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 琛 刘 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海华

关中平原，汧渭之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冬日的刺骨雪雾中，依稀有忙碌的身影——为了

追寻秦在关中的第一处都邑“汧渭之会”，西北大

学考古学家梁云教授和他的团队依然奋战在陕西

省宝鸡市魏家崖考古工地。

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

统帝国，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

在此前，秦族还有着六七百年的发展史，从小到

大，由弱变强，经历了从附庸到封国，再从王国到

帝国的演进。探索秦人的早期历史，是 21 世纪中

国考古学的重点之一。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先祖大骆的儿子非

子擅长养马，远近闻名，周孝王听说后召他到汧、

渭之间为王室养马，马养得膘肥体壮，孝王想立他为

大骆的继承人，遭到反对，无奈之下就把他封在“秦”

邑；非子于是自号“秦嬴”，其族人后代便称为“秦”人。

这就是“秦”人、“秦”国、“秦”朝名号的来由。

那么，秦人的祖先来自哪里？秦人的得名之地

“秦邑”又在哪里？带着这些疑问，梁云 20年间跋

山涉水，从礼县、西和，到清水、张川，再到甘谷、武

山、凤翔、陈仓……关陇的黄土台塬上到处留下他

踏查的足迹，秦早期历史的脉络也一点点由模糊

变得清晰。

开启“寻秦”之旅

“讲好中国的故事离不开秦。找到最早的秦，

秦人的故事才有了开头。”梁云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

梁云与秦文化“结缘”，始于他 1995年读研期

间赴三门峡整理秦墓资料。20世纪 80年代，三门

峡文物工作队发掘了上千座秦墓资料，堆放在库

房无人问津。“我着手整理这批资料，自己动手给

陶器‘排队’、制作卡片、绘线图，累了就爬到楼顶

数星星，耳畔是黄河边呼啸的寒风。”梁云回忆。

两年下来，一篇扎实的硕士论文产出，也打下

了后来的研究基础。

列国纷争数百年，为什么秦能最后胜出，一统

天下？2000年，梁云去北京大学读博，想从考古学

角度回答这个问题。3年里，他几乎天天泡图书馆

和资料室，学位论文从考古学角度全面比较秦与

东方列国的差别，后来被导师李伯谦先生纳入“震

旦古代文明丛书”出版。从此，他在秦文化研究的

道路上“一发不可收”。

考古实证秦人“东来说”

《礼记·王制》把中国古代民族分成东夷、西

戎、北狄、南蛮，秦人属于哪一支？史学界一直有

“东来说”与“西来说”之争，前者认为秦人是东夷

的一支，后来才迁徙到陇右；后者认为秦人本是西

北土著，源于西戎。

两说各有理由，曾长期悬而未决。

20世纪 90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

盗，国宝重器流失海外，引起关注。2004 年，北京

大学、西北大学、甘肃省考古所等 5家单位组建联

合考古队，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项目，梁云参与

其中。他们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张家川县开展

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 32 处秦文化遗址，其中面

积最大的是清水县李崖遗址，他们对它进行了发

掘，从考古学上证实了秦人“东来说”。

李崖的西周墓多腰坑、殉狗，随葬陶器组合多

为鬲、簋、盆、罐等，陶器器形多见商式风格，都与

殷商墓葬相似而与周人墓不同；而且窄长的墓坑，

西偏北的墓向，又符合秦人墓的特征。

“在这么靠西的地点，发现‘商味’这么浓的一

批墓葬，以前压根没想到，说明秦人与殷商遗民关

系密切，说他们是广义上殷遗民的一支也不为

过。”梁云说。

“李崖遗址发掘后，我们认为秦人‘东来说’已

尘埃落定，这个问题不用再讨论了。”梁云笃定地

为学术界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秦人的来源确定了，非子所封的“秦”邑又在哪

里？梁云认为，李崖遗址的西周中期墓葬，是迄今为

止发现的最早秦人墓葬，且与《汉书》《水经注》等记

载非子的封邑在“陇西”“清水”（今牛头河）相一致，

这里可能就是“秦”邑之所在。

但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又一次出现了分歧。

找到“汧渭之会”

