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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丹阳（三星堆4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

我是一个 95 后考古队员，负责过三

星堆 4 号祭祀坑的现场发掘。

有人说考古的过程就像开盲盒。我也

买过一次考古盲盒，就是把文物小摆件用

石膏包起来，用配套的小铲子和小签子挖

出来。石膏一点一点被剥开之后，才能知

道里面是什么。我觉得挺有意思，但自己

不 想 挖 ， 挖 够 了 ， 于 是 送 朋 友 ，“ 强 行 ”

让他体验。他觉得不好弄，后来也不用铲

子挖了，直接拿锤子砸开了。

考古就是这样，惊喜与枯燥并存。三

星堆新发现的 6 座祭祀坑，我们发掘了两

年零一个月，直到今年 11 月 9 日才全部发

掘 结 束 。 祭 祀 坑 最 终 出 土 编 号 文 物 超 过

1.5 万件，埋藏年代确定为商代晚期，距

今约 3200 年至 3000 年。

充满科技感的考古一线，
一半以上是90后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包含

的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春秋

战 国 时 期 。 三 星 堆 迄 今 最 重 要 的 考 古 发

现 ， 是 8 个 埋 藏 着 大 量 珍 贵 文 物 的 祭 祀

坑。1 号坑和 2 号坑是 1986 年发现的，出

土了青铜面具、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

等重要文物，在当时震惊世界。

其余的 6 个坑，在 2019 年年底开始发

现 ， 2020 年 10 月 开 始 正 式 发 掘 。 当 年 6
月，我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入

职 四 川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 来 三 星 堆 报

到。不早不晚，正当其时。

新发现的 6 个祭祀坑，每个坑都需要

现场负责人。我们三星堆考古研究所能做

田野发掘的人有七八个，派我到 4 号坑当

“坑长”。

我们的 4 号坑小队很年轻，除了一个

大 哥 哥 是 1988 年 的 ， 其 他 6 个 人 都 是 95
后。而当时三星堆全部 6 个坑的考古队员

里，超过一半是 90 后——我觉得甚至可

能 达 到 80%。 这 几 年 新 招 聘 的 人 员 比 较

多，而在 2019 年之前，我们所里正式从

事三星堆考古和研究的就是三星堆工作站

站长雷雨和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

两位老师。

我们的发掘现场看起来也很年轻，很

有科技感。我们搭建了全透明的考古工作

舱，配备了起重机、高光谱成像仪、3D
扫描仪等设备。在我的印象里，这是全国

首次。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工作舱里是恒

温恒湿的，类似春天的气候。我们穿着防

护 服 工 作 ， 还 会 微 微 有 点 出 汗 。 穿 “ 大

白”，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我们的头发、皮

屑掉进坑里，污染样品；另一方面，如果

坑里存在有害物质，也不会影响我们。

有时会有人来参观，隔着玻璃看，其

实也看不见坑下的东西，就是在看人。我

感觉我们就像动物园里的小动物一样，刚

开始感觉不太自在，后来习惯了就好，他

们看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我 们 是 平 趴 在 一 个 悬 空 的 平 台 上 工

作，时间长了腰酸背痛，手也不舒服，但

一旦沉浸进去，我就忘了，也忘了时间。

我有点强迫症，挖的土、画的线，要一丝

不苟、干干干净，一点瑕疵都不行。专注

的时候，周围人说话我也听不见。坑只有

一米多深，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会隔音，

有时候上面有人叫我，我都会愣一下。

我们是分工行动，包括发掘、记录、

拍照、样品登记、现场信息采集等。大家

各司其职，定期汇报进展，组织讨论，遇

到问题了，就一起商量怎么解决。

北大考古养成记：人手一座墓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周

围有两个著名的遗址：仰韶遗址和二里头

遗址。最初我是在课本上知道的，上大学

之后，我才发现那儿离我家不远。

其实我 小 时 候 没 有 什 么 明 确 的理

想——肯定不是考古，那时候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考古。中学时代最擅长的科目是地

