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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尤其是古丝绸之路沿线，是

古代文化遗产的富集地。中外学人在进

行考察、考古工作的同时，大都写下了详

细的日记、笔记，呈现出不同于学术著作

的鲜活面相，成为我们认识丝绸之路考古

的重要文献。

近年来，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以探险

考察的主题出版，但也有不少作品因出版

时间较早，一书难求，或久被尘封，尚未出

版。为此，我们策划出版的《博望书系·丝

绸 之 路 人 文 考 察 手 记》（以 下 简 称“ 丛

书”），对久未再版及从未出版的大量考古

考察日记、手记、笔记等全面梳理、整合出

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学术意义。

丛书名“博望”，一是取自张骞凿空，

开通丝路，封侯博望之意；二是我们始终

坚持以更宽的视野、更新的视角、更全的

资料、更精的编校、更新的形态来整合出

版。丛书立足于共建“一带一路”大背景，

集中展示近代以来丝绸之路考古考察的

恢宏历史和鲜活细节，展现一百多年来中

外学人发现西北、发现丝路的伟大印迹。

丛书的作者都是近代中外著名探险

家、考察家、考古学家。他们的考古日记、

手记、笔记等，是此后很多学术论著的“元

数据”，不但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文

笔生动，细节纷纭，具有较强的研究性和

可读性。

丛书的主编陈星灿先生现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主

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

国史前考古学史、中国史前社会生活史

等 ，专 著 有《中 国 史 前 考 古 学 史 研 究

（1895—1949）》《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中国考古学》等，译著有《考古学的历史、

理论、方法》《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

国家之路》等，重要学术论文有《文明诸因

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关于中石器时代

的几个问题》等。

《博望书系·丝绸之路人文考察手记》

丛书共有 40 册，拟分 8 辑出版。2024 年

4 月出版发行的第一辑共有 5 册，它们分

别为《蒙新考察日记》《吐鲁番考古记》《罗

布淖尔考古记》《徐旭生西游日记》《瓜沙

谈往》。

《蒙新考察日记》是著名考古学家、西

北 史 地 学 家 黄 文 弼 先 生 1927 年 5 月 至

1930 年 9 月随“西北科学考查团”到内蒙

古、新疆考察期间的日记，具有原创性、连

贯性、直观性、通俗性等特点。作者学识

渊博、治学严谨、考据精准，日记涉及考

古、地理、社会、民俗、艺术、物产、商业等

内容，富含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与深刻的

学术见解，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吐

鲁番考古记》是黄文弼先生“考古三记”之

一，是他 1928 年、1930 年两次在吐鲁番

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是吐鲁番研究的奠

基之作，整理刊布了重要古籍、文书写本、

钱币、拓片、壁画、泥塑等珍贵资料，是新

疆考古、西北史地研究、丝路研究等领域

的宝贵遗产。《罗布淖尔考古记》也是黄文

弼先生“考古三记”之一，是他 1930 年、

1934 年两次赴罗布淖尔（罗布泊）考察的

重要成果，整理刊布了石、陶、铜、铁、漆、

木、草、骨、织品、木简等遗物资料，综合叙

述了罗布泊水道变迁历程和楼兰国历史

文化，是关于罗布泊的首个有国际影响力

的考古报告。《徐旭生西游日记》是著名史

学家、考古学家徐炳昶先生以中方团长身

份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随行日记，起

于 1927 年 5 月，止于 1929 年 1 月。作者

详细记述了考察过程和沿途的民俗风情，

内容真实生动，记录了考查团在气象、地

理、地质、古生物及考古学等方面取得的

丰硕成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瓜沙谈

往》是 1942 年－1944 年，向达先生先后

赴敦煌考察，对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记录

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以

及对敦煌周边古遗址所做的详细调查。

他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了《西征小记》

《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等多篇

文章，成为许多学术论著的“元数据”，具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丛书早在 2018 年就形成了完备的项