区别于梁云的观点，北京大学李零、赵化成等学

者认为，非子所封的“秦”邑应该在“汧渭之会”。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 763 年，秦文公带

700人东猎，一路驰骋至汧河与渭河交汇处（汧渭之

会），并留下这样一句话：“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

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赵化成等专家认为，此处“邑”作动词用，意思是

“以前周天子曾经把我的祖先非子（秦嬴）分封在这

里”。梁云则认为，古文献没有标点符号，此处的“邑”

也可以为名词，并就此断句，意思是这里以前曾是周

人的聚落，我的祖先非子曾生活于此（牧马），我们秦

人后来终于成为一方诸侯……

无论“秦”邑是否在此，秦文公营建的“汧渭之

会”都是秦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环节。这里作为秦

国都邑达 49年之久，在秦人心中有特殊的地位。

关于“汧渭之会”的地理位置，学术界颇有争议。

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联合启动“关中秦汉离宫别馆”调查项目，梁云

带队从千河下游开始调查，学术目标直奔“汧渭之

会”而去。他们在汧、渭东夹角的魏家崖村，找到了面

积不下 20万平方米的春秋时期遗址，发现有灰坑、

墓葬、筒瓦等，还有春秋早期的刀范。

“一般来说，都城性质的遗址才有手工业，尤其是

铸铜业，所以刀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梁云说。

2015 年后，梁云的工作重心转到中亚，参与了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的工作，但他一直惦记着魏家

崖。2014 年，魏家崖村民取土发现一座春秋早期铜

五鼎墓，从侧面印证了他的认识。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中亚工作被按了“暂停

键”。梁云申请来年对魏家崖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

掘，但未能如愿获批。在他看来，发掘没有获批，一定

是前期工作做得不够，需要更多的地面调查去获取

资料并取得突破，“这非常考验地面调查能力”。

2021年 7月，梁云带着 3名学生再次调查遗址，

酷暑闷热，“站在地里就算一动不动，浑身的汗像瀑

布一样往下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开展调查的第 3天，团队就

发现了城墙的重要线索。

2022 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5家
单位联合申报的“陕西宝鸡陈仓区魏家崖遗址考古

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支持。

万事开头难，当时在魏家崖村找不到驻地，考古

队住在 10多公里外的凤翔，每天往返四趟，出门、回

家“两头黑”，但发掘到两座五鼎四簋高等级秦墓，算

是取得了“开门红”。

“铜器太漂亮了，铜鼎口径近 30厘米，腹部纹饰

间填有黑漆，是目前陕西发现的最大的春秋秦鼎。”

梁云激动地说。

截至目前，工作仍在继续。在遗址勘探中，考古队

发现了长度 6米、深度 11米的大墓，以及长达 23米的

车马坑。遗憾的是，在对墓葬进行发掘后，发现该墓有

3个盗洞，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墓室也破坏殆尽。

考古的魅力也许恰恰在于此，总是起伏不定，欣喜、

失望交替接踵。“去年是大年，今年是小年。”梁云笑着说。

城墙、高等级秦墓、大型车马坑、围沟、铸铜、制

骨……一系列最新的考古发现，指向魏家崖遗址正是

“汧渭之会”。寻找早期秦文化，梁云又破解了一道难题。

“秦”邑到底在哪里

魏家崖遗址解答了“汧渭之会”的地理位置问

题。但在那里，目前发现的重要遗存主要属于春秋早

期，远远晚于李崖遗址的西周中期。那么，非子所封

的“秦”邑到底在“汧渭之会”，还是在清水县牛头河

流域的李崖遗址呢？

“学术就是在不断辩论中进步，如果没有不同的

意见，学术也不复存在。”梁云说。

赵化成和梁云亦师亦友，他们合作发掘多处秦

文化遗址，携手为秦民族的溯源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3年 9月，梁云关心问候赵化成老师病情，并汇报

了魏家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赵化成叮嘱梁云暂

缓车马坑的发掘，重点是要寻找发掘西周时期的秦人

墓葬。“我也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证据，若能证明您是对

的，这个问题也就画上了句号，我也高兴。”梁云说。

“这个冬季，我们考古发掘的重点，就是魏家崖遗

址的西周墓葬。结果，还真让我挖到了！”梁云告诉记

者，“目前发掘了约 20座西周小墓，从葬俗看像是周人

墓，地层太厚太深，还有年代更早的墓。不管怎样，魏家

崖的发掘，对确定‘非子封邑’，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隆冬季节，梁云和他的团队依旧在冰冻的关中

