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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特殊的田野发掘：通过DNA鉴定和颅面复原

复旦考古团队让烈士重获姓名
今年3月，在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的带领下，一支由5

名青年教师及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在方山南村对长眠此地的49名革命烈
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作为此次科技
考古之旅的重要里程碑的“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
古研究成果展”，前天开始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向师生和公众展出。49名
无名烈士的相貌得以被世人知晓，这在国内尚属首次。经过DNA比对，其中
一位还重获了姓名。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故事始于
一场寻亲之旅

展览以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山革
命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项目为基础，
通过发掘过程、DNA寻亲、烈士死因、复
原照片、个体生活史等信息复原呈现的
方式，集中展示复旦大学科研团队依靠
学科融合和科技创新手段，对烈士遗骸
进行分子考古鉴定及推动英烈DNA数据
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复原、面貌
复原等一系列原创性成果，讲述英烈故
事，纪念和传承烈士精神，汲取新征程
上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奋斗的精神
动力。

故事，始于一场寻亲之旅。2022年
底，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
的崔玉岐根据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
士家属纪念证》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
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记载，
至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寻找其三叔崔海治
烈士墓，由于年代久远，墓地已难寻踪
迹。

通过查阅史料、走访村民，吕梁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发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一
块占地面积约3~4亩的坪垣上，埋葬着
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
牺牲的烈士，崔海治烈士极有可能埋葬
在这片烈士墓地中。

悠悠岁月，这片烈士墓地，无声诉说
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抗日战争爆发
后，宋庆龄、廖承志等于1938年6月创建
保卫中国同盟，争取获得更多国内外支
持。截至1946年，“保盟”为八路军、新
四军援建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所分
院、11800张床位、20个流动医疗站，组
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为支援敌后抗
战和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方山解放后，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
院下辖的第七分院转移到方山县，院部
和住院部设置在南村，南村烈士墓地中
安葬的应为第七分院中因抢救无效牺牲
的战士。

为了让烈士魂有所归，2023年1月，
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邀请复旦大
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对方山
县南山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
古鉴定。

“烈士鉴定是当代人文精神的回归，
是对烈士家属精神上最大的慰藉。”在春
寒料峭的3月，带着这份热腾腾的信念
感，课题组从复旦大学集结出发。在接
下来的六个月，他们经历了田野发掘、实
验室研究两个阶段的工作。

通过 DNA 鉴定和颅面复原获取烈
士的身份和形象，让无名烈士变有名，
并进一步通过体质鉴定和同位素分
析，复原吕梁烈士“不怕牺牲”“官兵平
等”“艰苦卓绝”等革命场景，“解码我
党、我军在艰难困苦情况下，依然取得
中国革命的胜利密码”，成为课题组进
发的目标。

从3月至9月，课题组在实验室里对
上一阶段工作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2023年 7
月9日，经过DNA比对，课题组确认方山县
烈士墓地M19个体即为崔玉岐的三叔崔
海治烈士。经过漫漫的寻亲之旅，崔玉岐
和三叔终于迎来了“团圆”。也因此，此次
在复旦展出的南村烈士面貌复原照片墙
上独独“点亮”了这张照片。

除了寻亲之旅的圆满结局，研究成果
还向公众诉说着更多生动的故事。

此次南村烈士墓地出土遗骸的平均
预期寿命仅为20.5岁，遗骸上有大量与
战争相关的创伤，多个个体的骨骼上都
发现有弹孔，涉及部位包括髋骨、骶骨、
肋骨、肢骨以及肩胛骨等，有的个体甚
至身中数弹。根据弹孔的形态，有的还

能推测出子弹从一根肋骨穿过到了第
二根肋骨。同时，多个个体下肢骨上发
现了严重的感染，很多最后只能截肢。

“难以想象他们经历多少痛苦，但即
使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他们依然能
不惧生死，奋勇前进。”文少卿感慨。他相
信，这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是一次最好的
思政课，在震撼之余在内心得到新的升
华。

