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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在考古发掘中表示灰坑。灰坑就是古人利用废弃的窖穴、水井或生产、
生活取土后的凹坑，因倾倒垃圾使土壤变成灰色而得名。时至今日，我亲手发掘
过的灰坑成百上千，但博兴龙华寺遗址的H21是我发掘的灰坑中最难忘的一
个。H21的发现经过离奇曲折，今日忆起，依旧激动不已。但是想起那两方给我
意外惊喜的铭刻，则又满怀感慨，即便过去了1400年，我还是想安慰一下那两家
失去子女的父母。

杜昙靖造像记提取瞬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刘文涛

春雨后的扑朔迷离

2018年8月，为期5个月的章丘杏
行地宋金冶铸遗址发掘完后，院领导
安排我随李振光主任前往博兴县发
掘龙华寺遗址。这个1 2 0万平的遗
址，是迄今山东省内已知面积最大
的北朝遗址，因民国年间遗址上出
土隋代《敕建龙华寺碑》而得名。李振
光主任浸淫龙华寺遗址多年，是山东
魏晋至宋元考古的专家，我又是学习
的北朝隋唐考古，能随老先生一起工
作，这是一种因缘，心中暗自欣喜。

自2018年9月入驻工地，五个月
的发掘紧张而快乐，眼看着4号建筑
基址上的隋代大台基初露峥嵘。台基
外的砖砌水井到现在还盈满了清水。
一些零星造像残块的出土也让我激
动万分，得陇望蜀的我有时心里也琢
磨，啥时能出个窖藏坑或几块带题记
的造像碑就好了。有时也拿这话和李
主任开玩笑说，李主任眯着眼嘿嘿
笑，说道，“看你小子运气。”

2019年4月10日，2018—2019年度
发掘基本结束了。那年鲁北偏旱，一
春无雨，这天忽逢甘霖。对于只有雨
天、晴天，没有周六、周天的考古人来
说，这是个难得的休息日。忙了一春，
有些队员忙里偷闲回了久别的家，工
地上就剩我和两个技工。11日一早，
我和技工到工地安排民工们趁雨后
地湿“刮面”。闫老师看发掘区南头，
马老师看北头。按部就班地刮到上午
十点半。我正在探方边转悠，想着刮
完这次，用白灰撒出遗迹边缘线，航
拍全景照后即撤工地。正在琢磨着，
听闫老师喊我，我几步跑到他跟前，
一眼便看出刚刮后平整无尘的湿地
面上出现了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坑
线。这个位置就在工地南部一处唐
代建筑台基东外侧，离工地围栏大
门不足10米。我围着坑转了几圈，心
里在琢磨，这么规整的坑线，地层与
台基相同，又在台基外侧，在此次发
掘中还没遇到过这种形状的坑，应
该不是墓。我叫他拿探铲来打几个
孔，看看下面土质土色再做判断。可
惜因马上撤工地，工具都收拾回驻地
了。虽然没有马上勘探成，但我心里
却犯嘀咕了，这么规整，肯定是当时
人有意为之，下面会是啥呢？台基外，
大方坑，造像？造像！我脑子中闪现出
这几个字，不断地念叨。我不自觉地
摸起电话就给博兴博物馆马超副馆
长打，告诉他下午来趟工地，万一是
造像坑，要通过馆里协调安保问题。

中午吃饭，我又提醒闫老师下
午别忘记带探铲，饭后休息，我还在
琢磨这个坑的性质，盼着下午早点一
探分晓。下午两点上工，到了先打探
孔。长方形坑的四个角加中间打了个
梅花孔（勘探术语），其中四个孔在
半米左右的深度都碰到了砖。此时
我屏住呼吸，多么希望下面能传来
碰到石头的清脆声音（一般窖藏或
埋藏都是石质造像，有经验的考古
人员听声音与靠手感即能感觉探到
物体的大概材质）。可沉闷的噗噗声
分明就是砖的声音，他们都笑了。这
时马副馆长也到了工地，见了先打
趣，问我挖的佛像呢？我也一阵苦笑，
感觉希望可能落空。可一转念，这个
坑处在台基外，有砖，也可能与台基
有关，即使对台基有新认识也好啊。

我拍板，抓紧清理，闫老师坐镇，
调来干活细致的民工老高，按东西向
二分之一往下挖。土一锹一锹地挖出
来推走，说话间到了下午三点半，终
于清到砖了。待覆土去净，一块块砖
不规整地躺在那里，我的心一下凉透
了。这跟台基的关系也不大了。但砖
空间还是填土，一抠，还是填土，那就
证明还没到底，掀开砖，再挖，还是
土。又往下刨了一锹，就在铁锹往前
抬起托土的一瞬间，老高感觉到了

