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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高中生，凭啥当上了文物普查员
本报记者 张 丹 摄影报道

近日，渤海新区黄骅市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18岁的李东林成为
最年轻的文物普查员。10岁时，他就曾被黄骅市博物馆聘为“文物保护志愿者”——

7月 18日早上 5点多，18岁
的李东林起床洗漱。半个多小时
后，他带着防晒衣和遮阳帽出门
了。

这一天，他要和其他几名队
员集合，去黄骅一处文物遗址进
行文物普查。

最年轻的文
物普查员

李东林是渤海新区黄骅市
人。他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对
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小时候，他就趁着周末不上
学，拿上自己攒的零花钱、骑上
三轮车到附近的村里走街串巷，
收集老物件。

有一年，在河边玩耍的李东
林意外发现河床上有许多陶器碎
片。这些陶片上带有文字和花纹，
这一下子可把李东林高兴坏了。

在之后的几天中，李东林心心
念念地想了解这些陶片的渊源，催
着父母给他买来了相关书籍。

后来他又通过网络查询、向
村上老人请教等，这才知道那里
是古城遗址。这也让他大胆猜测
这陶片很可能和遗址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后来，李东林将捡到的陶片
拿到黄骅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通
过研究，证实了他的猜想。

从那之后，李东林发现的文
物标本越来越多，达到了百余件。

为了让这些藏品得到妥善
保管，李东林的母亲把家里闲置
的三间平房收拾出来，让他用来
陈列自己的藏品。

当自己的“小小博物馆”里
的藏品越来越多，李东林已经不
再仅仅满足于研究这些藏品了。

看着自己一屋子的残片，李
东林的心里萌发了将它们恢复
原貌的想法，于是他开始查阅资
料，学习文物修复的方法。

这些年，经他手修复的文物
标本多达几十件。这也成了他最
自豪的事。

2022年8月份，即将成为高
中生的李东林想要为这些文物
标本找一个永久“归宿”，于是把
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捐赠给博
物馆。

黄骅市博物馆馆长张宝刚
说，李东林捐赠的文物标本时间
跨度很长，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
到民国时期。

因为掌握的文物知识比较
多，2016年，10岁的李东林就被
黄骅市博物馆聘为“文物保护志
愿者”。

去年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开始，各地陆续开启文物普查
工作。今年 6月份，黄骅开启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
作。李东林积极报名，成为这次
文物普查工作黄骅最年轻的文
物普查员。

“卡边”和“探铲”

李东林接触文物有十多年

时间，并且在文物鉴赏、修复方
面也有很高的天赋。

可参加文物普查，对他来
说是第一次。

上一次全国开展文物普查
工作，还是 10多年前，那时候，
李东林还是个孩子。

这次能成为文物普查员参
加文物普查工作，李东林说他觉
得既荣幸又激动。

“刚开始，我以为文物普查
就是上文物遗址去转一圈，简单
看看就行了。”李东林说，没想到
文物普查工作会这么辛苦。

每天早上 6点多，他会和黄
骅市博物馆的几名工作人员集
合出发。

“这一天的工作就算开始
了。”李东林说，到了遗址，他会
和一组的成员先对遗址的保护
情况进行简单查看。

“这项工作需要无人机配合
完成。”李东林说，无人机会在上
空对遗址的全貌进行拍摄。

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很重要
的一项就是要对文物遗址进行

“卡边”。
所谓的“卡边”，就是对文物

遗址的面积进行测量。
“这项工作说起来简单，但

做起来很费力。”李东林说，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记录里，会对相
应的遗址有一个详细的描述。

“我们会根据描述里的内
容，对遗址的边界有一个简单的
判断。”李东林说，之后他们就要
用专业的探铲工具进行探铲，

“按照惯例，用探铲向下打到生
土为止”。

“然后我们再从土样里看，
有没有文物遗迹。这样做，就是为
了让这一次普查的内容更详细。”
李东林说，“我们得保证我们的

‘卡边’范围之外，没有文物遗迹，
这才算真正的‘卡边’成功。”

