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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2009年的雪絮渐飘渐远的时候，全省1500余名文物普查队员终于长吁一口气，解下厚重的行囊
，告别寒冷的大地，结束了历时两年多的田野实地调查。
　　今天，当你轻轻掀开手里的这本《追踪·见证》的时候，当你透过每一个印刷字的时候，将会感
受到队员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闪光足迹，触摸到文博人甘耐寂寞、无私奉献的心路历程。
　　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惊人的壮举，他们娓娓道来的都是一些普通而又平实的小故事，如同路
旁的一朵山花、雨后的一泓秋水。
也许，有的故事似曾耳熟，有的乍看甚至觉着平淡。
但闭目静神，带着自己对生命与事业的体验去咀嚼品味，不经意间，仿佛一阵清风掠过脸庞，你的心
弦不禁为之颤动，一种独特的、全新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年华、以自己的心血
和汗水，寻觅着逝去的岁月，传承着久远的文明，憧憬着光明的未来。
他们做了一件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
他们值得尊敬，值得赞颂，值得大书一笔！
　　两年多时间并不算长，但他们演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可惜由于容量有限，我们只好忍痛割爱，遴选出其中一部分结集成书，力求滴水藏海、小中见大。
慢慢去读，细细去品。
但愿这些用智慧和心血谱写的文字、用辛勤和汗水浇铸的经历，能在我们轻松的阅读中，生发一份新
鲜的感觉和愉悦的享受，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点亮一盏心灯。
　　谨以此书，献给可爱的普查队员，献给光荣的文博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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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参加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队员们所写的感受和随笔。
书中收录了全省11个市的部分队员所写的128篇文章，队员们用朴实的话语、真切的感受，分别记录了
自己在三普工作中的真实体验和收获，并将它们奉献出来与读者共享，让人们了解山西省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成果背后的故事。
    本书适合于从事文化遗产研究、文物考古研究的相关人员，以及广大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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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是2009年8月2日，晴。
因昨晚降雨、山路湿滑，故上午整理资料。
　　下午，天气晴朗，我们决定再进白石沟，对西迎南风村葡峰山庄所在台地进行再一次的探查。
　　说起来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进入白石沟了。
7月13日，遗址组调查队进驻清徐之初，在研究清徐县地理形势后，就将白石沟作为最先调查的重点地
区，认为白石沟东、西两侧山前台地上最有可能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因为从地图上看，白石沟为清徐县北侧山地中最宽的一条山沟，沟内白石河两侧山前台地上现在还分
布有很多村庄。
这些地方地势较为平坦，取水方便，海拔高程在800～1000米之间，一般都有较厚的黄土堆积，非常适
宜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是我们调查重点注意的区域。
再向上，海拔1000米以上地段基本都为山地，海拔较高，且多为石质山，少有黄土堆积，上面发现遗
址的可能性不大。
进入白石沟后，我们按照事前的分析，对西圪台、碾底、后窑、东西迎风等村的缓坡、台地进行了探
查。
可惜，没有发现遗址。
　　7月26日，在方山沟内的申家山村，我们发现了龙山时期的遗址。
这个新发现又使我们对白石沟重新燃起了希望。
方山沟和白石沟相比，无论是宽度和深度都相差很大。
方山沟发现了，白石沟也应该有。
抱着希望，7月30日，我们第二次进入白石沟，对东迎南风、后窑等村海拔在800～1000米区域的缓坡
、台地进行重新调查。
特别是西迎南风村南的一个台地，面对白石沟，地势平坦，黄土堆积达3米以上，古人在这里无论是
生产还是生活都很方便。
