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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正是我的乡友，他是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知名考古专家，其两周考
古研究方面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
力。作为乡友，在相识的10几年中我们
曾多次联系，他给了我不少支持和帮
助。

我们的相识，缘于2005年秋湖南长
沙四省楚文化年会。当时听了他在会上
的发言，虽是普通话，但又感觉夹有很
熟悉的乡音。会议间隙专门过去请教，
得知他的家乡是邓州市裴营乡和平村，
离我的老家仅30多公里，我们是真正的
乡友。会议结束后，他告诉我，他主持
编写的多卷本发掘报告《平顶山应国墓
地》第Ⅰ卷已基本完稿，届时要送给我
一套。

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没过
几年，听说他得了重病。听到这个消
息，我很吃惊，当时他才40多岁，正是
工作的黄金期，怎么会突然生病？我专
门去看他，见面时，他有些消瘦，声音
也有些弱。可谈起考古，他依旧认真，
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丝毫没有因为病痛
折磨而停止学术活动，反而对学术研究
更加投入。学术会议他几乎场场不落，
在长沙、武汉、信阳、寿县等多地召开
的楚文化年会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每
次他都将自己研究的新成果提交到会
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楚文化专家相互
交流探讨。

2012年，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60年所庆时，《平顶山应国墓地Ⅰ》 上
下两卷，终于与读者见面。之后他专门
约我到郑州见面并送书，还送了我一本
之前他撰写的应国墓地通俗读物《古应
国访问记》，并向我详细介绍了应国墓
地的相关情况。

平顶山应国墓地，是新中国成立后
两周考古重要发现之一，该墓地位于河
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薛庄乡北滍村滍阳
岭上。1986 年以来，该墓地共发现了
500 余座西周到汉代的墓葬。其中，包
括几十座应国国君墓葬，还有不少楚国
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
各类器物上万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
200 多件。该墓地的发现填补了文献中
关于应国记载的缺失后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该墓地发
掘的主要主持人，他从西北大学考古专
业毕业工作后第二年就开始奋战在应国
墓地。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他先后有
20年是在应国墓地工地度过的，仅工地
日记就写了十几本。他主持发掘的“平
顶山应国墓地”荣获1996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对该墓地的研究倾注了巨
大心血。他生前已申报该课题为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几十年来墓地的发掘资料
共分西周、春秋、战国、两汉等多卷
本，共数百万字。如今仅出版了第Ⅰ
卷，第Ⅱ卷已完稿，其他几卷还没有整
理完成。

2016年，他的家乡邓州城区在施工
时发现了大量宋元时期的瓷器。这批瓷
器以瓷片为主，完整瓷器很少。家乡的
朋友一直想邀请专业人士来邓州进行指
导。他因主持发掘过叶县文集遗址，发
现过大量宋金元等各时代瓷器，对古陶
瓷也有所研究。2017年秋，他联系著名
古陶瓷专家孙新民和方城老乡赵宏一起
到邓州详细考察。回到邓州后随即联系
我一起考察，当时我因事没有参加较为
遗憾。经详细考察和观摩，确认该遗址
是一处宋元时期的瓷器遗址，瓷器中窑
口很多，还发现不少罕见的邓瓷，周边
很可能有窑址，学术价值很高。之后，
王龙正又多方联系保护和抢救文物。如
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发现瓷器的
周边区域进行勘探发掘。发现了北宋时
期的排水设施等重要遗址，再次确认宋
代邓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当时的
区域文化中心之一。

2017年底，我因做邓州许庄南朝彩
色画像砖专题，专门去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查阅资料时，他帮我联系了资料
室工作人员，还专门带我查阅资料。他
说邓州出土的这批画像砖很重要，在国
内影响较大，当时尽管出了报告和图