李东林说，达到这种程度
后，要在遗址的东南西北四个方
向以及中间点的位置，通过专业
设备，卡一下遗址的面积。

“这个面积不能和上一次文
物普查时有太大的出入。”李东
林说，这样看似简单的一项工
作，要普查员经过几个小时的努

力才能完成。
“在‘卡边’的过程中，东南

西北这几个点的确定，就要靠普
查员走路完成。”李东林说，而在
确定这几个点的过程中，普查员
不知道要在遗址周边走上多少
遍。

李子札村的八亩洼遗址，面
积仅有 1万多平方米，但就是这
样一处遗址，完成“卡边”工作，
李东林他们也反反复复卡了几
个小时。

“现在正值伏天，我们身上
的衣服湿透、脸被晒黑。”李东林
说，不仅如此，他们每天都要走
3万多步。

玉米地里找遗址

刚开始得知自己能做文物
普查员，李东林激动又兴奋。

可真跟着年长的普查员走
进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李东林很
紧张。

“生怕因为自己的一句话或
者一个失误，影响了对文物遗址
的判断。”李东林说。

文物普查工作，不仅累，还
需要很多的文物知识。

“因为随时需要对现场的瓷
片等作出断代。”李东林说，只有

这样，才能把两个遗址明确地区
分开来。

在常郭镇故县古村落遗址
实地调查时，遗址附近已经种满
了农作物。

“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记录中的记载，这个古村落遗址
附近有一定的参照物。”李东林
说，但当他们到现场时，发现当
年的参照物有的已经不见了。

为了将古村落遗址描述得
更详细，李东林跟着其他队员在
一片玉米地中寻找古村落遗址
的边界。

因为这个古村落遗址与章
武城遗址临近，李东林他们在
两地的交界处捡拾了一些瓦
片。

“原来我们以为瓦片所在处
是古村落遗址。”李东林说，但通
过他们对瓦片的判断，发现这些
瓦片是章武城遗址的瓦片。

“这样，我们就要经过不断
地探讨，再实地考察。”李东林
说，在大家探讨、印证过后，才确
定古村落遗址的边界。

为了做这些工作，李东林
他们要不断在玉米地里走来走
去。

“辛苦确实是辛苦，但是能
将每一处遗址都描述得更精确，
能让每一处遗址得到最大的保

护，我们很高兴。”李东林说。
文物普查工作是辛苦的，但

在辛苦中，李东林也能寻找到很
多乐趣。

文物普查过程中，稍有闲暇
的时候，李东林就会犯“职业
病”——在遗址找文物标本。

“看见一片残片，我都要好
好看看，生怕错过有价值的文物
标本。”李东林说，这些天，虽然
他还没有在普查过程中发现比
较有价值的文物标本，但据黄骅
市博物馆馆长张宝刚介绍，其他
普查小组在普查过程中发现了
比较有价值的文物标本，“这也
是文物普查的意义之一”。

小普查员的梦想

在遗址的工作完成后，还不
是文物普查员一天工作的结束。

下午他们要把采集到的文
物标本带回到清洗室进行清理
洗刷。

经过刷子的清理，文物标本
暴露出原本的纹饰和颜色。他们
能更容易分辨出时代和工艺。

文物标本被洗刷干净后，还
要被晾干、拍照。

文物普查员还要对当天调
查的数据、资料进行复查，对新
发现进行研究论证，有不同意见
的话就请教专家，直到达成一致
意见。

李东林说，这样下来，每天
他们结束工作后，就到了下午 6
点多。

“虽然很辛苦，但对于我来
说，其实是增加了更多的实践机
会和向专业老师学习的机会。”
李东林说，这也是他一直期待的
生活。

“黄河故道，南北贸易，海上
丝绸之路……这座面朝大海的
小城黄骅蕴藏了文化发展过程
中的诸多要素。”张宝刚说，此次
文物普查工作，其实是对黄骅历
史文脉的又一次梳理。

据张宝刚介绍，黄骅境内现
有文物遗址 200多处，这都需要
包括李东林在内的 10位文物普
查员一一进行普查。

“工作量大而且很辛苦。”
张宝刚说，尤其是新时代对文
物保护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所以文物普查工作更容不得半
点马虎。

“希望更多像李东林这样的
年轻人加入我们。他们能为文物
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力量。”张宝
刚说，也希望通过此次文物普查
工作能将黄骅的历史脉络挖掘
得更深入。

今年 9月份，李东林就要成
为一名高三的学生。

李东林说，这次文物普查工
作，坚定了他以后的学习方向。

“我上的是职业高中，准备
明年报考文物考古专业。”李东
林说，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就
需要他更加努力。

“我会在以后的学习中用尽
全力，希望能通过以后的专业学
习，为家乡的文物考古工作作出
自己的贡献。”李东林说。

李东林李东林（（左左））正在进行文物普查正在进行文物普查

李东林李东林（（左左））向当地居民了解情况向当地居民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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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