理，也挺喜欢历史，想了解过去都发生了

什么，喜欢看历史故事。

高考填志愿，我第一次知道考古这个

学科。我是洛阳市文科第二名，这个成绩

能上北大，但可选择的专业不多。当时有

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学考古可以通过古

人留下的实物去看历史，还能去野外考察

学习，于是就把北大和考古作为我的第一

志愿学校和第一志愿专业填报，最终被录

取了。

刚上大学时，我对学业是困惑的，没

想到有这么多基础的东西要学！特别多细

碎的知识、概念和考古的技术方法，各个

地区的考古发现，甚至还要会画每一种文

化的代表性器物，挺难的。我也想过转专

业，但行动力不强，只是想了想。

直到经历大三的田野实习，我才对考

古有了真切的认识。整个秋季学期，我们

班都在河南周口平粮台遗址实习。40 多

个同学和 3 个带队老师一起，在村里租了

当地农民的一栋小楼房住。那本来是他为

儿子结婚准备的，结果我们先住了。

那段时间很有意思，同学们都在一起

工作生活，一人负责一个探方。我室友和

另一个女同学的探方挨着，两个人就经常

交流。本来大学几年都没说过几句话，那

段时间感情突飞猛进，后来就在一起了，

现在已经结婚了。

平粮台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座

城，有许多房址和墓葬，基本每个探方里

都有，我们开玩笑说“人手一间房”“人

手一座墓”。那是我第一次发掘墓葬，一

想到这是 4000 年前的古人留下的，被我

发现了，还是很惊喜的。

这个区域埋了很多战国晚期到西汉时

期 的 墓 葬 ， 我 还 发 掘 出 了 王 莽 时 期 的 铜

钱，上面有“货泉”字样。班上有个同学

会认古文字，我就赶紧让他看，然后在网

上查这个钱是什么时候流通的⋯⋯那种兴

奋感几乎可以持续一天。

有的同学对人骨有点抵触，我是一点

都不害怕，这可能也是我能干考古的原因

之 一 。 人 身 上 206 块 骨 头 ， 把 它 理 解 透

了，它就和陶片、石器一样，只是我们研

究的对象。倒不是因为胆大，我只是不怕

鬼神一类的非唯物主义的东西。要是遇见

一条叫得很凶的狗，我肯定躲得远远的；

要是看见蛇，我都能跑起来！

总体来说，野外发掘工作挺累的。我

们 那 时 候 都 很 期 盼 下 雨 ， 经 常 “ 求 雨 ”，

雨来了就可以停工休息。后来我才知道，

最辛苦的不是露天工作，而是室内的资料

整理。

出 土 器 物 作 为 研 究 资 料 是 一 律 平 等

的，不管大小，不论残破或完整，每一件

都要仔细编号、描述和记录，以同样的精

力去对待。就算有 100 件器物，每件都长

得差不多，也是要一个一个登记。这项工

作的重复性很大，如果耐不住性子，就很

难做下去。

我们在野外发掘了 3 个月，资料整理

了 1 个月，有时熬夜到深夜一两点，最终

又花了一个寒假才把实习报告写完。老师

说，未来能不能干得下去，就看在田野的

这几个月。真正从头到尾体验一次，就知

道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份工作了。

我感觉能接受，于是又读了两年研究

生，侧重学习夏商周考古。在读研期间，

我遇到了第二份实习——三星堆。

2020 年 毕 业 季 ， 我 被 封 在 家 里 找 工

作 ， 确 实 有 些 焦 虑 。 当 时 投 了 好 几 处 简

历，希望能找一个自然环境好、夏商周时

期的考古发现也比较多的地方，四川是不

错的选择。我就通过导师打听了一下，确

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要招人，我就来

考了。

从校园到田野，从“社恐”
到“演员”

