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北京药王谷中医药研学启
动仪式在周口店镇泗马沟村举行。 北
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和北京四中
房山分校的50多名师生来到药王谷中
医药文化馆进行参观， 并通过现场讲
解沉浸式体验中医药发展史、 中医学、
中药学、 药王文化。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摄影报道

CBA季后赛第一轮首战 ， 北控
队客场102∶106惜败给老牌劲旅深圳
队。 周末北控队将在首钢体育中心
主场再战深圳队， 这支季后赛 “新
军” 已无退路， 必须拼尽全力。

赛前很多分析都认为这是一组
实力差距明显的对决， 常规赛深圳
队双杀了北控队， 而且都是较大的
比分 。 北控 队 的 外 援 里 勒 受 伤 赛
季报销 ， 无法参加季后赛， 这让北
控队失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得分点。
北控队的主力外援费尔德之前状态
“成谜”， 大家都对他的发挥心里没
底。 这么多不利的心理暗示， 并没
有让北控队退缩， “紫禁勇士” 在
客场依然打出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

开场阶段北控队确实体会到了
季后赛的强度， 深圳队连续外线得
手，让北控队只有招架之功。但是北
控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迅速主
导了比赛，并在上半场取得了领先优
势。 不过深圳队毕竟是一支强队，他
们在下半场夺回了主动权。深圳队有

很多能力强的球员，赛前萨林杰刚刚
领取了本赛季常规赛最佳外援的奖
杯，尽管看上去萨林杰的体能不是那
么好了，但他还是轻轻松松拿下了33
分。深圳队的几位国手和前国手也都
有稳定发挥，贺希宁这辆“小坦克”非
常生猛，在深圳队打得比较乱的那段
时间，贺希宁凭借个人能力稳住了局
面。“大鸟” 沈梓捷依靠身高优势，总
是能“罩住”篮筐。这场球还出现了奇
兵冯欣，这位32岁的老将关键时刻的
两记三分，帮助深圳队度过了又一个
危机。

即便深圳队多点开花 ， 即便北
控队自己体能已经到了极限， 但球
员们还是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在最
后一攻的时候， 北控队只落后2分，
但张帆出现了失误没有接住皮球 ，
北控队遗憾告负。 这个球并不能把
责任全部推给张帆， 应该由大家来
承担。 北控队在抢下篮板后， 有机
会叫一个短暂停， 闵鹿蕾把处理最
后一个球的责任交给了球员们 。 也

许叫个暂停， 最后处理球可能会更
加明晰。 但当时北控队球员正在状
态， 如果叫停可能会打断他们的思
路， 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费尔德其
实可以自己去处理最后一个球 ， 这
场比赛美国人找回状态， 砍下了33
分+13个助攻的超级两双数据， 他有
能力突破上篮把比赛带入加时 。 费
尔德最终选择了传球， 其实他有更
好的传球时机， 那个时候张帆还处
于空位 。 费尔德传球的时候造成了
“击鼓传花” 的局面， 中间孟子凯过
了一道手， 张帆再接球的时候 ， 对
方已经紧逼贴身。 选择三分神准的
张帆没错， 毕竟在这个球之前 ， 张
帆刚刚投中三分力挽狂澜， 但在传
球的时机和细节的把控上， 北控队
显得还是不那么成熟老练。

北控队的局面已经非常不利 ，
但这场球也证明和对手之间没那么
大的差距。 北控队依然有机会继续
前进， 即便深圳队晋级， 北控队也
要尽力给强队制造最大的麻烦。

北控队仍有机会继续前进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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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取材竹木，是纸张面世
之前记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迄今发现超
过30万枚简牍。

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简
牍， 出土后有的字迹氧化辨识不
清， 有的呈现为糟朽木片或软烂
成泥状态，交错堆叠互相粘连。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
近年来已有十多万枚简牍通过抢
救性修复重获新生， 但全国范围
内仍有数以万计“排队”等待保护
修复，这一工作面临多重难题。

数以万计简牍“排队”等
待保护修复

简牍主要流行于战国、 秦汉
至魏晋时期， 这个时期正值我国
历史嬗变的重要时段。 武汉大学
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简帛研究中
心主任陈伟认为， 作为这一历史
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简
牍比传世文献更具特别价值。

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学
生王瑞霖每周都参加学校与甘肃
简牍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读简
班”，在他看来，简牍再现了很多
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悬泉
置遗址出土简牍中记载了边关小
吏餐食、账目甚至挨骂的故事。这
让历史充满了温度。”他说。

目前， 我国发现的简牍主要
集中在湖南、湖北、甘肃三省。其
中西北地区出土的基本为“干简”
———由于出土地气候常年干旱 ，
简牍早已自然干燥， 后续保护主
要考虑温湿度和空气环境； 而南
方地区出土的多为 “饱水简”，存
在糟朽、残缺、开裂、变形变色、微
生物侵害、盐类病害等多种问题，
保护修复更为复杂。

国内简牍修复领域实力最强
的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近年
来累计完成13万多枚竹木简牍的
脱水工作， 饱水简牍修复量占全
国90%以上， 但仍有37000多枚简
牍在“排队”等待修复。