大地上埋头发掘，叩问历史。“‘汧渭之会’遗址

躺在那 2000 多年了，如果我们不做，不知道它还

会‘躺’到什么时候。”梁云说。

寻找最早的秦，脚步还在继续……

寻“秦”记
大学师生历时20年探寻最早的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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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闪光者

□ 殷梦昊 丁超逸 张校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如果我把保温杯里的化学物质倒入大海，

过一周后再把海水捞上来，还能找到保温杯里原

有的化学物质吗？”前不久，在复旦大学相辉堂

举行的第五期浦江科学讲坛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相

辉研究院首任院长赵东元以“‘孔’中看世界——

无尽的科学前沿”为题作报告。他带着一个保温

杯走上讲台，既能喝水解渴，又能随手拿出来给

大家普及科学常识。

做科研最重要的是什么？赵东元的答案只有一

个字：爱。

“好奇心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但真正要

在科学上有所作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爱’。

这份爱不是简单的兴趣，而是一种从内心生发的理

性思考。这种驱动力强烈到你愿意为它付出所

有。”赵东元以介孔材料领域的深入研究被公众所

熟知——2021 年，他带领团队以此项研究摘取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从北京领奖归来后的第二

天，他用布袋装着这份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

奖项证书去学校工作，被网友们称为“布袋院

士”。这次授课，他把视角拉得更广更远，从遥

远的古希腊哲学谈起，分享化学这一学科从无到

有、从有到专的曲折历程，以及他对于科研工作返

璞归真的思考。

赵东元一向以备课认真著称。为了这场讲座，

他花了一周时间准备了 148页的幻灯片，既有化学

科学的发展，也有创新的科学思维，还有未来的学

科发展。

“化学没有数学那么‘精确’，也没有物理那么

‘高大上’，很多时候也看不见摸不着。”赵东元

说，仅仅为了弄清楚空气的组成，化学家们花了

300多年的时间。

“化学家要充满想象力，要有做探险家的能力。”

赵东元拿“有机合成天才”罗伯特·伯恩斯·伍德沃德

举例说，做学问的关键是“独立”。

他认为，“正确的选题”，“好的科学方法”，“抛

开功利、深邃思维和大胆质疑”，“科学合作和科学

道德”，缺一不可。

“化学没有圣杯。我的哲学气质不在于为解答

大疑问作研究，而在于在美丽的化学庭院里研究很

多小的问题，将目光放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上。”他

最后借 1981年诺奖得主罗尔德·霍夫曼的话勉励大

家，做科研不能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

有观众现场提问，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应用之

间的关系？赵东元回答道：尽管化学是离工业最近

的一门基础学科，很多研究成果都能实现转化，但

基础研究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和应用价值，而应当

专注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本身。

“正如化学在炼金术、炼丹术中存在了很长时

间，当人们以获取黄金为目的时，它就不是科

学。”赵东元说，1661 年，当罗伯特·波义耳写下

第一本化学“教科书”并开始研究物质的本质和物

质的变化时，化学才成为一门科学。

“基础研究的翅膀一旦插上了应用的铅砣，就

难以高飞远举了。”他强调，做科研不要总是问

“有什么用”，“比如，如果你问一个数学家，你的

研究有什么应用，那我觉得是对数学家的不尊

重”。他说，只有先回答好基础问题，才可能围绕

已有的科研成果，实现更为广泛的应用。

2023 年 11 月，复旦大学成立相辉研究院，赵

东元受聘为首任院长。该研究院聚焦攻关前瞻性、挑

战性、高价值的关键科学难题，着力营造宽容、开

放、活跃、自由的学术环境，为人才“十年磨一剑”

提供制度保障。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是赵东

元始终倡导的。他期待与更多科学家并肩努力、心

无旁骛，“让科学成为未来中国重要的文化基因，

让科学伴随我们的梦想实现”。

“布袋院士”赵东元：做科研不要总是问“有什么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记者 樊未晨