来三星堆以前，我以为考古会是一份

比较安静的工作，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

回事儿，需要说的话还挺多。除了和同事、

同行交流，还要和媒体打交道。我参加工作

两年来，拍纪录片、参加综艺节目、接受

各种采访和拍摄有 150 次以上了。我感觉

自己这两年说的话，比过去 20 多年说的

都要多。

我 本 来 是 很 “ 社 恐 ” 的 性 格 ， 很 内

向，不太愿意参加人多的活动，也不善于

在陌生人面前表现自己。现在，我感觉自

己 的 社 交 能 力 提 升 了 一 点 ， 都 快 是 半 个

“演员”了——我演我自己。

我不热衷宣传自己，但如果有新的想

法和认识，还是很乐意和大家分享。我也希

望可以在表达上做得更好，把这些考古碎

片、瓶瓶罐罐，转换成公众能理解的语言。

但是上镜拍视频对我而言还是很难，因为

要有动作和表情。

考古的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的

一 部 分 。除 了 发 掘 ，将 考 古 成 果 介 绍 给 公

众，让普通人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是考古

工作的应有之义。三星堆一直在这里，它并

不是今天才变得重要，只是早些年没有像

现在这样“出圈”。这让我看到考古的另一

种意义，除了填补历史的空白，也有对公众

和当下社会的价值。

工作之后， 我 对 考 古 的 理 解 也 有 了

变 化 ， 最 重 要 的 一 点 ， 就 是 看 到 了 考 古

的现实。

上大学时，我第一次去博物馆参观，看

到有些器物很精美，有的还是在历史课本

上出现过的，但有的器物就很小、很残破。

当时我想：这么小、这么破的东西，还要拿

出来摆博物馆啊？后来参与发掘才知道，那

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了！

相对整个古人的活动、整个历史而言，

我们发掘出来的东西是凤毛麟角。考古是

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的过程，是需要想象

力的——但不是放飞自我的想象，而是从

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发现，串联起相关材料，

放置到整个时空背景下去理解。如果选择

的角度好，论证又充分，哪怕是一个不太起

眼的物件，也能释放出独特价值。

学生时代，我总是从考古学的学科角

度理解问题；工作之后发现，学校里介绍

的 是 考 古 学 的 前 沿 ， 但 并 不 是 每 一 个 遗

址、每一个发现都可以按照前沿的要求去

做。这是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当然，现实在

不断进步。

以前在学校看别人做考古，总觉得有

些地方挖得不好，有不少遗憾；有时候会吐

槽 ：这 些 发 掘 者 怎 么 回 事 ，一 个 遗 址 挖 完

了，迟迟不写报告，应该随时把资料整理出

来。工作后才知道，确实没时间，挖完了一

个项目，还有另一个。

这两年，三星堆的田野工作几乎没有

停止过。4 号坑我们发掘了 10 个月，结束之

后，又在工作舱外围做露天的遗址发掘，同

时见缝插针地整理 4 号坑的资料。考古的

周期非常长，相关的检测分析和资料整理

都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我们基本没有周末，

实在累了才休息一天。

考古理想依然在，短期愿
望找个女朋友

许多人的工作是朝九晚五，我们是朝

八晚六。每天早上 7 点多就得起床，宿舍

离考古工地有五六公里，好在单位给我们

租了一辆小汽车，开车 10 分钟就能到。

平时食堂的伙食挺不错，一餐两元，

不算太辣，我还 是 喜 欢 吃 辣 的 。 周 末 大

家 偶 尔 聚 个 餐 ， 去 县 城 逛 逛 ， 生 活 比 较

简单。当然，工资也比较“简单”，只能

说 在 现 代 社 会 里 ， 能 满 足个人基本的日

常开销。

下班之后，我比较喜欢宅着，在宿舍

看看书、刷刷剧。有时看古装剧，有时看

动 画 片 ， 看 来 看 去 还 是 觉 得 以 前 的 老 剧

好。前段时间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雍

正王朝》，还看了两集《甄嬛传》。

虽然考古人都痛恨盗墓，但盗墓的电

影我还是看了好几部，有的还是买票到电

影院看的。这些电影的情节只能说和考古

毫无关系，但不了解的人以为考古也是要

举个灯，从通道钻进墓室里去——当然不

可能了。不过，就是看个热闹，如果都带着

挑剔的眼光去审视，那所有的历史剧和历

史小说就没法看了。

我的性格没有那么严肃较真。之前有

记者问我一个问题：挖到国宝级文物和中

彩 票 一 等 奖 选 哪 个 ？ 我 说 当 然 选 一 等 奖

啊。当然，能挖到国宝级文物，对于考古

人来说肯定是非常难得和幸运的事。只不

过 别 人 挖 到 了 ， 我 一 样 可 以 去 欣 赏 和 研

究。但是中的一等奖是我的，不知道会有

多少钱呢！

考古带给我一些生活习惯，比如，出

去玩都像在考察，我去南京旅游，玩了 3
天，光博物馆就逛了 5 个。考古也会影响

我的一些思维方式，比如，想得比较开。

考古学看社会，会把时间线拉得很长，我

们常说汉代以后就太晚了，实际上距今也

有两千年。生活如果只看眼前，总会有这

样那样的挫折和问题，但从长远看，就总

会过去的。

这两年来，我从前辈考古工作者身上

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积累和坚守。

