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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气清景明，又是一年清明
时。一大早，山西省介休市民杜国华一家四
口出发去扫墓。他们带着一种形似燕子的
白面馍馍，这是清明节前两天蒸制的，除了
作祭品、自家吃，杜国华还用柳条将飞燕馍
串起来，挂在门楣上，“这叫‘子推燕’”。

“‘子推燕’是我们过清明最有代表性
的食品，柳与‘留’谐音，燕在我们方言中读
作‘念’，用来缅怀春秋时期晋国贤人介子
推。”杜国华说，当地常将清明节和前一两
天的寒食节一起过。“介休寒食清明习俗”
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相传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十九年，
在晋文公继位后不求功名利禄，与母亲归
隐绵山。晋文公烧山逼其出仕，怎奈介子
推坚执不出，葬身火海。为悼念介子推，人
们在他的忌日禁火寒食，后相沿成俗，形成

“寒食节”。如今，对介子推的怀念之情依
然在山西代代相传。

“介子推的故事流传了两千余年，缅怀
他的习俗带有深深的文化韵味和家国情
怀，为寒食节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底蕴。”民
俗学专家、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专家组组长曹保明说。

也有民俗专家认为，寒食节源于古人
的改火习俗。古人取火不易，寒食之际将
旧火种熄灭，清明之日再换取新火，寓意万
象更新。改火期间，人们只能吃寒食，故得
名“寒食节”。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时间上与
寒食节、上巳节相近。上巳节俗称三月三，
有水边宴饮、郊外游春等习俗。有民俗专
家说，清明从寒食节中继承了祭扫的内涵，
又从上巳节中接收了游春的内容，才逐渐
演变成为今天的清明节。

“寒食花开千树雪，清明日出万家烟”
“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
唐宋时期，诗人、词人常将两者并提。寒食
节扫墓的习俗在唐代得到官方认可，由于
寒食与清明在时间上相连，节俗慢慢融合。

随着时间推移，禁火习俗日渐消失，清
明节地位逐步上升。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清明节返本追宗、慎终追远的内涵
愈加深入人心。

“清明节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一个复
合型节日，思念是这个节日产生的最重要
原因。”曹保明说，清明时节大自然吐故纳
新，人们自然会想到逝去与新生、缅怀与传
承，这是对生命的感悟和感恩。 据新华社

杜国华家制作的杜国华家制作的““子子
推燕推燕””。。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80年代末，当许卫红从
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来到距西安
市区30多公里的骊山脚下时，她印
象最深的就是通往秦始皇帝陵那条
颠簸不平的土路和公交车行驶时的
尘土飞扬。

那时的秦始皇帝陵并不知名，
而许卫红在这里一干就是25年。

“考古是一项严谨而科学的工作，”
她说，“手铲、毛刷之间，历史的本来
面目被一点点揭示出来。”

秦始皇的遗产惊艳了许卫红：
深埋于黄土中的皮盾、弓弩、秦剑虽
残损严重，却仍可再现当年的金戈
铁马；陶片背面留下了古代陶工制陶
时的指纹，不禁让她陷入悠远的遐
想；而当一件朱唇皓齿的彩色陶俑刚
出土时，许卫红与“他”对视的那一
瞬，仿佛“穿越”到了两千多年前。

担任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
第三次发掘领队之后，许卫红的工
作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开始
与公众和媒体打交道。

秦始皇作为考古界的“顶流”，
人们对这位“千古一帝”抱有强烈的
好奇心：“考古发掘就是挖墓寻宝
吧？”“秦始皇的陵墓什么时候挖？”当
许卫红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些问题时，
她才意识到，真实的考古工作与公众
的认知之间，仍存在巨大的鸿沟。

“考古工作被称为‘象牙塔里的
学问’，它是严谨精确甚至枯燥乏味
的。但是，我更想把发掘现场那些
让人感动的、有意思的瞬间和考古
工作中的‘真知识’传递给同样热爱
中华文化的人们。”许卫红说。从那
时起，她有了给秦始皇兵马俑一号
坑第三次发掘的成果写一本通俗读
物的念头。

