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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用古DNADNA点亮历史星空点亮历史星空

浣溪沙
莫道西风不等闲，吹寒冻遍万山巅。梅香独漫透幽帘。 一扇

雾窗凝为雨，几杯茶暖炉生烟。不觉卷落三更天。

朱永超（2019年国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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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9，名为崔海治”。不久

前，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刷爆朋友

圈。

一个分子考古学团队为烈

士寻亲的故事，也随之引发了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这个点亮烈

士名字的团队，来自我校的分子

考古学实验室。

在“本北高速”和定良路的

交叉路口，有一栋不起眼的小白

楼。这里就是实验室所在地，墙

外的碧绿茂盛的爬山虎记录着，

一墙之隔的这批学科背景各异

又志趣相投的分子考古学研究

者的春秋冬夏，见证着这支团队

破解一个又一个历史谜题。

走进成立于2020年、历史并

不久远的这间实验室，满目却是

浓烈的现代感，配备有纳米级X

光 断 层 扫 描 重 构 设 备 (Na-

no-CT)、autoflex speed 质谱仪、

超景深三维立体显微镜、手持式

三维扫描仪(3Dscanner)、全自动

DNA 提取仪、高通量基因测序

仪、专用服务器等相关设备。

实验室负责人是文物与博

物馆学副教授文少卿，现有科研

人员五十余人。团队以青年教

师骨干和学生为主体，融合了考

古学、人类学、遗传学、历史学、

数学等特色优势学科，是一个具

有很强创新能力的研究团队。

实验室基于最前沿的古基

因组学方法，致力于系统梳理古

代人群间的谱系源流关系，描述

中华民族“血脉”融合的动态过

程。团队长期承担着国家重要

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包括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欧洲研究委员会（ERC）“欧

洲地平线”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

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等。此外，

实验室还承担与各省市考古所、

博物馆合作的横向项目十余项。

什么是“分子考古学”，它到

底隶属于哪一个学科范畴——

遗传学还是考古学，人类学还是

历史学？文少卿认为，比起划分

边界，更重要的是提出有价值的

科学问题。“我们想要解决的终

极问题是中国人‘源’和‘流’的

问题，用扎实的考古证据为中华

民族写一个‘大家谱’，从根本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是文少卿的科研理想，也是整个

分子考古学实验室的共同追求。

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实验室

确立了三大科研面向，目前都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一是依托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五期项目，追踪仰

韶、龙山、先秦（夏商周）人群谱

系，助力书写中华文明起源史。

二是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

研究”，聚焦复原这一阶段我国北

方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三是

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高

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 DNA

数据库建设”，尝试创建法医考古

新范式，为无名烈士寻亲。

掌握前沿的古基因组学方法

是上述研究赖以开展的基础，对

人类遗骸中古DNA进行提取、扩

增和测序是解决科学问题的第一

步，但“绝不是测出来就算数

了”。“我们最关心的是怎样把中

国人的故事讲好。”文少卿说。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南村烈

士墓地的分子考古学研究，就是

团队用多学科方法讲好中国故

事的范例之一。分子考古学实

验室的5名青年教师和11名学生

参与了这项研究，文少卿为项目

总负责人，队员的研究方向跨越

分子考古、人骨考古、古病理学、

同位素考古等多个专业领域。

在对墓地进行科学考古发

掘后，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科技考

古分析检测工作。依靠高通量

测序技术，团队建立了南村烈士

DNA数据库，并成功为崔海治烈

士寻找到了亲属。应用人骨考

古方法，团队全面采集了烈士遗

骸的生理特征和病理特征，鉴定

了烈士的性别、年龄及其生前所

遭遇的创伤与疾病。通过稳定

同位素，团队努力复原每位烈士

的个体生活史。此外，团队还综

合了最前沿的三维扫描、计算机

及古 DNA 技术，首次对烈士面

貌进行复原，以数字化形式直观

展现烈士形象……一系列的研

究成果最终汇成一组震撼人心

的英烈故事，近期也被人民日

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共青团

中央等各大媒体集中报道，三天

内浏览量突破一亿次，收获了热

烈的社会反响。

对于新加入实验室的学生，

文少卿都会先观察半年到一年，

根据学生自己的兴趣、能力和理

想来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向。

在分子考古学实验室，没有“科

研民工”，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

科研“生态位”。

于瑶擅长干实验，文少卿就

着意在生物信息学方面对她加以

训练，如今她的古DNA分析能力

已经能独当一面。常欣热衷湿实

验，文少卿就让她独立负责一个

探方，对出土人骨的古DNA进行

提取、检测，目前她对宁夏闽宁村

西 夏 野 利 氏 家 族 墓 地 人 骨 古

DNA研究的初步成果已经在《西

夏研究》杂志发表。王克对动物

更感兴趣，文少卿就将他纳入“百

马计划”中来，即检测一百匹马的

古DNA，弄清古代家马在中国的

驯化和传播。许怡冉本科学的是

生命科学专业，现在专注于法医

考古领域，也是国家英烈数据库

建设项目的重要力量。目前大四

的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本科生张宇

轩，从大二任重书院学术训练营

开始就在分子考古学实验室接受

科研训练，现已直博复旦生命科

学学院，将继续他所热爱的量化

考古研究。

“对喜欢的东西，大家自然

会全力以赴，所以也不需要什么

打卡制度。”说起实验室成员的

自驱力，文少卿颇为欣慰：“同学

们都是自发地‘卷’，实验室一年

中只有暑假两周是没有人的。”