这份工作需要耐心，厚积薄发。大家总是

关 注 95 后 年 轻 人 的 “ 新 ”， 我 觉 得 这 种

“新”只是时代差异造成的。我们这一代

确实面临新的环境、新的手段和工具，但

从考古工作的实质来说，我觉得更多的还

是传承。有时候前辈们的想法也很有趣，

他们也经常在网上看各种信息。

回顾自己这两年的工作，我还是挺满

意的。我是有考古理想的，现在依然有，

希望未来还会继续有。短期愿望是，找个

女朋友。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
许丹阳口述整理）

许丹阳：95后三星堆考古队员养成记

□ 成 长

东 汉 末 年 ， 皇 帝 昏 聩 ， 宦 官 乱 政 ，

“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百姓深受

其苦。然而就是在如此污浊的时代之中，

仍有一些官员心系家国、恪尽职守、拨乱

反正、造福一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官

职低微，并没有在史书上有浓墨重彩的记

载，但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口碑化作了一

座 座 “ 颂 德 碑 ”， 传 承 至 今 的 《曹 全 碑》

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曹 全 碑》， 全 称 《汉 郃 阳 令 曹 全

碑》，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合阳县莘里

村，1956 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曹全

碑》 碑身高 272 厘米，宽 86.5 厘米；正面

碑文 20 行，每行 45 字。从碑文可知，该

碑 刻 于 汉 灵 帝 中 平 二 年 （185 年） 十 月 ，

是郃阳县吏民为县令曹全所刻的颂德碑，

距今已有 1800 余年。

汉碑传世数量极其稀少，如今能看到

的不过 200 余方，其中 许 多 已 残 损 缺 字 ，

更 有 不 少 原 碑 散 佚 ， 只 能 靠 拓 本 传 世 。

《曹全碑》 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其碑文

完 好 ， 字 迹 清 晰 ， 除 出 土 之 后 因 挪 动 产

生 了 一 条 断 痕 外 ， 几 无 损 伤 ， 加 之 有 碑

裂 之 前 的 拓 本 传 世 ， 故 碑 文 所 有 字迹均

可识别。

在书法艺术上，《曹全碑》 可谓汉隶

之中的精品，字体扁平，秀劲俊美，蚕头

燕尾特点突出，结构匀整，在汉隶中独树

一帜。历代文人墨客均将 《曹全碑》 奉为

圭 臬 ， 清 人 孙 承 泽 称 其 为 “ 汉 石 中 之 至

宝 ”。 及 至 今 日 ， 对 于 习 书 之 人 ，《曹 全

碑》 都是必临之帖。

除了艺术价值，《曹全碑》 还有极高

的史料价值。碑文中涉及东汉末年诸多重

大历史事件，可以起到补史证史的作用。

而通过对碑文的释读，我们亦 可 以 还 原

曹 全 这 一 位 东 汉 末 年 杰 出 的 基 层 官 员 的

人生轨迹。

曹 全 ， 字 景 完 ， 敦 煌 效 谷 （今 甘 肃

瓜 州 西） 人 ， 生 于 河 西 走 廊 的 边 陲 之

地 。 他 的 仕 途 从 凉 州 掾 吏 做 起 ， 举 孝 廉

后 ， 前 往 西 域 任 职 。 东 汉 自 班 超 通 西 域

后 ， 驱 逐 匈 奴 ， 平 定 叛 乱 ， 复 置 西 域 都

护 、 戊 己 校 尉 ， 西 域 五 十 余 国 尽 皆 附

汉 。 曹 全 担 任 的 即 是 戊 己 校 尉 属 官 戊 部

司马。

当 时 疏 勒 国 （今 新 疆 喀 什 一 带） 发

生 内 乱 ， 和 德 弑 君 篡 位 ， 并 且 不 向 朝 廷

纳 贡 。 曹 全 率 军 征 讨 ， 经 过 激 烈 的 战

争 ， 取 得 大 捷 ，“ 和 德 面 缚 归 死 ”， 西 域

各 国 闻 之 而 惧 ， 纷 纷 献 礼 。 从 碑 文 的 记

叙 来 看 ， 曹 全 平 定 疏 勒 内 乱 之 功 ， 完 全

可以与傅介子、班超媲美。

借 助 王 国 维 所 倡 之 “ 二 重 证 据 法 ”，

我 们 在 文 献 上 找 到 了 与 《曹 全 碑》 碑 文

对应的史事。《后汉书·西域传》 载，汉

灵帝建宁元年 （168 年），疏勒王为其季

父 和 得 （即 和 德） 所 杀 ； 三 年 ， 凉 州 刺

史 孟 佗 遣 从 事 任 涉 、 戊 司 马 曹 宽 、 西 域

长 史 张 晏 等 ， 率 三 万 余 人 讨 伐 疏 勒 。 这

些 记 载 与 《曹 全 碑》 上 的 记 载 惊 人 契

合。一般认为，曹宽就是曹全，“宽”可

能为曹全表字中“完”的讹误。

不过奇怪的是，《后汉书》 对疏勒平

叛 的 结 果 ， 却 是 这 样 记 载 的 ：“ 攻 桢 中

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与 《曹全

碑》 中 生 擒 和 德 、 大 获 全 胜 的 描 述 相 去

甚 远 。 究 竟 是 史 书 存 在 疏 漏 ， 还 是 碑 文

对 碑 主 存 在 溢 美 失 实 之 词 ？ 学 界 尚 有 不

小 的 争 论 。 不 过 毋 庸 置 疑 的 是 ，《曹 全

碑》 对 于 研 究 汉 代 西 域 史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史料信息。中华书局 1965 年出版 《后汉