另外，经过碳氮同位素分析，根据骸
骨的碳、氮值变化，课题组为烈士们还原
了个体生活史，从食物类型和营养级别方
面来看，他们发现烈士们在生命最后阶段

摄入的主要食物是C4植物，“很有可能是
小米，所以‘小米加步枪’的革命成功方法
是真实存在的。”

更重要的发现是，所有烈士的碳氮同
位素比值基本相同，“说明所有烈士生前
摄入的食物种类没有区别，这是官兵一致
最生动的体现，是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重要密码。”文少卿说。

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经过
这场科技考古之旅，课题组对吕梁精
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期待着这组
展览能让吕梁精神以更鲜活的故事和
形式给更多人带去力量。此前，课题组
在烈士DNA寻亲方面已有多年技术积累
及成功案例。因此，他们也真切等待寻
亲的烈士亲属前来联系，帮助更多烈士

“回家”。

经过8天的现场作业，49具烈士遗骨
全部重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包括铜纽
扣、陶瓷帽徽、铜徽、子弹、步枪弹、玉印
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等在内
的90余件器物。

田野发掘期间，考古队全员驻扎在墓
地附近的峪口镇，每天7点起床，8点前赶
到墓地动工，上午12点半收工休息，一个
小时后再回来，下午5点半左右结束一天
的工作。天干物燥，墓地附近没有厕所，
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个灌得满满的水杯，但
一天下来却难见水线明显下降——“没时
间喝，也不敢喝”。

这是复旦大学首次组织考古队对烈
士墓地进行独立发掘工作。整支队伍在
墓地现场的工作可以分为田野发掘和体
质鉴定两部分，首先需要将骸骨从墓葬里
发掘、提取出来，进行清洗，并转移到帐篷
内进行解剖图摆放、体质测定、病理分析、
人骨三维立体扫描等检测。

“每位发掘人员都是一丝不苟的，希
望将每一滴点细节都落实至字面，使每一
份工作都善始善终，让每一节人骨都完整

传递。”在发掘手记里，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2020级本科生蒋紫溪真挚地写道。

在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们看到了无数
令人扼腕叹息的景象，一次次泪流满面的
震撼是与年轻战士跨时空的共情。

一具遗骨在头骨眼窝上方有个穿透
式的弹孔，而从牙齿的磨损痕迹判断，这
位烈士年纪尚小；一具遗骨右腿股骨处有
平整的切痕，应该是在当时简陋的环境下
接受了截肢手术，但出于各种原因最终还
是不幸离世；还有的烈士墓里挤着两具骸
骨，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过去有着怎样的
故事，这些都还不得而知……

“在发掘现场，看到的震撼景象太多
太多。”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2级硕士生
王克感叹道。

王克师从文少卿。3月15日，他的任
务是发掘M10号墓室。当他小心翼翼地

铲出墓里人骨的轮廓，扫净每根骨头上的
浮尘，使这具骸骨露出全貌后，便被眼前
的景象震惊了：一具未完全发育成熟的骸
骨静静地躺在墓葬里，从膝盖处骨头显示
出的特征判断，这名烈士的生命大约停止
在16岁。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自己16岁时还
在高中读书，还很幼稚，有时偷懒，有时无
所事事。而几十年前，同龄的孩子却上了
战场面对枪林弹雨，甚至失去了生命。”王
克说。

王克的同门，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2
级硕士生许怡冉在本科阶段便跟随文少
卿接触烈士DNA寻亲项目，这次，除了现
场常规工作，她还负责和烈士亲属联系，
接触了不少烈士亲属寻亲的动人故事。

“这里沉睡着的烈士们不再是党史里遥不
可及的人物，而是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
个生动具体的人，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甚
至年纪比我们更小的鲜活生命。如果不
去发掘，英雄们将永远在土地里沉睡，如
果不去追寻，无名烈士们将只是墓碑上一
串冷冰冰的数字。”许怡冉感叹。

与年轻战士
跨时空共情

让红色故事
更打动人心

▲发掘现场。
◀通过 DNA 鉴定，让无名烈士变
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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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科技考古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