至于他本人，更是不折不扣的

“科研狂人”。

博士后熊建雪用“自由而有

活力”来描述实验室的氛围。实

验室的办公室是师生共用的，想

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老师现场

讨论，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也常常

能争取到实验室的支持。与不

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们交流也能

为研究带来许多启发，熊建雪表

示：“除了文博系同学，实验室里

还有中文系、哲学系、计算机系、

历史系、生科院等各个专业的同

学，不同思维模式下能碰撞出很

多有趣的东西。”

这支优秀的团队，在星空中

点亮历史和未来。

何芷颉（文博系2023级研究生）

人类可以听见什么？宇宙又

能听见什么？

对于听力正常的人来说，可

以听到的最低音调为20Hz，这大

致是管风琴踏板发出的最低的声

音；而人类听觉范围的另一个极

端，在没有感觉到不适的情况下

能 够 听 到 的 最 高 频 率 是

20000Hz。世界上有太多的声音

是人类无法想象，如果宇宙有和

声与旋律，我们是否又能够知

晓？

在《宇宙电影》的展览中，虽

然策展人没有刻意强调声音这一

要素，但其选择或穿插在展览中

的一些声音作品和作为影像背景

的声音给了我关于宇宙声音与人

类声音，宇宙听觉与人类听觉的

思考。

在展览的第一宫“星际自由

移动”里，《十的次方》首先让观众

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在

日常生活中，身处中观世界，人很

容易忘记星际的宏观存在，在一

级一级的十次方中，人的位置好

像被缩略成了幂方右上角那渺小

的，跟了数不清的零中的被概括

的其中之一。人如此渺小，是否

有可能人类在被造物者创造的一

开始就不被允许听到那么多声

音？“一个精灵报告说，流星是天

庭确保不被偷听的手段。”身处一

个具有有限性而又彼此隔膜的世

界，人不仅无法听到宏观世界的

声音，似乎也无法真实听到或听

懂中观世界其他生命、其他种族

的语言和声音。

语言是一种听觉框架，也是

思维框架。第三宫“万象”里，《天

雨粟》通过对不同地区人们说普

通话、阿拉伯语、英语、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藏语等语言的拼贴，及

其与土壤、植物、矿物、真菌与人

类牙齿的图像关联，探讨语言的

生态系统，以及打破语言隔膜的

设想。第二宫“偏蚀”中的《寻找

理性感知之旅》以深度加工的人

类声响，提供了一种声音生生不

息、变动不居的可能。《周易· 系辞

传》有言，“生生之谓易”，生成变

动为宇宙之本质，天地间本无人

世所言的美丑或对错，和谐与不

和谐是否也是人造的对立？

在第二宫漆黑的圆形展厅

中，正中一银铜色的金属书卷赫

然直立，观者站在其面前，勉强照

出自己模糊的身影。冥冥的背景

音如天之元音，却又让人难以辨

别。《你记不得自己》这一新型乐

器反思了人对于“协调”的认知，

展厅中的乐器轰鸣，似要使观众

消融于其中，而在这消融之中，声

音与非声音的界限也逐渐模糊。

“地籁，则众窍是已”，天地之

大音本无声息，以世界之山石窍

穴表达着自身。《地籁》的装置以

挂阵之排位强化了宇宙音声的形

上意味，而在音声之外，听觉、视

觉、现实、想象与梦的分隔也在

《如梦似幻的星星》中被统合在这

个以拉科塔族思维为基石的装置

中。三十场梦境被石头的几何图

案以远古的类似于结绳记事的方

式串联，它既是个体与族群潜意

识的一场视觉记录，也是将星星

与石块串联起来的声乐乐谱，这

使我们不禁思考，声音以空气振

动进行传播这所谓的“科学定律”

是否只是人在某一文化观念下的

偏见？宇宙可以听见什么？这似

乎并不是人能够妄自给出答案的

问题，但却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

跳出自身的狭隘与局限，去倾听

原本我们视作不和谐的、无规律

的声音。

龙雨萱（哲学学院2020级本
科生）

宇宙可以听见什么？

［美］艾米莉·狄金森 著

［美］玛尔塔· 沃纳，［美］

珍·伯文 编

王柏华 译

信封、包装纸、书页旁边的

空白处……狄金森晚期的大量

创作大多写于这些凑合的、易

碎的载体上，其中就包括本书

所收的52份信封诗手稿。

这些信封诗的创作时间跨

度为 1864 年至 1886

年，信封经过裁割，文

本带有勾画、涂抹的痕

迹，文字依据信封固有

的分区和形状向外发

散，从中可见狄金森在

页面上进行的视觉形

式实验和异文实验。

其文本内容多由简短

跳跃的词句组成，吉光

片羽，呈现出诗人晚期

创作的灵感流转。

本书由文献学者玛尔塔·
沃纳和视觉艺术家珍· 伯文联

手汇编，包含105幅全彩、原大

印刷的信封诗手稿影印图，附

有英文转写图，以及中英对照

的转写文本。

译者王柏华是中文系教

授，“奇境译坊· 复旦文学翻译

工作坊”主持人，艾米莉· 狄金

森国际学会（EDIS）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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