录，但现在看来，限于当时条件对资
料的整理相当简单。希望我能再深入
研究这批资料，将来争取整理一本图
录。当时有些需要复印的资料他还亲
自下楼帮我复印。资料室的大姐跟我
说，王老师身体很不好，活动不便，
让我自己去复印。但他却说我跑几百
里到院里查资料很辛苦，执意下楼复
印。他当时还告诉我几个好消息：他
主编的大型田野发掘报告 《平顶山应
国墓地》 第Ⅱ卷已经完稿，年后即可
送到大象出版社；另外叶县文集遗址
也先期整理了一本图录，很快就能刊
印；他当年参与发掘三门峡虢国墓
地，应邀写的一本通俗读物 《玉柄铁
剑》，已交大象出版社，很快就能出
版。身患重病 10 多年来，他一直与病
魔做斗争，虽然不能再从事田野工
作，但一直在坚持学术研究。他执着
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可没想到，
这次见面竟是最后一面。

2019年初，听说王龙正住院，我曾
联系说抽空去郑州看他。可没想到不久
就传来了去世的消息。他是单位公认的
好人，淡泊名利，勤于专业。他才50多
岁，生前要做的课题还很多。尤其是他
最关注的应国墓地报告、叶县文集遗址
报告等很多资料都需要他牵头整理，他
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当时我
未能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甚为遗
憾。其间，我专门给家乡邓州文化部门
联系，给他的单位发去了唁电，带去家
乡人对他的怀念。

“即便是用一生的时间，我也无法了解龙门
造像的全貌。这里呈现了中国伟大艺术时期几个
世纪中的作品，任何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无法全面
地欣赏。它们的美是变幻无穷的，每次看完后，都
会有新的东西出现。这种情况完全超乎了我的理
解能力，我得活上好几世才能领会……”这是美国
著名艺术品鉴藏家、实业家查尔斯·兰·弗利尔
1910年 11月 11日离开龙门石窟前一夜，写下的
一段话，收录在《佛光无尽：弗利尔 1910年龙门
纪行》（简称《佛光无尽》）一书中。

《佛光无尽》记录的是弗利尔第四次也是最
后一次来中国时，于1910年10月19日至11月14
日期间在开封、巩县和洛阳的旅行，以及在龙门
考察时所写的日记，附有大量珍贵照片。其中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2 日在龙门石窟的考察占据了
弗利尔河南旅行中最长的篇幅，也达到了整个旅
程的高潮。这本纪行为了解和研究 20世纪初的
龙门石窟及中国佛教雕塑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
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佛光无尽》中的龙门境况

弗利尔的龙门之旅，既是一次顶级视觉艺术
盛宴的极致享受之旅，也是一次险象环生、困难
重重的惊心动魄之旅。

那时的龙门石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大小
窟龛成为土匪或是流浪汉的藏身之所。弗利尔
来到龙门的第一天，就遇到开封府的官员深入调
查在这里发生的凶杀案，也让他“相信了龙门除
了石像以外，还有吸引其他行业人士的地方。”
河南府的副官舒方特意拨给弗利尔考察队六名士
兵全程保护，后又增至12名，可见当时的安全
隐患。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龙门石窟无人
管理的状态。1951年，成立了龙门森林古迹保
护委员会，之后调整为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
窟研究所、龙门又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的保护
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从这本纪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洞窟的漏
水现象颇为严重，弗利尔是这样记录莲花洞的：

“窟顶有一朵醒目的莲花。莲心周围有巨大的花
瓣，还有一些精美的飞天头像。但她们的躯体都
被岩间的漏水侵蚀。实际上，漏水留下的水渍覆
盖了整个窟顶。”除了莲花洞外，古阳洞、宾阳南
洞、宾阳北洞等多个洞窟也有不同程度渗漏水，
对石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洞窟渗漏水是龙门石
窟三大病害之一，渗漏水治理既是龙门石窟保护
面临的难题，也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2011年
至2016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实施了“龙门石窟东

