日行两
三万步是家常便饭。

“真的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孩子，
这样愿意吃苦，又毫无怨言。”一个多
月的相处，令王新平对这群“00 后”赞
不绝口，“最晚一次，工作到晚上十二
点左右，返程路上，回头一看，孩子们
都睡着了，一下车，他们又投入到数据
整理、填报工作中。”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掌握尼勒
克县乃至新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
源状况，为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保护好这些历史的见证。”
王新平说。

推进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是让
文物说话，让文化说话，让历史说话。

队员谢正玄第一次了解考古专
业，是在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上。不久
前，他在“四普”过程中新发现三处古
墓葬，“这感受太不同了，以前只在课
本上看见石堆墓、石圈墓图片，现场看
到文物遗存后，一刹那间，仿佛历史鲜
活了起来。”这个误打误撞、被调剂来
的专业，已经成了他热爱的专业。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爱、投
身考古事业，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
辈出。新疆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孟楠表
示，考古与文博专业学生是文物工作
者的后备军，高校将发挥服务社会职
能，带动孩子们为完成“四普”工作贡
献力量。

在吉仁台沟口遗址，
2001 年出生的队员
魏 中 畅 沿 着 高
台大墓外墙打
点 勘 测 ，触
摸着 3000
多年前的
历 史 遗
迹 ，他
说：“我
热 爱 考
古专业，
所 以 并
不 觉 得
累 ，我 知
道，我在做一
件很有价值的
事。”

新华社内罗毕/济南8月 13
日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
者 也 。”“ 知 彼 知 己 ，百 战 不
殆。”……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军
事著作，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所
著的《孙子兵法》不仅在国内家喻
户晓，其中蕴藏的智慧与哲理也
为远在非洲的青年人带来了新的
思考。

在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孔子学
院，一间设立不久的“兵圣书屋”
很是显眼，书屋内不同形式的《孙
子兵法》吸引不少师生前来阅
读。据介绍，这是兵圣孙武的故
里山东省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

“兵圣书屋”。
20岁的基里米是该校孔子学

院中文系的一名学生。他告诉记
者，书屋成立前他就已经对《孙子
兵法》有了一定了解。这部著作
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影响力，每
个时期都有不少名人推荐研读，
这激发了他阅读的好奇心。

“这并不是一本倡导武力的
书，它着重强调战略智慧与哲学，
我认为这对生活和工作都很有帮
助。它教会我最关键的一点是：无
论身在何种处境，人们都要学会勇
敢、坚强。”基里米说，孙武的智慧
在今天仍有很多借鉴意义，值得推

广学习。

基里米认为，中华文化和智
慧的影响遍及全球，而孙武的作
品恰为当地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近
距离观察和学习的窗口。2023
年，基里米在山东师范大学学习
了 6 个月的汉语，这让他接触到
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他希望
未来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
推动肯中两国人文交流。

同基里米一样，同为该校孔
子学院学生的马伊纳也因“兵圣
书屋”加深了对《孙子兵法》的理
解，她期待以后能将孙武的智慧
应用到自己生活中。

马伊纳说，阅读《孙子兵法》
以来，她感受到自己在了解事物、
思考问题方面变化明显，学会了
在实践之前提前思考并针对性地
进行规划。她鼓励肯尼亚同胞在
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把《孙子
兵法》当作一盏指路明灯，直面生
活中的挑战。

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教师范
晴云告诉记者，在与学生的教学
互动中，她经常会提到《孙子兵
法》。在她看来，这部作品集中体
现了孙武的智慧和高尚理想，倡
导以人为本，“解决国家间的争
端，应避免点燃战争之火，要遵循
和平之道”。

范晴云说，孙子文化是中华
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孔子
学院正持续加快传播，让更多非
洲朋友了解这一文化宝藏。她
期待未来能见证更多优秀中华
传统文化走进非洲，带动中非人
文交流。

“非洲青年人对孙子文化的
广泛欢迎让我感到欣喜、自豪。”

“兵圣书屋”项目负责人、山东省
滨州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刘明表
示，《孙子兵法》的应用早已超越
军事领域，如今在商业、体育、法
律领域中也影响深远。他希望书
屋能够成为促进中非文化相知相
融的平台，“未来我们争取开设更
多‘兵圣书屋’，让《孙子兵法》的
智慧给更多朋友带来启迪。”

（记者：周昊瑾、黎华玲、张
健、朱晓光、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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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青年感悟中国传统智慧

尼勒克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队员魏中畅（左一）手持RTK测量仪，
复核文物信息。 新华社记者 白志强 摄

◀尼勒克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队长王新平
（右一）与王宇菲（中）、署阿克·吐亚克别克（左一）进行文
物普查。 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学生马伊
纳在“兵圣书屋”阅读书籍。

新华社记者张健 摄

▲这是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兵圣书屋”里陈列的关
于孙子的书籍和文创产品。 新华社记者张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