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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家的屋子后边有几棵枣树，

每年都结满枣子。枣子成熟的时候，

姥姥都会让舅舅或姨给我们送过来。

我更愿意到姥姥家亲自打枣。

小时候，每次去姥姥家都特别

高兴。有时候是母亲带我去的，她

回来了，我赖着不走，就在姥姥家

住几天；有时候是姥姥或舅舅去我

家，我闹着跟了回去；有时候是姥

姥让大舅专门把我接过去。我在自

己 家 里 是 老 大 ， 下 面 有 弟 弟 妹 妹 ，

难免被忽略。到了姥姥家就不一样

了，我是小客人，好吃的、好玩的

都首先满足我。在家里我要照看妹

妹，有时还要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

及 的 家 务 ， 在 姥 姥 家 ， 姥 姥 、 舅 、

姨都围着我转。姥姥曾做炸麻花的

生意，我围着炸锅不离开，遇到哪

一根炸得品相不好，姥姥就掰一半

给我。我高高兴兴跑到院子里，吃

得满嘴流油。

姥 姥 家 房 子 后 边 有 一 片 苇 塘 ，

也 是 我 非 常 喜 欢 的 。 春 天 芦 苇 发

芽，节节长高，我们会把芦苇根拔

起、洗净，像吃甘蔗那样咀嚼，清

香、甜甜的味道让人难忘。苇塘里

水 清 透 底 ， 能 看 到 鱼 在 游 ， 虾 在

跳 ， 还 有 水 鸟 叽 叽 喳 喳 叫 个 不 停 ，

我常常乐在其中。

姥 姥 去 赶 集 时 也 常 常 带 着 我 。

记得有一个叫马井的村庄，每逢农

历 初 五 和 初 十 逢 集 。 集 上 有 好 吃

的、好看的、好玩的，让我流连忘

返 。 有 时 姥 姥 会 给 我 买 两 个 水 煎

包 ， 或 一 个 小 糖 人 。 一 次 姥 姥 花 5

分钱给我买一把炒花生，我不舍得

一下子吃掉，装进衣兜直到第二天

才吃完。

每次去姥姥家，姥姥都会到地

里割一把韭菜，炒两个鸡蛋。后来

我 长 大 了 ， 带 着 弟 弟 妹 妹 一 起 去 ，

姥姥有时会让舅舅杀一只鸡，或到

集上买一块肉或豆腐，再到菜地铲

一把新鲜青菜。毫无疑问，每次去

姥姥家都能吃到美味，是改善伙食

的好机会。

最开心的是去姥姥家打枣。我

们村也有枣树，总共只有几棵，散

落在别人家的院子里，结的枣是圆

的 ， 个 头 小 。 姥 姥 家 的 枣 树 有 一

片，足有六七棵，结出的枣子是长

长的、大大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村

的枣不属于自己家，只有远远望着

解馋的份儿。姥姥家的枣可以任由

我们采摘，随便吃，随便拿。

有时大姨家的表哥、表弟也在

姥姥家，姥姥一招呼打枣，大家前

呼后拥，有的举着竹竿，有的拎着

篮子往枣树下跑。连舅舅、姨也陆

陆续续来了。我和表哥表弟争先恐

后，举起竹竿乱打一气，总是事倍

功半。还是大舅厉害，举起竹竿朝

挂满枣子的枝条啪啪几下，枣便伴

着树叶劈里啪啦落了一地。我们冲

过去，先捡起又大又光亮的枣子放

进嘴里，咔嚓一口，脆甜脆甜。大

家一边捡拾地上的枣子，一边说说

笑笑，还不时用手指着树上，指挥

打这儿，打那儿。过一会儿，再换

一棵树去打。要不了多长时间，枣

就装了满满的几篮子。

我 和 表 哥 不 满 足 于 在 地 上 捡

枣，常常爬上枣树，想自己动手去

摘。靠近树干的部分枣子很少，长

得也小，大量又大又饱满的枣都在

日照和通风条件好的树冠边缘和树

梢部位。我们爬上这棵树又换上另

一棵树，也没摘到几颗，但不管摘

到还是没有摘到枣，爬到树上就很

快乐。

打枣时有人路过，姥姥会主动

招呼过来吃枣，也一起捡枣。捡的

枣各自带回去。

在姥姥家打的枣，一定会分别

让我们带回自己家一些。我小时候

拿 不 动 ， 姥 姥 就 让 大 舅 送 我 回 家 。

起 初 ， 大 舅 拎 着 一 篮 枣 走 在 前 边 ，

我跟在后边，把我送到家，大舅再

回去。好在两个村子相隔只有 10 里

路。后来大舅有了一辆自行车，就

把装满枣的篮子挂在车把，让我坐

在车的后座上，骑车送我回家。

弟 弟 、 妹 妹 看 到 这 一 篮 子 枣 ，

甭提多高兴了，争相挑大的吃。母

亲还会用锅蒸熟了给我们吃，有时

也放在粥里煮着吃。

姥姥家是一个大家庭。她一共

生 育 有 8 个 子 女 ， 我 的 母 亲 是 老

大，下面是我的大姨，接下来是三