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 简牍
保护包括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
燥定型、粘接等步骤，中心及其设
立在长沙、兰州等地的7个工作站
每年能为7000枚竹简进行脱水保
护，消化现有存量需要将近6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牍
保护实验室文保人员张晓英说，
修复只是简牍保护中的一个环
节， 研究院待采取保护措施的简
牍数量约14000枚，实验室每年只
能完成约 2000枚简牍的保护工
作。 由于研究院同时承担考古发
掘工作，除了保护已出土简牍，还
要随时“迎接”新出土简牍，简牍
保护修复时间进一步拉长。

专业人员少、修复难度大
记者采访发现， 大量简牍等

待保护修复的背后， 一方面是近
年来简牍大量集中出土， 存量激
增；另一方面，简牍自身特性决定
了其保护修复难度大， 专业简牍
修复人员缺口也相对较大。

记者梳理发现，近些年，多地
出土大量简牍。2021年，荆州王家
嘴墓的楚墓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
简牍；2023年，湖南郴州渡头古城
遗址发现1万余枚吴简；2023年底

公布的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战国
竹简3900余枚。

“近三四年各地出土的简牍
数量， 可能超过之前很长一段时
间的总和， 有的地方一次性就出
土了上万枚。”方北松说，原有存
量等待修复，增量集中出现，加剧
了“排队”现象。

专家介绍，除了存量大、增量
多， 简牍自身特性也给保护修复
工作带来诸多挑战。

“‘饱水简’长期泡在地下饱
水缺氧的环境中， 出土后如同煮
得软烂的面条，氧化后迅速变黑，
字迹常有脱落，且碎片数量巨大，
保护难度极大。”方北松说，简牍
保护修复要细心操作， 稍有不慎
就可能损坏简牍上的文字。

记者在荆州文保中心看到，
工作人员熊佳和同事正在对荆州
秦家咀墓地出土简牍进行清理，
每人面前一枚浸泡在纯水中的竹
简，用细笔小心轻扫简上的泥土。
“一枚简通常需要清理一整天。”
熊佳说。

除了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
燥定型、粘接修复等步骤，还需进
行红外扫描、数据采集、文字隶定
等操作，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与此同时， 专业简牍修复人
员相对有缺口。

荆州文保中心简牍项目负责
人史少华近日赴云南与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一同修复云南河泊
所出土的15700多枚木牍，预计到

2027年全部完成。“算上各地文保
工作站和地方派来荆州文保中心
跟班学习的文保人员， 只有20名
专业简牍修复人员， 人手比较紧
张。”他说。

由于专业简牍修复人员少，
一些地方抽调人员协助进行简牍
保护修复。

在简牍出土大省湖南， 湖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承担湖南省
简牍文物发掘、保护、整理研究工
作的主要科研机构。 目前该院共
有4名常驻简牍保护人员，还临时
抽调了2名保护人员和1名专业摄
影师协助工作。

多措并举让简牍焕发时
代光彩

多位专家表示， 简牍保护修
复还应进一步从技术、标准、人才
等方面入手，多点发力，让凝聚祖
先智慧、 民族历史的鲜活史料焕
发光彩。

针对当前存在的简牍“排队”
等待保护修复现象， 受访专家建
议， 提高简牍保护修复的数字化
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技术的更
新迭代对简牍保护修复非常重
要。我们现在使用的保护技术，结
合了物理、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
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相应扩展。”
史少华说。

记者采访发现， 近几年各地
文保单位已经探索创新一系列措
施，成果显著。

2021年起， 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简牍进行数字化保护，
通过高精度三维拍摄建模， 将包
含简牍材质、形制、文字在内的所
有信息转化成数字化信息。

荆州文保中心探索出采用连
二亚硫酸钠作为脱色主试剂、十
六醇作为脱水填充材料、 运用计
算机绘图及测量技术等保护修复
方法。“有一些简牍已严重变形，
但经过我们的修复，无一枚毁坏，
迄今都保存良好。”方北松说。

据了解， 简牍的保护修复和
整理研究还没有统一标准。 专家
建议，邀请权威专家集体论证，制
定全国性的标准和工作规程，明
确责任主体，设定修复期限。

不同于青铜器、 金银器等文
物，简牍往往内容晦涩难懂，研究
群体范围小，被称为“冷门绝学”。
随着国家扶持力度加大， 各地高
校持续加大简牍学人才培养。但
目前， 高校培养的相关人才仍以
简牍研究为重点， 简牍保护修复
人才不足。

“文物保护本是小众领域，简
牍的保护修复更是小众。”甘肃简
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副主任常燕
娜建议， 进一步加大相关人才培
养，注重学科交叉，统筹简牍学、
文物保护、化学等领域的人才，同
时优化博物馆保护研究条件，在
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

“修复与保护不是最终目的，
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展示利用才
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甘肃简牍
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 简牍保护
是第一步， 更需对简牍进行深度
挖掘， 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
精神， 释读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
的交流互动。 据新华社

等了千年被发现，再等多久被看见？
———简牍“排队”保护难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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