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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备受瞩目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日前在北京揭晓。不出所料，山东沂水跋山遗
址群成功入选，并以“距今最久”位列“十
大”之首。
  跋山遗址群是对以沂水县跋山遗址为中心
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总称，多位考古学
家评价其考古价值、历史价值巨大。但若仅看
成果介绍，由于考古学术语极强的专业性，恐
怕圈外人很难理解个中“真意”。所以，跋山
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到底意味着什么？具体
讲，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强有力的证据。实证是考古学的特
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我国考古发
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看来，
关于跋山遗址群，它的年代完整揭示出距今10
万到2万年的地层剖面，在时空上完整展现了
古人类连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也就是说，跋山遗址群是呈现出距今10万
年到2万年连续演进、没有断层的遗址，为全
世界提供了殊为难得的标准年代体系标尺。在
考古现场可以看到，完全打开的地层正向世人

展示，地层信息已清晰标注，从上到下，14个
文化层像“全集”一样摆在面前，想要看哪一
册，照着去翻就行了。因此，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高星将其
称为“无字地书”。
  另外，在出土方面，跋山遗址群十分“阔
气”，截至目前共出土、采集文化遗物超过4
万件，是目前旧石器时代的其他遗址远远无法
比拟的。其中不仅有石制品3万件、动物骨骼1
万余件，还发现了竹、木质等有机物标本。最
大的一件文物是一把“象牙铲”，为国内首次
发现，经测定其所在地层约距今10万年。考古
学家非常惊讶，旧石器时代的先民，竟然可以
打磨象牙来使用。
  其二，强有力的回应。当下，不乏研究人
类史的学者提出“非洲替代说”，认为在距今
7万年左右，地球上出现一次“冰期”，包括
亚洲地区在内的很多人类灭绝，从而被当时的
幸存者——— 从非洲出走的晚期智人“替代”
了。而跋山遗址群的新发现，“直接否定了末
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
  比如，以打制石器的技术来看，从距今10
万年到2万年，我们本土的技术与外来的技术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这一点，大量的出土
石器可以证明。即便是没有任何考古知识的

“外行”，也能看出本土与外来明显的不同。
当然，这数万年间，跋山遗址群的石器也不是
“一潭死水、毫无变化”，变得更加规整是其
中一个特点，但这些变化仍属于体系内变化，
并没有受到外来的影响和改造。
  考古人员还在地层中发现3处呈“品”字
形分布的火堆遗迹，并提取到一些被火烧过的
动物骨头、碳粒等，通过光释光测年，显示其
来自距今约7万年前，正是对应“冰期”。在
同一文化层面上留下的这三处篝火遗址，即便
有“巧合”之嫌，但更大可能是，处于“冰
期”的先民，通过生火取暖，维系生存繁衍。
  可以说，连续文化堆积，无间断的旧石器
文化发展序列均清楚展示山东地区乃至东亚早
期人类与文化持续演化发展的路径。
  大约10万年前的一天，在水草丰美的山东
腹地，智人挥动“象牙铲”等工具辛勤劳作；
10万年后，大水冲刷出一根象牙，被当地人拍
图发了微信“朋友圈”，引发一个重要遗址的
发现，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
去。”这是一个民族对血脉根基的求索与追
问。今天，“跋山”给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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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宇文邕长这样！

  头戴帝冕、清瘦英武、不怒自威——— 复旦大学
科技考古研究院携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月28日正
式公布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头像“复原图”及相关考
古成果。这是我国首次以科技考古方式复原古代帝
王容貌。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用专
门适用于古DNA的捕获探针，从北周武帝肢骨样
本上获取了约100万个可用的基因位点，还原北周
武帝头发、皮肤、瞳孔等关键特征。经过6年的反
复尝试，终于“描绘”出宇文邕头像。
  北周武帝宇文邕长什么样？还原后的头像显
示：他拥有黑色头发、黄色皮肤和棕色眼睛，符合
典型的东北亚、东亚人长相，与人们想象中鲜卑族
须发茂盛、发色偏黄和高鼻深目大不相同。网友惊
叹：“真的穿越了！”

蔡元培复试第一，

莫言复试第二！
  因与北大老校长同名而登上热搜的考生蔡元
培，复试成绩公布了。3月26日，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发布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4年硕士
生招生复试成绩》。在与初试成绩加权计算后，他
的总成绩依然排名其复试专业——— 科学社会主义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第一。意外走红之后，考生
蔡元培并未公开回应。有媒体从知情人处了解到，
他本科并非北大学子，是位跨校考研生。还有不少
网友注意到，同时进入复试名单的还有一位叫“莫
言”的考生。复试成绩公布后，莫言在公共管理硕
士专业中，以85.04分排名第二。