西山渗漏水治理工程”，渗水病害治理效果显著，
减缓了风化，使洞内造像的保存、展示状态得以
良好呈现。

除了自然灾害，一些后期建筑、石膏修补和
妆彩也破坏了窟龛造像的原有风貌，弗利尔写
道“宾阳南洞前面的砖结构建筑破坏了洞窟的
对称，洞内上方有漏水，用石膏修补过，有些地
方原有的彩绘也被后来加的画盖住了。”“可惜的
是，最近有人用粗俗的颜色给（宾阳中洞）两尊
立佛和一尊观音的头重新上了色，显得很不和
谐。有些地方还用石膏粗劣地修补过。”诸如此
类的现象在很多重要洞窟中不胜枚举，读来令
人非常痛惜。

1978年，龙门文物保管所在维修加固宾阳三
洞时，拆除了三洞的拱券，使得被覆盖的造像和
题记得以重见天日，恢复了洞窟的历史原貌。

《佛光无尽》中的龙门胜境

犹如美人蒙尘，即使身处乱世，饱受自然漏
水及人为粉饰的双重破坏，龙门石窟依然难掩她
璀璨夺目的光芒。弗利尔对龙门石窟的艺术价值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龙门的第一天，弗利尔就发出了“它能与
任何存世的古迹相媲美”的惊叹！在最后的随笔
开篇里写道：“它的吸引力几乎将我湮没。龙门的
魅力，使其他石窟黯然失色。”因为对奉先寺的狂
热喜爱，他曾四次参观膜拜。据纪行所说，当时登
顶奉先寺并不容易，山路“很陡峭”。他对古阳洞
更是不吝笔墨，直言“此窟是龙门最吸引我的地
方之一，它的魅力很难拒绝”，三次提到“最为喜
爱古阳洞”，“在我们最喜爱的古阳洞里，我和裕
泰用完了他今天准备的所有底片。”

历尽千山万水、走遍世界各地的弗利尔更是
敏锐地捕捉到龙门石窟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东西
方文明的交融与互鉴，关注到龙门在美学上的重
要性及其体现出的雕塑和绘画的完美结合。参观
第一天，弗利尔对龙门的最初印象即是“在这里，
希腊、波斯、印度与中国的造像和绘画元素奇特
融合，和谐优美。”“我随处都能看到庄严的图像
和精湛的工艺。每一根线条都有它的意义和存在
的原因，这是各种影响交融的结果。”对帝后礼佛
图，他更是盛赞道：“我们在其中能找到希腊、埃
及，甚至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踪影。但在动态、
精美程度、线条的优雅或情绪方面，我想不出任
何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对奉先寺北壁的天王、
力士像，弗利尔由衷地赞誉：“这两尊造像让我想
起了更强健的希腊雕塑，以及意大利艺术家米开

朗基罗的作品。比起雅典或罗马的雕塑，我觉得
龙门的这两尊造像蕴含了更丰富的想象力，显得
更自然、更有力，个性也更鲜明。当然，龙门的环境
是独一无二的。与雅典和罗马一样，历史和传统在
这里非常重要。但在龙门，我能感受到一种宗教精
神，要比其他这些城市精深得多。”他对古阳洞壁
龛“雕刻手法之多样、图案之丰富”更是赞不绝口，
直言“或许，一些重要的日本寺庙中的装饰纹样能
在这里找到源头”。

弗利尔不吝溢美之词，用不经意间的笔触提
炼出了数不胜数的“龙门之最”。他称宾阳中洞的
地面“是我见过的最精美的地面装饰”，称万佛洞
前室南壁观音像“最美丽动人，她是在呼吸的活
人，而不是一尊石像”，称古阳洞“壁龛的装饰图
案十分精致典雅，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小型人
像的队列异常精美”。

诗词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在面对龙门石窟这
一最高雕塑艺术时，弗利尔情不自禁地多次引
用中国古诗词来赞誉龙门。他称赞莲花洞主佛
左胁侍菩萨给人以“见人虚脉脉，临水更盈
盈”的意境，洞外山脚的泉水令他想起杜甫的诗
句“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对古阳洞南壁
中层双佛龛“可爱至极、超凡脱俗”的美，发出

“岸云连鬓湿，沙月对眉生。还如朝镜里，形影
两分明”的惊呼，对双佛龛惨遭破坏，发出欧
阳修的“物过剩而当杀”的慨叹。当西方的铁
路大亨运用中国的古诗词赞誉中国的优秀传统
艺术，不禁令人感叹，正是龙门石窟构筑起了
这样的中外交流、古今对应的奇观。