如何让马桶的表面不滞留污染物？如何用最少

的水冲洗干净物体的表面？前不久，在菠萝科学奖

的颁奖典礼上，华中科技大学苏彬教授带着学生在

现场开展了一个从“有味道”到“没有味道”的科

学实验。

在现场，他们用八宝粥类复杂固液混合物模拟

排泄物，将其倒在课题组研发的超润滑 3D 打印马

桶上。结果显示，固液混合物完全没有停留在这种

新研发的材料表面，完成了材料超润滑的特性测

试。

“马桶是一个很好玩的应用切入口，未来，这

类超润滑新材料的研发与使用，将大幅度减少干旱

地区的马桶用水量。”苏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不仅如此，未来，具有超润滑性能的表面还

可以应用在工业管道内壁上，防止管道的堵塞，延

长管道的使用寿命”。

这项发明的创意来自大自然。苏彬团队了解

到，生长在东南亚石灰质森林底部的猪笼草，其叶

尖进化出了一个个小马桶形状的“笼子”，内壁非

常光滑。任何被这种光滑“笼子”中的蜜液吸引来

的昆虫，都会失足滑进笼子内，变成猪笼草补充氮

元素的肥料。

从猪笼草“捕虫笼”内壁的微结构中获取灵

感，苏彬教授团队决定从马桶本身入手。他们以塑

料颗粒和疏水粒子的混合物为原材料，3D 打印出

了尺寸为普通马桶 1/10的马桶模型。在 3D打印的

过程中，激光将原材料颗粒烧结，产生多孔结构。

由于烧结后的固体颗粒之间存在的微小间隙，润滑

油能够储存在整个烧结样品的表面，并渗透到其内

部，如此即可制造具有超润滑性能的产品。

“用 3D打印成型材料展开研究是一种新的突破

思路。”苏彬介绍，原本的超浸润研究属于传统的

二维表/界面研究，而 3D打印材料提升到三维立体

研究。通过两者的交叉研究，一方面可以降低超浸

润材料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 3D 打印材料

赋予超润滑等新性能。

要在 3D 打印的材料上做文章，需要克服的是

粉末烧结技术。据苏彬介绍，如果粉末烧结过于密

集，成型材料的孔隙率低，就会导致润滑油进入内部

的量少；如果孔隙率过高，又会导致 3D 材料的力学

强度下降。“如何让材料平衡力学强度与合理容纳润

滑油的孔隙率，是现在研究中的难点与挑战。”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加工工

程专业硕士生李翌珂进入团队后一直跟随博士生师

兄研究超浸润材料。对李翌珂来说，在网友看来很

有趣的实验背后也有着“枯燥”的一面。要搭建合

适的 3D 打印材料体系，需要一遍遍地跑到工厂对

接。而每一次成形过程，材料体系都要调整相应的

参数配置，直到 3D打印样品表现出优质性能。

“科研的乐趣和枯燥有时候看起来是矛盾的。

比如说实验遇到了瓶颈，找不到过往研究进行参

考，会陷于沮丧的状态。”但在李翌珂看来，“真正

的科研趣味在于，每一次失败后所取得的一点点进

步。”

苏彬的网络签名中写着“自由的科研”。在苏

彬看来，“只有好奇心可以驱动科研的发展。”如果

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团队交付的任务，那么从长远

来看，青年科学家很难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他认

为，在实验之中要善于发现异常之处，再通过深度

研究，揭开科学的真正奥秘。

团队的成果被报道后，有从事化工行业的企业

家慕名而来，希望可以利用这项发明解决管道运输

中粘壁堵塞的问题；有企业前来对接如何大规模地

生产超滑马桶；也有企业和团队探讨如何利用材料

解决生产中容器内表面存污等问题。

“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还有一段路需要走。”

苏彬提到，未来他们将和企业合作，测试不同生产

环境中材料的适应性情况，根据产品实际应用的环

境特点去研发适应性产品，推动这项发明走出实验

室，走进千家万户。

一项“没有味道”的科学发明

大学师生研究超润滑新材料 有望大幅减少干旱地区马桶用水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瑞璇
记者 邱晨辉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是大食物观保障粮食安全的