目策划报告，2023 年得以实施，今年 4 月

第一辑正式出版。笔者参与了项目的具

体实施，并担任了《吐鲁番考古记》一书的

责任编辑。

实事求是地讲，编辑出版《吐鲁番考

古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尽管我对历史

专业感兴趣，也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然

而要精心出版这样一部考古学专著，可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第 一 ，底 本 难 寻 。《吐 鲁 番 考 古 记》

1954 年首次出版，当时印量不多，想找到

原书，几无可能。所幸的是，2009 年 5 月

线装书局对原书影印出版，几经周折，算

是解了燃眉之急。

第二，识别不易。线装书局影印本是

八开，繁体竖排。我们此次出版，改为简体

横排。且不说艰涩的专业考古知识需要读

懂弄通，就是底本转化成简体横排，也颇费

周折。另外，原书图片本身质量不高，扫描

必定会导致图像受损。但我们追求达到原

书的质量，只有通过反复修图才得以实

现。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最终得偿所愿。

第三，图版费工。原书及线装书局限

于当时的排版条件，正文与图版是截然分

开的。我刚开始也是想依葫芦画瓢，当送

总编辑审阅时，他提出意见：“我们这次出

版，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图版的调整，

需要把图版放在正文相对应的位置，让读

者可以对照着看。”我听后便立即着手进

行修改，几乎成舟的木头又一块一块卸下

来……耗时将近一个月，图版和正文才一

一对应，现在阅读起来就十分方便。

久久为功，《博望书系·丝绸之路人文

考察手记（第一辑）》终于出版了，希望能

唤醒尘封已久的考古学记忆。

《博望书系·丝绸之路人文考察手记

（第一辑）》，陈星灿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

□ 袁 尚

唤醒尘封已久的考古学记忆

古老的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而来，越过

青藏高原，像一台蒸汽列车，冒着白汽开

始了陇上的漫漫行旅。此刻，坐在这列火

车 上 ，我 就 是 黄 河 的 一 朵 浪 花 、一 波 微

澜。河水一头扎入甘南，却猛地掉转方

向，拐出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

县。玛曲，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黄河。在

我印象中，以黄河命名的县只此一个。

耳边回响着歌唱玛曲、歌唱黄河的民

歌，我登上这片草原的制高点之一的尼玛

梁 ，远 眺 黄 河 蜿 蜒 曲 折 ，柔 美 地 逶 迤 远

去。想起少年时，一个朋友第一次去兰州

看黄河，回来后逢人就念叨：黄河一点都

不咆哮，就跟咱家门前那条河一模一样。

可见，《黄河大合唱》是何等深入人心。在

