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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年报记者 郦亮】

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最近揭晓。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新

石器时代遗址、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王

墩战国晚期一号墓、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6个项目入选。

从时间跨度来看，极为全面。6个遗址中，3个属于史前时期，其中一个为旧石器时代的大

洞遗址，它见证着3万到5万年前的人类活动；一个是新石器时代的下汤遗址；还有一个涉及史

前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寺洼遗址聚落。另外3个则是先民步入文字时代后的遗存，周原遗址

追溯到西周，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诉说着战国故事，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则展现了元明清时

期的风貌。这6个遗址跨越数万年时光，一直延伸至100多年前的清末。

文物类型方面，同样全面。这里有先民无意识雕琢的骨器，那是人类早期智慧的萌芽；有

他们建造房屋留下的遗存，见证着从穴居到定居的转变；有古老的城池，曾盛载着文明的起步；

有高等级的墓葬，彰显着特定时代的等级秩序；有至今仍能辨认的甲骨文，开启了中华文明的

文字篇章；还有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代表着高超的工艺水准。这些文物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

的历史脉络，犹如一条浩浩汤汤的大河，奔腾不息，从未断流。

这些遗址，有的是记者亲身前往探访，在实地触摸历史的痕迹；有的是记者亲耳聆听现场

考古专家的详细描述，从专业解读中感受历史的厚重；有的则留存于各种详尽的资料中。无论

亲身到过、现场听过，抑或通过资料看过，当我们直面这些历史遗存时，一种“可爱的中国”所带

来的暖意便会涌上心头。

近年来，“何以中国”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仿佛所有人都对中国缘何成为今日之中国充满

好奇。“何以中国”是一个深刻的问题，而“实证中国”便是一种有力的回答。这6个遗址，恰恰都

是“实证”。当我们伫立在历史的现场，亲手触摸着先民的遗存，呼吸着历经千年万年的空气，

深切感知岁月的深邃与豪迈时，内心深处不禁会呐喊：身为中国人，真的值得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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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写给陌生人的“情书”

当高铁清洁袋成为漂流瓶

你知道“高铁漂流瓶”吗？最近几

年，很多年轻人尝试着在高铁的清洁

袋上写下自己此时的感悟、对未来的

畅想、对陌生人的祝福等内容，当他们

下车时，他们会把这个“藏满心事”的

清洁袋留在列车上，直到被下一个旅

客发现。见字如面、纸短情长，他们在

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上，用最传统的

交流方式传递着自己的善意，而这也

是独属于他们的浪漫……

用“实证中国”来回答“何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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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就业供需错位

需刀刃向内的教育改革

高校应加强与市场的深度对接，

建立动态的专业调整机制，根据市场

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优化专业设置

和课程体系。同时加强就业教育引

导，破除“白领迷思”，鼓励大学生到

国家和市场真正需要的岗位上去。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一个孩子在由残片黏合修复的青花瓷缸前留影。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