个 舅 舅 和 三 个 姨 。 外 祖 父 去 世 时 ，

只有我母亲和大姨出嫁成家，最小

的姨只有一两岁。可以想象姥姥带

着 尚 未 自 立 或 成 年 的 6 个 子 女 的 艰

难和辛苦。姥姥是一个十分坚强和

乐 观 的 人 ， 再 大 的 困 难 都 压 不 垮

她。她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操持这个

家，使三个舅舅陆续组建了自己的

家庭独立门户，三个姨长大成人先

后 出 嫁 ， 这 里 面 遭 的 难 、 吃 的 苦 、

付出的心血不难想象。姥姥更是一

个心细慈祥、大爱不言的人，她把 8

个子女每个小家庭的老老少少所有

人都装在自己心里。

早年，我们家人口多，劳动力

少，生活比较困难，姥姥自己省吃

俭 用 ， 千 方 百 计

进 行 接 济 。 每 次

母亲回娘家，都会

带回一些红薯、玉

米、南瓜，或棉花

之 类 。 后 来 我 明

白，把我接过去住

几 天 ， 也 是 为 了

减 少 一 张 吃 饭 的

嘴 。 姥 姥 来 我 家

时 也 从 来 没 有 空

过 手 ， 总 是 带 点

土 特 产 ， 哪 怕 一

棵 白 菜 ， 几 个 萝

卜。每到秋冬换季的时候，姥姥为

了给母亲帮把手，都会来我家帮着

拆 洗 被 子 ， 为 我 们 缝 补 棉 袄 、 棉

裤。我们家的活做完，又到姨家接

着去干。到了暮年，姥姥还去帮着

小姨带孩子、做家务。

在姥姥的带动和影响下，8 个家

庭之间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亲情

满满，相处得非常和睦融洽。我身

在其中受益很多，不仅得到姥姥的

疼爱，也得到舅舅、姨很多的关心

和帮助。读初中一年级时，学校离

家 太 远 ， 有 时 回 家 吃 午 饭 来 不 及 ，

三姨就让我去她家吃。那时候三姨

和 姨 夫 都 要 下 地 参 加 生 产 队 劳 动 ，

小表弟还不满周岁，我去吃这顿午

饭 ， 给 他 们 增 添 的 负 担 可 想 而 知 。

三 姨 和 姨 夫 都 于 前 几 年 过 早 离 世 ，

每念及此都让我心中凄然。

大姨与我的母亲年龄挨着，大

姨 家 的 三 个 孩 子 与 我 年 龄 也 相 近 ，

所以去大姨家更多。大姨家距离我

家 也 是 10 里 的 距 离 ， 毗 邻 同 一 座

山，也是同一条河，两个村子都在

山 坡 下 ， 一 个 在 北 边 ， 一 个 在 南

边，姥姥家的村子在西边，三个点

形成等边的三角形。大姨和我们的

村子都出产杏和石榴，不同的是大

姨家还有樱桃和柿子。大姨家的樱

桃 个 头 不 大 ， 黄 里 透 红 ， 酸 甜 可

口，味道独特。柿子从树上摘下不

能直接食用，要么用温水浸泡，要

么用柴火烘烤，加工后,去除了涩的

成分，硬的和软柿子风味各异，甘

甜如饴。就像能够轻易吃到姥姥家

的枣一样，每年成熟的季节，大姨

都会把樱桃和柿子送到我家。

20 世 纪 70 年 代 ， 我 们 村 的 杏

树 、 石 榴 树 都砍掉修了“大寨田”；

本世纪初，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我家

的村子变成了城区；大姨家还是以务

农为生，田里仍有大片的杏树和石榴

树。每当这些水果上市的时候，表哥

和表弟总会开着他们的农用电动车，

这家送一点，那家送一点，让亲戚尝

新鲜。我的弟弟妹妹有时还直接跑到

果园里，想摘多少摘多少。

随着人口增长，姥姥家的村子

变大了，枣树早就砍掉，那片地上

盖 了 房 子 。 苇 塘 多 年 前 也 被 填 平 ，

变成一块麦地。姥姥 90 岁高龄时去

世 ， 舅 舅 和 母 亲 知 道 我 工 作 太 忙 ，

根本就没有告诉我。没能见姥姥最

后一面，成了我终生遗憾。

姥姥就安葬在原先苇塘北边的

那 块 麦 田 里 。 我 有 时 清 明 节 回 老

家，总要到姥姥的坟前，表达无尽

的哀思。每当这时，枣树、苇塘会

在我心中时隐时现，姥姥的音容笑

貌总是浮现在面前，姥姥带我赶集

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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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