弗利尔笔下的龙门美不胜收，今天的龙门依
然很美，但是作为长期暴露在露天环境中的不可
移动文物，龙门石窟一直处于不断风化的过程
中。三维数字技术可以将龙门的美永久保存下
来，自 2005 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启动三维数字化
工作以来，已为敬善寺、药方洞、看经寺等多个代
表性洞窟建立了当前认知条件及技术条件下所
能达到的最为完备、最高精度的数字档案，这项
工作将持续下去，让《佛光无尽》中的龙门之美伫
立在流淌的岁月中。

《佛光无尽》中的人文情怀

作为美国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最重要
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弗利尔的龙门之旅正值
中国造像开始遭到严重抢掠、流散西方之际，
然而他并没有从龙门拿走任何文物，只是从伊
水河畔收集了39块极为平常的石头，并配以精
美的木底座，作为观赏中国绘画手卷时的镇

纸，这体现了他对龙门石窟这一伟大艺术宝库
的崇敬、热爱及珍视，令人敬佩。自弗利尔离开
后至新中国成立前，龙门石窟经历了史上最为黑
暗的岁月，遭遇了疯狂的盗凿，大量精美的文物
流散海内外。近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
关心下，先后有多件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另外，
我们积极探索流散文物“数字化回归”的新路
径，并将三维数字技术运用于流散文物的原位
寻探、数字复位，以“数据聚合”的方式，实
现流散文物与造像残存的“身首合一”。

弗利尔在书中感叹道：“和更多的中国人打
交道，让我对他们更加尊重，更有信心。有朝一
日，他们会恢复数世纪以前的地位，在众多方面
引领世界。”

作为龙门石窟的守护者，我们是幸运的。一
百年前，弗利尔发出“任何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无
法全面地欣赏龙门石窟”的感叹，今天我们有幸
可以倾尽一生来守护她，择一事终一生。一百年
前，当弗利尔面对古阳洞的琳琅满目，流露出“我
多么希望能借助现代照明设备把内壁和窟顶完
整地拍下来”的遗憾，今天我们已采用当下最高
精度的数字技术将这一愿望实现。

“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
归。”这是弗利尔在日记随笔中的最后一句话，转
瞬间，时光又已过了百余载。经典之魅力在于超
越时空的阻隔，永远可以与当下对话，可以与世
界对话。逴跞古今，海纳百川，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龙门石窟就是这样的经典所在。

近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加大对考古工作的支
持力度，国内考古事业在步入第二个“百年征
程”的同时，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各
级考古机构逐渐发展壮大，考古专业人员队伍日
益兵强马壮，各类重要考古发现纷至沓来，优秀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由考古专业机构主导
或牵头开展的，将考古工作及专业成果以多种形
式主动展现的公众考古活动，为社会公众奉上了一
道道“精神文化大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和极高赞誉。

纵观各级各类考古专业机构，如何完成“做
好研究、做好阐释、做好传播”这份沉甸甸的答
卷，是一项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总体来
说，考古专业机构的立足之本是田野考古，通过
田野考古 （包括抢救性考古及主动性考古） 成果
进行系统性的考古研究，以完善本地区文明演化
进程，补缀关键性节点问题，为中华文明发展历
程研究添砖加瓦，便是做好研究。以上研究绝大
多数为解决学术问题，如何选择并做好研究成果
转化，从理论研究成果“翻译”成公众教育元
素，使之满足社会公众对考古的求知欲，并符合
社会公众的理解及认知力，便要做好阐释。而传
播是对公共考古的宣传深度、受众广度及持续影
响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使公共考古的受众在享
受这一精神文化大餐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宣传
中，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中来，达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保护、共同传承的良好
局面。

综合以上，考古专业机构的职能和任务大幅
扩充，对机构自身建设及专业人员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何更好地布局新的职能版图，完成好
新的工作任务，写好新的事业答卷，本文从基层
考古专业机构的发展设想展开，对这一问题进行
浅薄的探讨，与业内同行共商。