我们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结果仍然让人失望，只发现少量东周及汉代残陶片，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
　　8月1日，葫芦沟调查。
在沟内黄土坡村东南的台地及台地西、南两侧的缓坡上，我们发现了大量龙山时期的陶片，确定其为
龙山时期遗址。
该遗址处于沟内山坡顶端覆盖有较厚黄土堆积的台地上，海拔高程在1000米以上。
这个发现极大地转变了我们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前两次在白石沟内的调查结果产生怀疑。
我们仅调查了沟两侧海拔为800～1000米之间、地势开阔的台地。
那再向上呢？
海拔为1000米以上的台地也可能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因此，就有了我们今天的三进白石沟。
　　从驻地出发，沿西边山旅游公路，绕过西迎南风村，我们驱车来到葡峰山庄所在的台地。
一路上，大家都细致观察了旅游公路两边的地形、地貌，路两侧多为石质山，山上山石裸露，少有黄
土堆积。
在即将进入葡峰山庄所在台地时，黄土堆积开始逐渐增厚，到达台地南部时，地表黄土堆积已经厚
达3米左右。
站在台地南部边缘地势较高处，嘹望整个台地，发现台地北、西、南三面环山，东临白石沟，台地西
高东低，成阶梯状逐级降低，海拔高程为1050米。
台地上种植葡萄，台地下方就是我们到过两次的西迎南风村。
看到这种地形，调查队员们都跃跃欲试，待队长分配了各自调查的范围，便迫不及待地钻进葡萄地。
很快，传来了梁智伟的声音：“篮纹陶片！
”“我这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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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讲机里不时传出队员们惊喜的声音。
在台地的断面上，我们发现了龙山时期的陶片，有口沿，有器底，器表多施绳纹、篮纹等，少量有附
加堆纹。
有几块陶片像是当地百姓不久前挖土新翻出来的，甚至可以拼接成小半个篮纹陶罐口沿。
又一个遗址发现了。
队员们顾不上炎热和疲劳，怀着喜悦的心情，继续对遗址范围进行调查、GPS测点、地形图测绘等工
作。
而更大的惊喜就在这紧张的工作中再一次降临。
队员葛海江因需绘制地形图，爬到了台地西侧的一个山包上，就是在西侧山坡上，他又发现了陶片和
石器。
山的西侧为陡坡，山石遍布，荆棘丛生，且部分区域沙漠化严重，呈现出戈壁式地貌，仅在山顶有小
面积厚约1～2米的黄土堆积。
然而就在这种地形条件下，我们发现了一些磨损较严重的陶片。
这些陶片器表多施麦粒式绳纹，且在一片陶片上用绳纹构出涡状图案。
根据陶片特征分析，应是夏代的文化遗存。
发现的石器器表大部分磨光，上部残缺，为半成品，石质也与本地山石质地不同，应是取自别地石材
制作的。
在山顶的黄土堆积上，我们还发现一片器表施粗绳纹和两片器表施方格纹的陶片，时代更晚，可能是
东周一汉代的遗物。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又一个遗址发现了。
然而这个遗址透露出的信息却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山包的高台地上可能存在文化遗址。
通过申家山遗址、黄土坡遗址以及今天发现的遗址，我们对太原地区遗址埋藏特点有了新的认识。
而山包西侧的陡坡上也发现早期遗迹，这种现象在我们清徐县遗址调查中是第一次出现。
这里的山坡沙漠化严重，呈现出戈壁滩式的景象。
水源、高程、黄土堆积、向阳避风，遗址要素一个都不具备，怎么会发现文化遗存，它推翻了我们以
往只在台地上才可能发现遗址的认知。
陡坡上的陶片极有可能是雨水从山顶上冲刷下来的，山顶上仅有小面积的黄土堆积，空间狭小，作为
一个生活居住类型遗址的可能性较小。
遗址是怎样形成的？
是环境改变了这里的面貌？
还是有着其他的不为我们知晓的原因？
　　短短一天的调查虽然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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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辛勤努力，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广大一线普查队员不仅用双脚踏遍了山西的每一寸土地，调查了5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同时，记录
了许多调查发现的过程与经历，写下了大量的感想和体会。
本书收集了部分一线普查队员的作品，不仅记录下了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发现之旅，而且展示
了他们为文物保护事业甘耐艰辛、执着奉献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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