物看山西”，对于任何一位从事历史与

文物工作者而言，陕西无疑是最令人

向 往 的 圣 地 。 周 秦 汉 唐 、 周 原 、 何

尊、兵马俑、法门寺……一想到这些

名字，总会情不自禁顿生敬畏。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踏上

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对于即将面对的

一切，熟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为

曾 多 次 来 到 这 里 走 马 观 花 式 地 参 观 ；

陌生，则是因为对于这里新时代文化

遗产的保护还从未曾深入了解。而对

于 科 技 如 何 助 力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与 传

承，我们又充满了期待。

前不久，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

的“推动文物科技创新”专题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运用

先 进 技 术 加 强 文 物 保 护 和 研 究 。 只

有 解 决 文 物 保 护 中 的 瓶 颈 科 学 技 术

问 题 ， 才 能 更 有 效 地 对 文 物 本 体 及

其 蕴 含 的 历 史 、 艺 术 、 科 学 信 息 进

行 保 护 和 利 用 。 通 过 此 次 实 地 学

习 ， 深 感 陕 西 省 独 特 的 文 物 资 源 优

势 充 分 彰 显 了 中 华 文 明 的 灿 烂 辉

煌 ， 深 感 各 级 文 物 保 护 部 门 和 文 物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艰 辛 努 力 ， 以 实 际 行

动 有 力 推 动 了 文 物 保 护 、 研 究 、 管

理和利用工作。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是国内成

立 较 早 、 规 模 较 大 、 门 类 较 全 的 省

级 文 物 科 技 保 护 专 业 机 构 ， 作 为

“ 砖 石 质 文 物 保 护 国 家 文 物 局 重 点 科

研 基 地 ”“ 文 物 保 护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基

地 ”， 该 院 在 文 物 科 学 研 究 、 保 护 修

复 、 遗 产 调 查 等 方 面 取 得 的 丰 硕

成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这里堪称目

前 国 内 首 屈 一 指 的 省 级 考 古 研 究 机

构。调研组在这里看到现代化的硬件

设施、一流的考古博物馆展览展示水

平、一系列丰硕的考古研究成果，作

为同行不由深感新时代党中央对文物

考古事业的高度重视。

尤其欣慰的是，看到这里各个修

复室、实验室奋战在工作一线的青年

科研人员，他们干坐冷板凳，秉承考

古人“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

匠心，不舍初心得始终”的精神，着

实令人感动。

看着那些青铜残片在他们手中神

奇拼接复原、那些破碎的纸片渐渐回归

灵动的书画作品、那些糟朽的木块一

天天重现真容……看着年轻一代文物

保护工作者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进

一步提高了效率和水平，我们仿佛听

到那些依然深埋地下的国宝们在发出

呼唤！

兵 马 俑 的 前 世 今 生 到 底 是 什 么

样？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我们似乎

探寻到了答案。以往我们看到的展出

的兵马俑，那一排排似乎穿越历史时

空的秦国“军团”，气势宏伟，仿佛一

夜之间破土而出。然而深入考察这里

的文物保护中心，我们才知道，那些

得以完整呈现给世人面前的千年兵马

俑，几乎每一具都凝结了考古工作者

的无数心血。

在文物保护中心实验室，满目都是

残肢断臂。与数十年前相比，如今中国

考古人的科技水平已今非昔比。为尽可

能不将遗憾留给后人，这些默默无闻数

十年如一日奋战在考古发掘一线的科研

工作者，几乎是与时间赛跑。

如何第一时间保护出土陶俑身上

的彩釉？如何拼接还原陶俑本来的形

象？如何借助数字技术让这些陶俑动

起来？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委

员们的注意力几乎不受控制了。在一

尊姿态奇特的卧姿陶俑周围，大家与

科技保护人员一起，结合数字分析系

统展开了讨论。

“这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姿态是

舞蹈还是杂技？应该从力学原理还是

从色彩分析？”大家众说纷纭。而在一

尊 站 姿 陶 俑 面 前 ， 几 乎 无 不 注 目 良

久，经过考古人员辛勤精心拼接完整

的他，无论是神态、姿势、线条、色

彩，几乎毫不逊色于古希腊罗马最伟

大的雕塑！

我们不禁感慨，五千多年的中华

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承，更需

要活起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科

技的应用。当然，归根结底，最关键

的还是人才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关心爱护

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完善人才激励机

制，支持和鼓励更多优秀专业人才从

事这项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 提 出 要 实 施 更 加 积 极 、 更 加 开 放 、