书 · 西 域 传》 在 校 勘 时 ， 就 利 用 了 《曹

全碑》 所提供的史料。

曹 全 在 西 域 任 职 有 功 ， 迁 为 右 扶 风

槐 里 县 （今 陕 西 兴 平） 县 令 。 槐 里 位 于

关 中 ， 与 汉 朝 故 都 长 安 相 距 很 近 。 曹 全

以 边 陲 小 城 出 身 ， 能 够 在 这 里 任 职 ， 殊

为 难 得 。 然 而 当 曹 全 正 准 备 大 展 拳 脚 之

际 ， 却 遭 遇 人 生 的 重 大 挫 折 ， 被 迫 弃

官 。 碑 文 中 记 载 “ 遭 同 产 弟 忧 弃 官 ， 续

遇 禁 网 ， 潜 隐 家 巷 七 年 ”， 尽 管 叙 述 模

糊 ， 但 “ 禁 网 ” 一 词 已 经 明 白 无 误 地 告

诉 我 们 ， 曹 全 被 卷 入 了 东 汉 末 年 著 名 的

政 治 事 件 “ 党 锢 之 祸 ” 中 ， 不 得 不 蛰 伏

潜居。

这 是 《曹 全 碑》 与 史 书 的 又 一 次 呼

应 。 东 汉 桓 、 灵 时 期 ， 宦 官 弄 权 ， 败 坏

朝 纲 ， 引 发 清 流 士 大 夫 的 激 烈 反 抗 。 宦

官 集 团 为 了 报 复 ， 将 士 大 夫 诬 为 “ 党

人”，唆使皇帝下诏，对他们进行残酷迫

害 ， 轻 则 禁 锢 终 身 不 得 为 官 ， 重 则 处

死，是为“党锢之祸”。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虽 然 《曹 全 碑》 中

对 曹 全 的 这 一 段 被 禁 锢 的 经 历 只 有 寥 寥

数 语 ， 但 人 们 依 然 从 史 书 中 找 到 了 一 些

线 索 。 据 《后 汉 书 · 灵 帝 纪》 载 ， 熹 平

五年 （176 年） 闰五月，永昌郡太守曹鸾

上书为党人鸣冤，惨遭弃市，“诏党人门

生 故 吏 父 兄 子 弟 在 位 者 ， 皆 免 官 禁 锢 ”。

推 其 年 岁 ， 恰 与 曹 全 “ 弃 官 ” 的 时 间 相

合 。 而 李 贤 注 更 补 充 称 “ 槛 车 送 槐 里 狱

掠杀之”，槐里正是曹全任职之处。许多

学 者 认 为 ， 曹 鸾 很 可 能 就 是 碑 文 中 所 叙

述的曹全“同产弟”，而曹全正是因为曹

鸾案的牵连才遭遇长达 7 年的禁锢。

光 和 六 年 （183 年）， 曹 全 复 出 ， 二

次 举 孝 廉 ， 并 于 次 年 三 月 出 任 酒 泉 郡 禄

福 县 （今 甘 肃 酒 泉） 县 长 。 而 就 在 一 个

月 前 ， 张 角 兄 弟 领 导 的 黄 巾 起 义 爆 发 ，

东 汉 王 朝 摇 摇 欲 坠 。 这 是 《曹 全 碑》 第

三 次 与 史 书 中 的 重 大 史 事 合 辙 。 碑 文 曰

“ 沃 （妖） 贼 张 角 ， 起 兵 幽 冀 ， 兖 豫 荆

杨， 同 时 并 动 ”， 这 一 记 录 使 《曹 全 碑》

成 为 目 前 发 现 记 载 黄 巾 起 义 最 早 的 文 字

实物。

黄 巾 起 义 的 范 围 主 要 在 冀 州 、 徐

州 、 豫 州 一 带 ， 并 没 有 拓 展 到 关 中 三 辅

地区。而 《曹全碑》 则 补 充 了 关 中 受 到

黄 巾 起 义 波 及 的 珍 贵 记 录 —— 位 于 黄 河

西 岸 的 郃 阳 县 发 生 了 暴 乱 ：“ 县 民 郭 家

等 复 造 逆 乱 ， 燔 烧 城 寺 ，万民骚扰，人

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当时朝