草原捧着云朵的地方，黄河像一条细细的

白色飘带缓缓地舞动，安详、静谧、旷远。

自古河水东流，玛曲的黄河却不仅西

流，而且来来去去，不断往复，由此滋生出

一片广阔而美丽的湿地。顺着蜿蜒流淌

的黄河行走，我觉得自己的血脉也开始升

温，对于黄河“母亲”一般的感觉在我心中

不断滋长。因为河流不断复回，玛曲的土

地大多是湿地。无数的支流，加上丰茂的

水草、肥壮的牛羊，点缀出草原的原始生

态之美，广袤而苍凉。有人把这块湿地形

象地称为“黄河之肾”，它维护着自然环境

的稳定，在吐故纳新和新陈代谢中绵延福

祉，造福于人。这种种的功用，赋予了湿

地生态之美和精神之魂。

站在玛曲黄河大桥上，我望见成群的

牛羊，互相交错的雪山与湖泊，还有目光

所及处那些红色屋顶的房子。云层低垂，

阵阵风起，让一片辽阔苍茫多了秀丽与妩

媚。不用问，那一定是牧民们生活的村

庄，那里一定有好多身穿长袍的卓玛，弯

腰弓背，在劳作，在歌唱，不紧不慢地维系

着人们与自然的关系。这样想着，果然看

到两个穿绛红长袍的女子俯身从河中取

水。她们感恩黄河，将黄河时刻呵护在手

心，捧上额头，百般怜爱疼惜。

一名当地青年告诉我，在玛曲的乡

镇，凡是黄河和其支流经过的地方，每一

段河流都有一名乡镇干部来担任河长。

青年是尼玛镇的干部，也是一名河长，每

周都要巡河。巡河，听起来威风，实则是

辛苦事。他必须发现细节，查补漏洞。他

要想方设法拦住垃圾，不让一滴污水流入

黄河，把一河清水放心地交给下游。黄河

的下游，多到无以计数的地方、无以计数

的人，与他素未谋面，此刻却与他的心相

牵挂。在这里，人与河的关系，人与大地

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跨越辽阔的空间

而变得更加紧密。

千百年来，因为河流的阻隔，岸边百

姓各自谋生，风俗殊异。人们要想渡河完

成贸易或交流，常用的方法就是揪着马尾

巴游过去。四十多年前，玛曲黄河大桥飞

架河上，从此结束了玛曲人世代揪着马尾

渡河的历史。一轮朝阳下，拱桥托日，美

轮美奂。黄昏时分，夕阳渐渐西沉，坠入

黄河，长河落日之景凝结起亘古的乡愁。

四十多年后，又一座玛曲黄河特大桥横空

出世。这座上千米长的大桥，让玛曲驶入

了开放发展的快车道。桥通世界，桥连文

明。因为桥，河水也收敛了不羁。在桥上

站了太久，我的裤脚被风鼓鼓吹起，我知

道黄河已经翘首远方，催我出发了。

草原的尽头，峻拔的高山绵延起伏，

与牦牛群和羊群相伴而生，好像已连上了

天边涌动的白云。黄河就是一个丹青高

手，左勾白云，右挑山脉，笔墨所到之处，

画下一条条曲线，描摹出一片片水草丰美

的牧场、一个个原始古朴的本真天地。我

使劲地招手，黄河的背影漫漫汤汤、一望

无际。她走了，我成了广袤草原上一个白

色的点、一抹亮晶晶的水。

我久久站在甘南，站在玛曲的湿地，

期待西去的她再次东返，在另一个路口再

一次与我相遇。

（摘自《人民日报》2024年 4月 27日）

□ 马宇龙

黄河路过玛曲
我 省 作 家 李 新 海 研 究 撰 写

的《兰州地名文化》日前由敦煌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 州 地 名 文 化》共 43 万