当初要有这套试卷，

我也不至于不及格！
  近日，河北沧州一名00后地理老师，出了一套
全选C的试卷。据当事教师王老师介绍，每节课快
结束时会布置当堂小测，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全C”试卷便是一次课堂小测，王老师称，测验
完后学生们看到选项都很震惊，也比较怀疑，有的
同学明明选对了，检查试卷时又改成其他选项。王
老师表示：“出这样的试卷，也是想告诉学生生活
处处都有坑，只有相信自己，才能避免掉入这些陷
阱。同学们恍然大悟后，觉得这种试卷，比枯燥的
教学有趣。”试卷走红后，许多网友回忆起自己的
学生时代纷纷表示：“当初上学要是有这套试卷，
我也不至于不及格！”

哪位老学长

把67年前的书签落在了书里
  前不久，在浙江大学校内论坛上，赵文楷同
学发帖称，自己在图书馆借书时意外发现了一张
写于1957年的书签，书签被夹在1956年第二版《固
体物理导论》英文书中，书签上竖排工整地写着
“赠给好友 周净秋”两列小字。
  3月26日，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周净
秋老先生的女儿周艳，浙大学生代表亲手将这份
67年前遗落书间的美好“物归原主”。考虑到这
张书签已遗落于父亲母校多年，是父亲求学生涯
中的一段青春回忆，周艳提出，自己代表兄弟姐
妹将这枚书签捐给浙大，留与更多校友作为纪
念。“两代人在同一本书中相遇，是一种缘
分。”发现书签的赵文楷说。

淄博烧烤去年只是热身，

今年才是开始？
  2023年3月淄博烧烤爆火，在躺椅上悠闲玩手
机的烧烤店老板被网友发现后，小院瞬间被游客
占满。对于网上流传的“刷17个差评试图劝退游
客”一事，该店老板毕先生哭笑不得。时隔1年，
淄博烧烤现状如何？3月27日，毕先生表示：“今
年人比去年更多，翻了一倍，现在院子里摆得到
处都是桌子。”每逢节假日和周末，一大早就有
顾客来排队，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不断有人，一
天要接待300多桌，三四百斤肉才到下午四点就卖
完了。对此有网友调侃：“难道淄博烧烤去年只
是热身，今年才是开始。”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下岸

  3月25日，吉林长春一男子发视频称，发现自
己专升本考试的语种报错，选成了俄语，引发网友
热议。3月27日，男子发视频回应称，学习了一年
的专升本，发生了这种情况，自己心里也挺不舒服
的。随后男子调侃自己称，虽然撞上了大冰山，但
还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奋进一下。网友直呼：“真是
一场酣畅淋漓的下岸。”“不但考试是筛选，连报
名也是筛选。”

李文雅，加油！

  近日，在重庆一学校运动会上，因患脑瘫行
走不便的女孩，挑战甩开辅助器奔跑、跌倒再站
起来，微笑着，继续跑。这一幕，感动无数网
友。小女孩名叫李文雅，今年10岁，她7个月大的
时候，被确诊为脑瘫。视频中的小文雅正在参加
学校举办的春季运动会，这是一场40米的赛跑，
选手只有她一个人。这并不是小文雅第一次参加
学校的运动会。去年，学校为了鼓励渴望参加运
动会的小文雅，专门设置了30米短跑。今年，学
校再次鼓励她，让她甩开辅助器，完成最后的10
米。对小文雅来讲，为了这10米的奔跑，她和妈
妈走过了10年的艰辛。网友纷纷感叹：“从小文
雅眼中捕捉到闪闪的光，那是自信的光芒，以及
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记者 朱子钰 整理）

反驳“非洲替代说”———

“跋山”给出新答案

▲ 跋山遗址地貌航拍图

  周末的济南百花公园挤满了前来观赏玉兰花的市民，公园的出入
口被堵得水泄不通。赏花对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不知道是来看
花，还是看人。”市民张女士对眼前的场景颇感意外，但这并未妨碍
她赏花的兴致，“毕竟玉兰花只有这一茬，错过了就只能等下一
年。”正因为具有季节限定的特性，赏花事实上是一种稀缺的娱乐活
动。物以稀为贵，花开不等人，便造就了这般火热的赏花场景。
  人们对赏花的钟情，由来已久。赏花，是古人的一项风雅轶事。
赏花文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春日出门踏青赏花，是千年以来固
化而成的习惯。在文人墨客的参与下，赏花一事成了与琴、棋、书、
画等雅事并提的活动，是镌刻着诗情画意的东方美学。
  这种情结演变到当下，被赋予了新的色彩。赏花，既是出于舒缓

身心、获取情绪价值目的而进行的悦己消费，也是一种社交货币———
赏花固然是目的之一，但同样，还有打卡拍照、分享赏花盛事，借此
塑造自身社交形象的功能。
  由此可见，赏花热的背后，孕育着潜力极大的消费能量。在济南
百花公园，记者看到，广场上还设置了琳琅满目的百花市集摊位，手
工制品，发簪耳饰、汉服配饰、鲜花饰品、百花糕、鲜花饼……令人
目不暇接，还有糖画、篆刻、皮影等非遗手造体验。
  国内一些热门的赏花目的地，还开辟了专门的赏花专线，如广州
到西藏林芝的桃花专列、昆明到罗平的油菜花专列、武汉的樱花地铁
专列等。为了承接因花而来的游客，当地做足了配套服务准备，亦让
人们看到赏花经济的更多可能。

