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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他，马上要过40岁生日了。

这40 年来，“他”挖出了浙江很多著名的博物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良渚博物院、绍兴印山王陵、龙泉博物馆、上林湖博物馆，还有即将亮相的安吉古城博物馆⋯⋯

“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浙江丰富多彩的史

前文化，也都因为“他”，相继出现、得名。

最近的高光时刻，是“他”培养的一个“孩子”——良渚古城遗址，一个多月前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就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1 月，省考古所即将迎来建所 40 周年生日，还要从杭州的假山新村搬到教工路的新家。

前几天，所里委托钱报记者一件事：能不能请大家帮我们设计一款 40 周年纪念 LOGO（标

志）？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要过40岁生日，约你一起设计纪念LOGO

我们的博物馆这么有逛头，都是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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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给他送出

一份礼物吧。

本报讯 上周末，2019上海国际青少年

钢琴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

作为中国最顶级的青少年钢琴盛会，今

年“浙江音乐学院代表团”的表现令人惊艳，

总共 22 位参赛选手，获得了专业青年组、专

业少年组、专业公开组等不同组别的多个奖

项。

在国内钢琴界，上海国际青少年钢琴大

赛不仅仅是一场钢琴比赛，更是中国青少年

钢琴学子心目中的殿堂。今年，有来自全国

27个省市分赛区的1177名选手参赛。

闭幕式上，颁奖嘉宾阵容同样颇具分

量，包括：上青赛组委会陆海军主任、艺术

顾问唐哲教授、评委会主席朱雅芬教授（郎

朗启蒙老师）、国际评委储望华教授、白瑞·
施耐德教授、马克西姆·莫吉列夫斯基教

授、阿萨夫·左哈教授以及来自中国各省市

钢琴学会、钢琴专业委员会、钢琴专业高校

系主任们。

他们将沉甸甸的奖杯，交到了每个获奖

学子手中。

仔细看今年的获奖名单，“浙江”出现的

频率，比往年高了很多。以特等奖为例，28

个获奖者名单中，竟然有9个都是来自浙江，

接近 1/3。其中，专业组别有 5 位获奖者，来

自浙江音乐学院。

朱昊是浙江音乐学院钢琴系的老师，

他 告 诉 记 者 ，这 次 钢 琴 系 的 发 挥 相 当 亮

眼。学生明亮，获得本届大赛最大奖——

专业青年组特等奖第一名以及年度评委会

大奖，算是今年的当红炸子鸡。而宋量迹、

王文昭、张楚涵等学生，则分别斩获专业青

年组特等奖第二、第三名，专业公开组特等

奖第三名等奖项。

这一次，浙江音乐学院在上青赛中的集

体爆发，并非偶然。

为了让参赛学生适应舞台，浙江音乐学

院从几个月前，就让他们参加许多校内校外

的演出，“聚光灯下锻炼得多了，自然就不会

怯场，比赛中的发挥也会更稳定。”浙音的老

师说。

学校还优先给他们安排一些大师课，进

行小技术层面的点拨。

当然，再多的客观因素加持，也离不开一

个核心——练琴。

朱昊告诉记者，这些获奖的学生，几乎每

个人每天的练琴时间都在5个小时以上，“文

化课之外，其他在学校的时间都泡在琴房。”

而像专业青年组特等奖第一名获得者明亮，

更是出了名的“练琴狂人”。

对于广大琴童来说，这也印证了一个不

变的真理，“练琴练得多的，不一定弹得好，但

弹得好的，一定练得多”。

本报记者 陈宇浩 通讯员 吴思娴

浙音拿下“上青赛”多个重磅奖项，获奖者身上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点

个个是练琴狂人，每天泡琴房5个多小时

雷峰塔考古现场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

1979年，以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为基本

力量，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了，1986 年更

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年，“他”毫

无疑问已经成为网红考古所啦。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省考古所原来有一

个专用所徽，就是用良渚神像设计的。为了

让它活泼一点，独特一点，神人羽冠上还特意

画上了“三根毛”。而这次想征集的 LOGO，

是专为省考古所40岁生日打造的。

老话说得好：四十而不惑。在浙江省考

古所大当家刘斌所长的眼里，这句话，也是今

年所庆的主题词，恰好可以概括浙江考古所

走过的40年。

“前 40 年对人生来说是个积累阶段，对

浙江考古来说，也是积累阶段，现在算是成熟

了。”刘斌说，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考古

的主要任务，还是积累，“挖到很多东西人们

都不认识”，而对中国史前考古来说，这40年

的任务是逐渐认识文化面貌，确认文化分布

区域和每个区域的文化谱系，以及探讨各地

区之间的文化关系，所以每挖一个遗址往往

就是填补一个空白。

比如，2002 年，安吉、长兴两县发现 31

处旧石器地点，改写了浙江无旧石器时代

文化遗址的历史，将我省远古人类活动的

历史从距今 5 万年一举上推至距今 100 万

年。

比如，省考古所的 3 个明星项目：“余姚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余杭良渚文

化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南宋龙泉窑遗址的

勘探与发掘”，获得了“中国20世纪100项考

古大发现”殊荣。

还有3位种子选手：良渚遗址、大窑龙泉

窑、上林湖越窑，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

更别说考古界的奥斯卡“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从1990年开始评选，浙江省考古所

已入选 13 项，其中就有轰动全国的“雷峰塔

遗址的考古发掘”等，光是良渚遗址的新发现

就已经7次入选十大。

40岁，他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走向不惑之年了，接下来不是走一步看

一步——碰到哪儿挖哪儿，而是做我们自己

想做的事情。”

刘斌说，除了日后配合基建做好日常考

古和保护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主动性思考、

主动性发掘，“考古中国，未来，我们要用考古

来构建中国大历史。浙江在中国大历史上，

能起到关键作用、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什么？

比如农业起源，我们有上山文化、河姆渡文

化、马家浜文化；有国家起源：良渚文明；还有

越文化、南宋文化，以及如青瓷中心等物质文

化。浙江能在中国大历史中起到更大的作

用。”

好了，趁着“他”生日即将到来，赶快送上

你的生日礼物吧，获奖作品的最高奖金达

3000 元，还有机会用于考古所为 40 周年生

日定制的文创产品中哦。

即日起至 9 月 20 日，征集正式启动，参

与方法和细则请扫码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