系统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形成专业合力

鉴于基层考古专业机构的人才以考古类专
业为主的现状，要积极引进一定数量的公共考
古类专业人才，或宣传策划类专业人才，由专
人专班负责谋划阐释传播工作，与考古专业人
员分工协同，提高公共考古宣传效率。加强对
现有专业人员的“职后”教育，根据个人研究
方向和特点，选派专人参加各类教育培训活
动，甚至适度的脱产深造等，也可以提高单位
公共考古水平和实力。同时，项目实践也是锻
炼人才的最佳手段之一，通过现有的考古现场
开放、各类专业讲座等，也可以增加现有专业
人员的组织策划、宣传协调能力，从简单做
起，向高标准迈进。

着力推进综合研究工作，提供翔实素材

基层考古专业机构的研究定位应首先着眼
于解决本地历史文化脉络中的重要节点问题，
阐释好作为中华文明体系一份子的本地文明的
演进路径。针对这些重要节点及问题，有计划
地推动一批本地化的特色课题研究。在这类研
究成果基础上，鼓励专业人员开展成果转化，
将 较 为 晦 涩 难 懂 的 专 业 论 文 以 图 文 并 茂 的

PPT、娓娓道来的虚拟故事或者生动鲜活的实践
等形式展开，用讲座、讲演或者实践活动等形式
推向社会公众。如此，由本地课题带来的研究成
果而转化的公众宣传、教育元素，加之丰富多彩
的表现形式，更能够引起本地公众的兴趣及求知
欲，使其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同感，并由此上升
并固化对整个中华文明体系的骄傲及认同。

加快实施“考古前置”，合理分配工作重心

基层考古专业机构大部分精力被配合城市建
设开展的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牵
制，要分配人力、物力开展专业阐释传播，就必
须优化抢救性考古工作模式，使之更高效。积极
对接属地文物行政部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关于“考古前
置”的要求，衔接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考
古前置”政策及相关配套细则和标准。“考古前
置”实施后，考古专业人员可以更纯粹高效地投
入考古工作，节约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更好地投入
到研究、阐释和传播工作中去。

充分利用外界及社会资源，联合借力研究

考古工作作为实践学科，要秉持项目就是抓
手的导向，凭借基层考古专业机构属地的主动性
项目条件，积极对接相关高校，甚至国家级、省
级考古机构联合申报项目，统筹协力，联合攻
关，借势推进本地项目、锻炼本单位人才。基层
考古专业机构还要善于借鉴其他政府部门“社会
购买服务”模式，采取政府采购方式，引进社会
力量参与到专业阐释和传播工作中。具体可采取
分工协作的方式，由单位专业人员提供考古工作
及研究成果诸多要素，再由社会力量对其进行分
析，选取相应重点内容，策划相关活动形式，再
向社会公众推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结合自
身实际，2021 年与某社会策划机构合作推出
“‘发现长沙’考古成果分享会”；2022 年和长
沙市博物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
国家博物馆，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等相关机构联合推出的“发·现——长沙考古
七十年成果巡礼”均采取了此类方式，博采众
长，优势互补，以上活动均获得了各级媒体和社
会公众的高度赞誉，获得的社会反响及评价均高
于预期。

合理加强绩效管理，提高专业人员积极性

随着事业单位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绩
效管理的主体责任和力度也不断加大，允许合理
统筹部分绩效工资，对单位职工进行更有效的督
促与激励。同时，考古机构可以积极协调行政主
管部门，衔接财政等相关部门，就考古项目参照
科研项目模式管理、社科基金管理使用方式等进
行深入研讨，如明确社科基金管理使用办法、细
则等，打通基层考古研究人员申报社科基金“最
后一公里”，拓宽考古研究渠道，有效提高研究人
员积极性。在开展公共考古项目的同时，积极衔
接相关部门，注册相应知识产权，尝试考古类宣
传、文创等衍生产品的创意研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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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从《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看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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