字 ，从 广 域 地 理 和 历 史 文 化 入

手，全方位研究兰州地名文化，

内容涵盖兰州的地理地貌，历史

溯源，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自然

环境，城市建设，乡土变革，以及

建筑、人文、交通、旅游、民族、农

耕 、商 贸 、动 物 、植 物 、气 候 、水

利 、饮 食 、传 说 、故 事 、姓 氏 、文

化、艺术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

知 识 面 广 ，共 涉 猎 地 名 3000 多

个 ，山 脉 100 余 座 ，河 流 50 多

条 ，传 说 故 事 50 个 ，实 地 图 片

（摄影）200 余幅，是一部广泛的

地域性文化的文学作品，也是一

部探索、研究、撰写兰州地名文

化 的 综 合 性 著 作 。 该 书 集 历 史

性、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

体，深度诠释了兰州地名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文化传承，具有较高

的地方文献价值。 （王 鄱）

《兰州地名文化》出版

贾得梅书赵兴高诗歌作品集

《秋风吟草》近日由敦煌文艺出版

社出版。该书收集了诗人赵兴高

近年来创作的 60 多首书写大自

然的美好、抒发诗人对人生思考

的格律诗，由书法家贾得梅创作

为书法作品，一起呈现给读者。

赵 兴 高 是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他的格律诗以传统的诗歌形

式表达新时代的新诗意，意境高

远，格调高雅。贾得梅是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

会 副 主 席 。 她 的 书 法 创 作 具 有

扎 实 的 传 统 功 力 和 深 厚 的 文 化

底蕴，作品秀美温润、文雅静气。

《秋 风 吟 草》既 是 一 本 清 新

的诗集，也是一本精美的书法作

品集。 （王 鄱）

《秋风吟草》出版

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

荣，离不开国防事业的发展。在

漫长的陆疆和海防线上，许多人

默默无闻地奉献着、坚守着，他们

的故事值得书写，值得铭记。刘

国 强 长 篇 报 告 文 学《海 上 花 木

兰》，将笔触伸向辽宁省大连市长

海县海洋岛镇民兵组织“三八女

炮班”，讲述了 60 多年来 14 代女

民兵刻苦练兵、保家卫国的感人

事迹。

“三八女炮班”的家乡地处黄

海前哨，位置险要，近卫大连、远

护京津冀，历来是战略要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民共同

协防、为祖国守岛卫疆的任务迫

在眉睫。20 世纪 60 年代，因岛

上的男人们长年出海远航，女人

们便义无反顾地冲在护边前线，

成立了“三八女炮班”，她们一手

织渔网，一手拿钢枪，苦练本领，

保卫祖国海防。

写好“三八女炮班”的故事，

难在从跨越数十年的大量材料中

拎出主线，写出鲜活的现场感，避

免 平 铺 直 叙 。 作 者 先 是 走 乡 串

户，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深入海

防和军营采访 100 多人，获取第

一手鲜活资料，进而充满感情地

进入角色，投入真情去创作。在

谋篇布局上，作者跳出惯常叙事，

尝试创新结构和手法。作品每章

用长海县的“土特产”与“船工号

子”开头，体现地域特色和乡土文

化色彩，文字表达也以抒情风格

见长，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热情，

读来津津有味。

作品从个人成长出发，展现

来自各行各业的队员如何拧成一

股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民兵集

体。作者运用先抑后扬的写作手

法，叙述女民兵们参差不齐的身

体素质和基础条件，而后笔锋一

转，描写她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

的优异成绩。写第一代女炮班成

员时，先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切入：

除了班长张淑英，有 4 位是文盲，

这些有家有娃的母亲们白天参加

生产劳动，晚上训练、学文化。作

品擅长描绘细节，写她们的训练、

生活和比武情况，用参加全军和

全国民兵比武取得的好成绩，凸

显女炮班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拼

搏的精神。

光阴荏苒，作品又把读者的

目光拉回现在。第十四代女炮班

成员中有机关干部，有医院护士，

有幼儿园老师，也有个体户商人，

还有餐饮企业家和村干部等。她

们有各自不同的职业和生活，但

穿上迷彩服后，就只有一个身份：

女炮班战士。一声令下，不管是

谁，无论在哪里，都第一时间来女

炮班报到，心无旁骛地参加训练。

在对一代代女炮班事迹的讲

述中，作品抓住她们不变的精神

品质。时代在变、观念在变、生产

方式在变，但海洋岛“三八女炮

班”吃苦耐劳、苦练深功的敬业精

神从未改变，她们舍小家为大家、

以保卫国家海防为己任的奉献精

神也从未改变。哪怕昨天还是普

通人，今天一旦进入女炮班群体，

就像齿轮咬合在一起，立刻融入

环境，个个精神焕发，努力为保卫

国家海防贡献力量。

60 多年、14 代女民兵，她们

寻常却又不平凡的故事，拓展了

人们认识国防建设的视野。这些

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既向读者传递着保家卫国、勇于

奉献的精神力量，也为当代青年

成 长 成 才 描 绘 了 新 的 可 能 。 像

“三八女炮班”这样的人物和故事

还有很多，这也是报告文学创作

可以继续发力的地方。

（《海上花木兰》，刘国强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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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本书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实 现 民 族 解 放 独

立、国家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

极具代表性的鲜活形象和感人事

迹，展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

和政治品格，绘就出共产党人信

仰的底色。这种信仰是中国的精

神脊梁和力量来源，鼓舞党员干

部坚定信心、踔厉奋发。

《品格》编写组 编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品格：一堂永恒的思政课》

纸上书店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

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

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

便为您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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