廷 平 叛 兵 力 都 集 中 在 东 部 ， 无 暇 西 顾 ，

朝 臣 一 致 向 灵 帝 举 荐 了 曹 全 。 于 是 ， 曹

全 再 次 从 凉 州 “ 空 降 ” 三 辅 ， 担 任 郃 阳

县令。

曹 全 到 任 后 ， 迅 速 平 息 叛 乱 ， 安 抚

百 姓 ， 并 且 着 手 在 郃 阳 县 发 展 生 产 ， 恢

复 正 常 的 生 活 秩 序 。 碑 文 记 载 了 曹 全 在

郃 阳 的 许 多 政 绩 ， 比 如 抚 恤 鳏 寡 的 老

人 ， 自 己 出 资 购 买 粟 米 资 助 病 弱 之 人 ，

亲 手 调 制 “ 神 明 膏 ” 为 百 姓 治 病 。 他 整

修 屋 舍 ， 治 理 水 患 ， 鼓 励 耕 织 ， 选 拔 人

才 ， 短 短 一 年 的 时 间 ， 一 县 大 治 ， 许 多

原 本 因 战 乱 而 背 井 离 乡 的 百 姓 纷 纷 迁 了

回来。

作 为 一 县 父 母 官 ， 曹 全 勤 政 爱 民 ，

为 当 地 百 姓 做 了 许 多 实 事 ，大 家 看 在 眼

里，记在心里 。于是，县中的吏员、三老以

及 部 分 百 姓 捐 资 刻 碑 ，就 有 了 这 块 流 芳

千 年 的《曹 全 碑》。碑 文 最后，他们对曹全

的仕途致以美好的祝愿——“君高升，极

鼎足”。

在碑的背面，我们能看到多达 50 余

人的题名，详细记载了捐资者的官职、姓

名和捐款数额。史书对上层政治人物叙述

较多，而对社会基层的架构和运作往往比

较缺失，这份“花名单”也成为研究东汉

基层职官制度的珍贵材料。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
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曹全碑》：基层公务员的“职场报告”

重返三国现场

《曹全碑》拓本。 成 长供图

要让大众真正了解考古，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考古拉入烟火
人间。三千年的三星堆来了 95 后考古工作者，许丹阳关心宿舍
和伙食，看《甄嬛传》，也玩考古盲盒，他“社恐”，也会“吐槽”。

“我室友和另一个女同学的探方挨着，两个人就经常交流。
本来大学几年都没说过几句话，那段时间感情突飞猛进，后来就
在一起了，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们开玩笑说‘人手一间房’‘人手一座墓’。那是我第一次
发掘墓葬，一想到这是4000年前的古人留下的，被我发现了，还
是很惊喜的。”

“我只是不怕鬼神一类的非唯物主义的东西。要是遇见一条
叫得很凶的狗，我肯定躲得远远的；要是看见蛇，我都能跑起
来！”

“我是有考古理想的，现在依然有，希望未来还会继续有。短
期愿望是，找个女朋友。”

作为三星堆 4 号祭祀坑的“坑长”，许丹阳的坑里 7 个人，6
个都是95后。他们都很年轻，也许还需要更多历练，但在许丹阳
脱口秀般的自述中，我们看到了这一代考古人的新面貌与可期
的未来。

者说者说探源探源

①许丹阳在 4 号祭祀坑

②许丹阳在查阅三星堆 1 号与 2 号祭祀坑器物图录

③4 号祭祀坑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

④4 号祭祀坑出土的丝绸样品

⑤许丹阳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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