从古至今的赏花情结

  赏花，自然是初衷。赏花热之所以火爆，不全是赏花本身的功
劳，而是由庞大的周边经济共同促成的。在花期正盛的景区、公园，
拍照打卡已然成了一门新兴的生意。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游走在人
群中间，身穿旗袍、汉服等特色服饰的年轻人。一朵朵花，带来的不
仅是肉眼可见的人流量，更衍生出一整套与服装租赁、化妆、摄影等
相关的产业。
  以花为媒，因赏花而兴的盛事，还有这段时间在全国各地陆续开
幕的花朝节。据考证，“花朝”一词，首先出现于晋人周处的《风土
记》中，在宋朝固定为每年农历二月十五为花朝节，兴盛于明清，到
晚清民国时迅速衰败。直到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花朝节再次
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济南花朝节的活动现场，除了饰演“十二花神”的绝对主角

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国风游戏、春日市集和手造体验，布艺、面塑、
剪纸、鲁绣等非遗艺术的展示，凸显了花朝节的传统文化属性。一年
一度的花朝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的围观，是因其自身固化为品牌甚
至文化IP的潜力。
  赏花与民俗、市集相碰撞，与汉服、传统文化相联系，是关于赏
花经济的常规思路。眼下，赏花经济还有更多打开方式。有的把赏花
和美食节、摄影展进行结合，还有的把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直接
“搬”到花海之中。 3 月初在云南罗平举行的第九届花海山地自行车
赛，吸引了来自全国30个省份的1923 名骑行爱好者置身百万亩油菜花
田，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春日运动会。赏花与体育赛事的联姻，既
是对场地的灵活运用和资源节省，也借着赛事的强曝光度，让更多人
知道这一赏花宝地的存在，可谓两全其美。

赏花，又不单是赏花

  在赏花这一原始动机的驱使下，更多“赏花+”产业就此铺陈开
来。然而，由于时令节候的特征，花无百日红，人们对赏花经济的看
法是——— 虽然赏花活动能够在短期内形成一派繁荣的景象，却似乎难
以长红。
  如何让一季的花变成四时的花，让独属于春季的赏花热蔓延至全
年不同节令？很多景区已经开始推出夜间赏花的新玩法，在提供灯下
看花新选择的同时，也延长了赏花时间、增加了游客人次；有的地方
通过丰富花卉种类，打造“春看樱、夏观荷、秋赏菊、冬品梅”的四
时赏花体验；此外，借助VR等高科技手段，开创虚拟赏花功能，亦
能满足非节令时期的赏花需求。
  花只开一时，但其IP形象却可以长存，这也能从根本上延长
赏花经济的生命力。武汉樱花久负盛名，在樱花界占据了难以撼
动的一席之地。依托樱花，武汉东湖樱花园推出了吉祥物楚小
樱，并以此为IP形象制作了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有花瓣形状的
樱花油纸伞、散发着淡香的樱花扩香石、正反两面绣着浪漫樱花
的团扇，樱花冰箱贴、钥匙扣、风铃等纪念品，深受年轻人喜
爱，销售量一路攀升。北京玉渊潭公园的“老网红”樱花形象文
创雪糕，同样是“靠花吃花”，将随处可
见的樱花做成可以食用的文创产品，从此
一炮打响，成为很多游客人手一支的热门
产品，从此开启了国内景区文创雪糕的热
潮，催生了这一单独的文化品类。花的周
边生意，远在想象之外。

  赏花作为一种精神消费的需求，蕴含着与其他业态结合的无限想
象空间。当“赏花+”的可结合对
象越来越多时，赏花经济的生
命周期自然会相应延长，
彼时，赏花经济的长红
也 不 再 是 一 种
奢望。

赏花经济如何长红

  2023 年冬季的冰雪旅游热刚刚过去，随着春天脚步的到来，各种花卉竞相绽放，人们对自然之美的钟爱和向

往又催生出新一轮的踏青赏花热潮。旅游热点的迭代，被赋予了强烈的时令节候特征。

  为了赏花走出家门去附近的公园，选择就近甚至长途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相关旅游平台显示，

“春游”“踏青”“赏花”等关键词的搜索量自3月份以来上涨超4倍。据预测，今年3月国内赏花游的热度将同

比上涨超过3倍。江西婺源的油菜花，西藏林芝的桃花，洛阳的牡丹花……吸引人们千里奔赴。

  对花的钟情，点燃了看似只是限定性的旅游热，让人们忍不住对习以为常的花花草草投去更多目光。事实

上，和冰雪经济一样，花期虽有时，但赏花经济却有长红的可能。

花
期
虽
有
时

花
香
怎
长
留


□ 

本
报
记
者 

李
梦
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