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

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

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

从 当 前 全 国 文 物 系 统 的 情 况 看 ，

尽管国家在创新文物科技人才培养机

制、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构建多层次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等 方 面 已 经 投 入 很 大 。

但具体到工作一线，仍普遍存在人才

激励机制不够灵活、人才培养平台不

够多元等短板，需要有关部门持续加

大投入，不断改善文物科技人才的工

作生活条件，为他们开展研究、学习

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平台，从而

壮大文物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

爱、投身文物保护事业。特别是由于

文物保护涉及多个专业多个岗位，包

括环境监测、分析检测和各类藏品的

保 护 修 复 等 ， 但 受 限 于 编 制 的 限 制 ，

往往导致大多数文物保护机构每个专

业方向的人员相对较少，部分方向甚

至 只 有 1 个 人 ， 这 就 难 以 开 展 高 水 平

深 入 的 文 物 科 技 创 新 研 究 。 另 一 方

面，这些有限的人才力量往往需要承

担藏品的保护、修复、复制、分析检

测和博物馆环境监测工作，还需要承

担各类科技研发项目和其他单位的文

物 保 护 修 复 项 目 ， 整 体 力 量 捉 襟 见

肘，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文物科技事

业的需求。另外从年龄和职称结构上

看，随着老一辈专家陆续退休，年轻

人才的培养又需要一个周期，致使目

前 的 文 物 科 技 人 才 基 本 以 青 年 为 主 ，

资 深 专 家 特 别 是 行 业 领 军 人 才 相 对

欠缺。

当然，调研中还发现一些其他的

问题。陈星灿委员之前呼吁过，目前

多学科合作和科技支撑不充分，考古

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合作渠道没打

通，跨学科资源整合还很有限。科技

考古与田野发掘“两层皮”的问题仍

然突出。我建议科技部门加大文物考

古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积极考虑将考

古 机 构 纳 入 科 研 事 业 单 位 序 列 管 理 ，

在考古和文物保护关键技术、专用装

备研发以及设施装备配置等方面给予

更多政策支持。

在硬件装备上，还要切实提升考

古设施装备科技化水平。许多文物保

护单位面临旧仪器设备更新缓慢，引

进高精尖仪器存在困难等问题。大型

仪器设备是开展文物科技创新研究的

基础，提高文物保护研究水平、保持

行业先进性的关键手段，为文物保护

修复工作提供科技支撑和助力，满足

文物的科学分析和研究需求。许多文

物保护单位现有多数大型仪器设备服

役 期 超 过 10 年 ，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老

化、故障、落后等问题，亟须进行设

备 维 护 和 更 新 。 但 由 于 更 新 成 本 较

高、经费不足等原因，目前这些问题

尚未全部解决。

当 前 ，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方 兴 未

艾，新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文化

领 域 不 断 催 生 各 类 新 业 态 、 新 应 用 、

新模式，深刻改变文化创作生产和传

播消费方式，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也推

动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话语场深刻调

整，为我们占据国际传播制高点、构

筑国际话语新优势提供了契机。因此

在让文物“活起来”方面，文物工作

者也应抓住科技创新机遇，提升中华

文化传播力影响力。除了传统展示形

式 ， 文 博 机 构 还 可 充 分 依 托 数 字 技

术，创新传播手段，利用流媒体传播

在即时性和互动性方面的特点，依托

移动互联网、5G 通信以及短视频等方

面的技术优势，扩大文物数字资源开

放 度 和 共 享 度 ， 提 供 云 展 览 、 云 游 、

云课程、线上论坛、数字文创等云端

服务，探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

力的创新路径。

目前一些文化单位还只停留在信

息化的阶段，没有实现数字化，更没

有实现智能化。守着文化资源，封闭

运行，没有去拥抱技术和市场，没有

进行更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反观互联网平台上，有些年轻人

虽然没有机构和单位，却凭着热爱承

担起文化传承传播的工作，借助新的

技 术 手 段 ， 正 在 成 为 文 化 的 传 承 者 、

挖掘者、弘扬者和创造者。在此背景

下，文博机构需要打破藩篱、创新机

制、形成合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

博物馆藏品征集部主任）

不为繁华易匠心不为繁华易匠心
杨红林杨红林

何家寨

依崖筑垒接云天，碧水青山环抱间。

如茶花开露营地，古寨新风人流连。

陶家老宅品茶赠友

陆羽当年醉信阳，煌煌茶经留篇章。

浉河品茗论今古，一杯毛尖万山香。

地锅饭

黄泥瓦灶柴火烧，地锅香气冲天飘。

小馆细品农家味，新朋老友共陶陶。

老旱茶

坊间争说毛尖好，时人不解老旱茶。

品高本性多孤傲，但等红妆入仙家。

（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信阳行四首
曹育民

Z 诗词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