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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买地券砖，最早记
载“常州”的实物

7000多年前正处新石器时代，
古代先民就在常州地区劳作生息繁
衍，创造出光辉灿烂、自成序列的史
前文化。从季札分封延陵开始，在
2500多年的历史中，常州凭借优越
的地理区位，多次抓住历史上经济
文化中心南移的机遇，以自己特有
的文化底蕴，经过不断碰撞、浸润和
融合，得到新的发展和升华，留下了
丰厚的文化遗产。

墓葬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
梁，隐藏着往昔社会的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艺术审美乃至经济状况等
珍贵信息。此次展览分为“社会分
化与文明起源——新石器时代墓葬
文化”“封土成墩与独特葬俗——商
周时期墓葬文化”“传承融合与艺术
审美——汉唐时期墓葬文化”“形制
多元与民间信仰——宋元时期墓葬
文化”“墓葬等级与社会经济——明
清时期墓葬文化”五个板块，展示常
州不同时期墓葬的发展演变。

展览现场，宋代多个窑口的精
致瓷器、明代的金银宝石头面、明清
时期的“时大彬”印款紫砂壶、明代
的葫芦形金耳坠等文物令人眼花缭
乱。其中一块唐代的买地券砖值得
关注。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
铎表示，这是2020年在孟河镇一座
唐代墓葬中发现的。上面有明确的
纪年“显庆三年”，最重要的是上面
还出现了“常州晋陵县”字样。“隋代
置常州府，这块唐代买地券砖是目
前发现最早记载‘常州’两字的文物
实物。”郑铎说。

AI 技术加持，可与宋朝
人“对话”

此次展览由常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主办，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常
州市武进区博物馆承办。为了提升
观展体验，展览现场还特别打造了
一个沉浸式空间，展出了2018年在
常州芳茂山服务区周塘桥村发掘的
一具宋代古尸及其随葬用品。

据墓志记载，周塘桥南宋墓墓
主为“永阳太守”之子，葬于南宋景

定五年（1264）。“宋代的古尸在全国
发现都很少，尤其在江南地区，因酸
性土壤导致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发
现之后我们就跟科研单位进行了一
个长期的科技保护。”郑铎表示，古
尸能够保存下来其实非常少见，而
这具宋代男性古尸之所以能够保存
下来的原因，首先是古尸本身埋藏
位置较深，有一个厌氧的环境；其次
古尸下葬时采取了非常丰富的防腐
技术，比如用水银填充尸体，还使用
了很多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中草药
等。

据介绍，这是常州近20年来首
次展出古尸。为了让公众对这个神
秘的墓主人有更深的了解，展览还
通过AI交互式体验，让观众可以与
墓主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从
而了解到关心的问题。

比如“你来自哪里”“你是什么
时候的人”“你的家世如何”“你是因
为什么去世的”“你的后代在哪里”
等问题，观众现场向 AI 数字人询
问，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回答。

据悉，此次展览持续至2025年
4月6日。

与宋朝人进行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
常州古墓新发现特展用上了AI技术

近日，常州古墓新发现特
展在武进博物馆开展，本次展
览以历代墓葬考古发现为主
题，集中展示常州地区悠久的
历史和不同时期灿烂的物质
与精神文化，揭开跨越七千年
的神秘面纱。

现代快报记者探访了解
到，此次展览共展出了常州不
同时期墓葬出土的263件文
物，大部分文物均为首次对外
展出。其中展出的一块唐代买
地券砖，是目前发现最早记载
“常州”两字的实物。此外，还
展出了2018年在常州芳茂山
服务区发掘的一具宋代古尸及
其随葬用品，并运用AI技术，
让市民游客可以与古人进行一
场跨越古今的“对话”。

实习生 沈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敏

江苏新沂的花厅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极为特殊的史前聚落遗址。在这里，代表长江文明
的良渚文化、代表黄河文明的大汶口文化碰撞交融，留下了具有双重文化特点的遗存。

2024年初，花厅遗址被列入首批江苏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未来，考古遗址公
园如何建？近日，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二届花厅论坛在新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文博学者齐聚，为花厅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出谋划策。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胡玉梅 是钟寅 钱念秋 文/摄（部分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与墓主AI“对话”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邹嘉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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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厅遗址于1952年被发现，
至2010年，先后进行过7次考古
发掘。如今的花厅遗址被覆土保
护，遗址上有一块文保碑。碑上
写着：遗址南起花厅村，北至徐庄
北、东自北沟圈子，西至吴山头，
面积约30万平方米。

数十年间，考古学者们在花
厅遗址接力考古，陆续清理出
80 多座墓葬，发现了大量的陶
器、玉器。5000多年前，江苏先
民的生活状态也被逐渐还原：他
们临水而居，饲养着猪和狗，过
着定居生活，房子朝向北偏东，
面积为15平方米—40平方米之
间，大多为单间基槽式地面建
筑。墓葬区离居住区不远，都是
竖穴土坑墓，墓主人年龄不一。
80 多座古墓中，36 号墓里埋的
是一个 25 岁左右的男性，仰躺
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身份高
贵，随葬品有37件之多。