第一本书的问世并不顺利。当
她把《说说秦俑那些事——兵马俑
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纪事》一书初稿
交给第一位读者——当时正在读大
学的女儿时，女儿很快就泼来了冷
水。书中的专业术语都被圈了出
来，旁边批注着“不知所云”“什么意
思”，紧接着，母女二人为书稿的写
作风格起了争执。

女儿认为，书中使用的很多专
业术语，让公众读起来会觉得晦涩
难懂。许卫红说：“比如‘探方’这个
词，还有必要再进行解释吗？”但女儿
认为：“你这样的态度就很‘傲慢’，
公众凭什么要知道这个词？”

一句“凭什么”让许卫红突然意
识到，大众读物讲求通俗性和趣味

性，这与数据精准、逻辑严谨的考古
报告完全是两回事。

接下来的写作中，许卫红尝试
改变写作风格，选择公众对秦朝历
史的兴趣点和认识“误区”，结合自
己的发掘经历娓娓道来。从考古笔
记不是盗墓日记、彩俑是如何被一
刀一刀剔出的，到透视秦俑背后的
女人、秦朝男子怎样爱美，她从故
事、场景、典故切入，陆续完成了《说
说秦俑那些事——兵马俑一号坑第
三次发掘纪事》《考古有意思——秦
始皇的兵与城》《寻秦迹——透过秦
俑看秦朝》等书籍的写作。

在许卫红抽丝剥茧的叙述中，
她以兵马俑考古发掘现场为起点，
带领公众走进兵马俑制作的历史环
境，贴近秦始皇，体会秦帝国。

“她很像是一位福尔摩斯。”作
家马伯庸在《考古有意思——秦始
皇的兵与城》一书的推荐中写道：

“考古和推理破案有点儿像，两者都
是从细枝末节的线索出发，用逻辑
与想象力将其串联在一起，还原出
事情的真相。”

几年前，许卫红的女儿帮她在
网络上开设了名为“探方里的资深
美人”的账号，许卫红开始借助网络
向公众科普考古知识。2023年，许
卫红开始尝试用短视频、直播的形
式与公众分享有意思的考古故事。

在她发布的一条短视频中，她
自我介绍说：“曾经我的网名叫‘探
方里的资深美人’，探方是指考古工
作当中划分的最基本的工作单位，
我的人生第一次身份被冠以什么
长，就叫‘探长’。那个时候，我参加
了兵马俑二号坑的发掘，负责其中
几个探方的具体工作……”

“今天，我们连统一手机的充电
线头都很难，就可以想象2000多年
前秦朝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到底
有多不容易。”在短视频中，许卫红
以这样轻松调侃的方式，从日常生
活、社会热点切入来讲述考古话题，
受到越来越多文博爱好者的点赞和
关注。

从事考古这些年，许卫红感受
到了公众的变化：“从‘挖宝’的偏
见、到‘寻宝’的好奇，再到今天惊
叹于国宝的魅力与中华文明的
伟大，公众对考古工作的认知正
在不断提升。而传播普及考古
知识与文物常识，展现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也正是考古工作者的
职责之一。” 据新华社

考古研究员许卫红：

“不务正业”的探方美人
许卫红总是笑称自己是一位“不务正

业”的考古工作者。长期在考古发掘一线工
作，她的阅历可谓精彩：主持过秦始皇帝陵
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工作，参与了南水
北调中线河南及湖北段、陕西华县东阳墓
地、宝鸡地区秦文化遗址等调查及考古发掘
工作。

如今，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在担任秦都咸阳城考古领队的同时，她还进
行了更多尝试：写作了多本秦文化科普图
书，时常在咸阳城遗址担任义务讲解员，并
在抖音平台上用短视频为网友讲述考古发
掘背后的精彩故事。

她说，我希望用自己的这些“不务
正业”，来为公众展示考古工作有趣
又鲜活的“另一面”。

许卫红（右一）在为文博爱
好者进行讲解。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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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现
场，一把炭化的弓弩倾倒在兵俑
残片中间。 图据央视网

清明时节话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