体现，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满

足 14 亿 人 口 对 食 物 的 需

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根本出路在科技。”中

国农学会原副会长、中国

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用

一句话概括了他所理解的

大食物观。

大食物观是什么？究竟

“大”在哪里？前不久，以

“大食物观与粮食安全”为

主题的中国农业农村科技

发展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

发展论坛院士报告会在江

苏南京举办。会上农业领

域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自己

对于实现大食物观和粮食

安全的见解。

“民以食为天”。 70 年

前的粮食被理解为水稻、小

麦等主食，但在物质生活丰

富、“吃得饱”的问题基本

解决的今天，粮食被赋予了

新的含义。粮食也可以是肉

禽蛋奶、水产品和瓜果蔬菜

等食物——不少粮食用于生

产肉禽，最终变成人们餐桌

上的美食，不断地改变着中

国人的饮食结构，提升着中

国人的营养状况。

“2022 年，我国的粮食

进口量占全年我国粮食总产

量的 19%。持续提升食物种

类和质量越来越重要。”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学

会副会长、中国农科院作科

所研究员万建民说，“在我国，良种对增产的贡献

率是 45%。但是在发达国家，这一数据达到了

60%以上。发展生物育种科技是确保粮食安全的

重要手段。”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喻

景权看来，设施农业能促进肉蛋奶、蔬果、水产

品的有效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

物需求。

他以蔬菜为例，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其中

蔬菜是食物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每人

每天要吃 300-500 克蔬菜。如果按每人每天摄入

500克、全国人口 14亿进行初步计算，全国每天需

要消耗 70 万吨蔬菜。设施农业的发展，使得蔬菜

的周年供应早已实现。

“不同蔬菜营养配比不同，生物学产量跟上市

量的不同，生产种类跟居民需求不同，还有季节限

制等，都影响着供给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也是大食

物观下必须考虑的问题。”喻景权说。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原党委书记、研究

员胡志超提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大食物

观下的粮食安全依然是保障“数量安全”，而保障

数量安全的关键是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不断提

升产能。

胡志超说，丘陵山区因为自然、经济、社会等

诸多因素，农业机械化长期以来发展滞缓，严重制

约了其农业生产潜能的发挥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他建议加强科研投入，“以机施技”和“以技施

机”相向而行。

植物工厂作为一种新兴食物生产工厂受到不少

创业者的青睐。所谓植物工厂，就是无需泥土、不

洒农药、不受自然环境影响，通过模拟植物所需光

照、温度、营养等要素，在完全工厂化的条件下生

产植物的工厂。

植物工厂被认为是对传统农作方式的颠覆，在

今天，它往往因为初期投入高、运行成本高等问题

而难以推广，但作为设施农业的高级阶段，植物工

厂不仅能为保障居民菜篮子提供有效补充，也可以

成为农民致富和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植物的光能利用率只

有 3%，如何突破这一问题，是未来植物工厂降能

耗的主要方向。”喻景权说。

除了植物工厂，替代蛋白的生产也被看好，被

认为是真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方式。

“替代蛋白在全球食品领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

话题，主要是希望通过微生物蛋白、昆虫蛋白、藻

类蛋白、植物蛋白和动物细胞培养的蛋白，来替代

传统的畜禽养殖的动物蛋白。”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南大学教授陈坚说，有预测认为，到 2035 年，

替代蛋白将占据全部蛋白供应的 11%，市场规模超

过 2900亿美元。

在他看来，替代蛋白不仅能变革蛋白生产模

式，还能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障国家食物供给安

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细胞培养肉

的生产，二氧化碳排放可以减少 92%，水消耗量减

少 78%，同时，它的效率也更高。而通过筛选和组

合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等，可以实现更好的品质和口

感，同时补充更丰富的营养元素。

生物技术正在重塑世界。人们通过现代科学的

设计，正在生产出更多美味且健康的食品，未来食

品有很多内容，比如植物基食品、替代蛋白、精准

营养等。“未来已来，我们应对未来只能唯变不

变。”陈坚说。

身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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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云团队在考古发掘现场。 西北大学供图

2010年，梁云在李崖遗址发掘现场。 西北大学供图 2005年，梁云（右二）在清水调查途中。 西北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