然而，70多年过去，这里也
留下诸多未解之谜。首先，出土

文物既有良渚文化标志性的玉
琮，也有大汶口文化风格的石器、
陶器等，两大文化在此碰撞交
融。那么，是武力征服，还是和平
交流，最终促成了花厅的“文化两
合”现象？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花厅的墓葬中，已经出
现了人殉，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时
代最早的人殉实例。众所周知，
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人殉盛
行。这两者是否存在文化联系？
花厅的陪葬者是什么身份？这些
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
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
长贺云翱介绍，经过多年研究，已
经基本确定，具有大汶口文化特
征的器物，是在花厅本地制造的；
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器物，则是
从南方带过来的。从文明探源的
角度来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在起源阶段就已经出现交融的特
征，花厅遗址呈现出特殊的文化
景观，非常具有学术意义。

5000多年前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在此交汇

花厅考古遗址公园怎么建？

接力考古70多年，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扫码看视频 花厅遗址

玉
项
饰

陶
鬶

猪
形
罐

花厅遗址距离马陵山风景名
胜区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向西二
三十公里便能到达位于大运河与
骆马湖交汇处的窑湾古镇，周边旅
游资源非常丰富。未来，考古遗址
公园将具有遗址保护、展示利用、
考古研学、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
为当地增添一座新地标。如何将
其串入新沂现有的“一山一湖一古
镇”文旅框架中？饮食，或许是一
种有效的串联方式。

本届论坛上，华域饮食考古与
饮食文化研究院暨南京大学文化

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苏北（徐州）考
古研学基地揭牌。饮食考古与饮
食文化研究，也是这次论坛上，与
会专家热议的话题之一。

贺云翱介绍，在花厅出土的文
物中，就有不少与饮食相关。这里
出土了大量猪、狗骨架与陶制炊器，
反映出江苏先民已经掌握了饲养猪
狗的农业技术，炊器则是呈现出先
民的烹饪方式。“饮食考古，中国考
古界长期进行着相关研究。中国的
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特别是在徐州
新沂，能看到传承发展的过程。”

贺云翱说，厨师的“祖师爷”彭
祖，就是徐州人。新沂所在的徐州
地区，饮食文化源远流长。而且新
沂位于大运河畔，这里南北交汇，
各种饮食原料丰富，特别是水产种
类很多，传承发展至今，新沂菜肴
融合了淮扬菜和山东鲁菜的饮食
体系。距离花厅不远的窑湾古镇，
是大运河上重要的商埠，这里还发
展出别具一格的“窑湾船菜”。“这
里做饮食考古、饮食文化研究的资
源非常丰富。可以说，这里是谈饮
食文化的一块宝地。”

文旅一体化打造，好看好玩还好吃

2024年初，江苏省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第一批江苏省省级考古遗
址公园认定及立项项目名单，花厅
遗址名列其中。不久的将来，花厅
遗址本体、墓葬、考古探方将在原
址进行展示。

如何建好遗址公园？如何平
衡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本届论坛
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琦、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龚国强、良渚博物院副院长黄莉
等专家，分享了各自在遗址公园建
设领域的经验。

龚国强曾主持唐大明宫国家遗
址公园建设项目中的考古勘探工
作。谈及保护经验，他认为，首先要

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原真性、完
整性、可逆性”缺一不可。同时，要
严格遵守联合国公约、中国文物保
护法等制度法规，严格实行报批、论
证、监督等程序。龚国强指出，大遗
址保护不再是文物一个部门的事，
而是政府主导下，财政、土地、规划、
建设、环境等部门，与科研、社会力
量共同行动才能做好的。

黄莉长期从事良渚遗址保护
工作，深入参与遗址公园建设，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
遗名录。她介绍，良渚属于典型潮
湿环境下的土遗址，这点和花厅遗
址具有相似性。她说：“只有通过
专业研究，才能准确把握遗址的价

值和内涵，这是遗址展示和阐释的
基础，也是建设遗址公园的前提。
遗址公园要给公众提供一个走近
遗址、亲近遗址的机会，所采取的
方式一定要是雅俗共赏，带给公众
美好体验的。这才能建立遗址与
公众之间的良好关系。”

谈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会
专家都绕不开“数字化呈现”的案
例。如今，这已经成为文化遗产展
示最常用的方式之一。贺云翱表
示，数字化手段在遗址的保护和利
用上具有独特优势，还可以考虑在
网上建立云端的考古遗址公园。
让公众跨越时空阻隔了解花厅遗
址，让考古成果走向世界。

遗址公园“原真性、完整性、可逆性”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