锹前缘碰到了石头，站在坑边的我
也听到了，赶紧让老高把锹原路抽
回来，我拿起手铲飞身下坑，用手铲
慢慢把刚才铲动的松土刮到一边。
几下后，石头露出了一角真容，是一
规整的方形石头一角，我赶紧顺着
一面清下去，就在铲拭方石上土的
时候，在石头的一面看到鼓出来的
覆莲花瓣，天啊，是莲座。再用毛刷
刷拭刚才露出的莲座侧面，几下就
露出了一行行清晰铭文。我到现在
都清晰地记得铭文内容：“大齐武平
六年七月癸丑朔十五日丁卯秦响为
亡女阿华敬造石像一躯……”怕碰
伤这尊莲座，我的手铲尽量先清理
莲座外围的土，结果刮了两下，又露
出来一个小的圆莲座，再刮，旁边还
有。我意识到了，哥们走了“狗屎运”
了，这确定是个造像坑了。后来发掘
完我也弄明白了，这个唐代建筑基
址下还有一层更早的台基建筑，当
时挖这个造像坑的时候，破坏了下
面这个台基外侧的包砖，等把造像
放进坑里后，又把原来破坏的台基
包砖压在了造像上面，再上部又填
土至地面。这就是我勘探先打到了砖
的缘故。

坑内外的惊心动魄

坑内的造像就像一个个沉睡千
年的小精灵，在叩开覆土的一瞬间，
都调皮地想往外蹦，一睹千载后的大
千世界。但这一刻，我必须沉住气，强
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直起腰，擦擦
汗。思索着下一步的计划与方案，今
天的清理工作肯定完不了了，完不了
怎么办？文物安全问题怎么解决？这
么重要的遗迹，刚才的清理方法有没
有疏漏？信息能不能最大限度地保
留？我一屁股坐在坑边，他们的眼睛都
盯着我，我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问题一个一个地想。先请马副馆长通
过博物馆、县文旅局上报县政府联系
公安局，晚上派公安干警和辖区民警
支援我们值班。接着打电话给李主任，
告诉他工地的最新进展，请他明天一
早从单位来工地。再看看刚才清理的
方法与思路，谢天谢地，按清理灰坑的
方法二分之一做，填土剖面都规整清
晰，埋藏的造像原位置未动。拿毛毡来
盖好暂不动，先落实刚才所想。

约莫半个小时后，马副馆长告诉
我，此事已上报县里，县委李书记正
在外地出差，委托吕县长抓紧处理。
吕县长高度重视，抓紧协调县公安
局、宣传部、文旅局众领导往工地赶，
现场调度协调，确保文物安全。很快，

县里领导、文博干部、公安干警都迅
速到达了现场。工地上从来没这么热
闹过，漆黑的原野上，有的打着手电、
有的开着手机灯，摇摇晃晃如同繁星
闪烁。吕县长对我说，有啥困难尽管
提，县里绝对支持。我说需要加强值
班力量，确保文物安全。县长当即安
排公安局落实，公安干警们个个好样
的，一声令下，兵分几路，有的去拖引
移动值班室，有的去拉应急发电机，
有的在工地外支竖铁杆，挂照明灯，
约莫两个小时后，一切人员、物资到
位。电机一响，工地上灯火通明。那一
晚的一切，我将铭记一生。

第二天一早李主任从济南赶来，
我有了主心骨，一切按部就班地发掘
清理，记录、拍照、绘图，各司其职。一
会儿清理出一个造像座，一会儿造像
座下又露出一个小佛脚，下面还有，
旁边还有，技工们自言自语中透出惊
喜不断。历时两天，清理完毕。最后清
理造像及残块二十余件，这是龙华寺
遗址首次科学发掘完整的造像坑，意
义重大。

清理完了，资料信息也做完了，
最后的一步就是提取文物。一切按部
就班，顺序而来。没想到，到了最后，
又锦上添花，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在
提取到最后一个单位时，是平放在坑
底的一块约40厘米×60厘米的厚石
板，表面看也算加工平整，但明显粗
糙。我开始还认为是块加工造像的石
料或半成品，因个头大，我和马老师
各抓四角，喊着号子往上抬，它在最
底，石板下面沾满了泥土，抬到坑上
的时候，就把原来的上面翻到了下
面，原来的下面就成了上面。我本想
着去去上面的土，好贴标签，不想用
竹扦刚刮了一下，随着一块土的剥
落，赫然出现了一行行小字。这几天
若干次的激动都麻木了，但到最后

了，没想到来了最重要的。我用尽最后
的激情，怀着激动的心，一点点拭去上
面的所有泥土，再用喷雾器喷洗这密
密麻麻地占据了整个石面的洋洋洒洒
的260余言。这是块刊于北齐天保五年
的杜昙靖为其亡子杜朗“建斯灵塔”所
刊的造塔记。山东近年来鲜有内容、字
数这么多的北朝铭刻出土。

碑铭上的舐犊情深

H21发掘结束后，我们转入了室
内整理，我激动的心也逐渐平复。转
而对H21中出土的《秦响造像记》和

《杜昙靖造塔记》陷入了深思。这两块
铭刻都是父母在子女殁后为其做功
德所刊。我想起了《战国策》上一名
言：“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在
北朝晚期，社会动乱，佛教大兴的时
代，这两家父母，都有丧子之痛，他们
舍资为寺院造像、建塔，他们或许淳
朴地认为，这是对已殁子女的往生来
世，乃至更长远的爱。

秦响造像记中载，这是一个生活
在1400多年前的五口之家，秦响夫人
许氏，两个儿子秦伏获、秦伏瑗，女儿
就是这位去世的秦阿华。我不知秦阿
华去世时的年龄、原因，但我却知晓
了她父母对她亡后的另一种深沉的
爱。造像记中载，“（佛像造成后）晕备
五色，焕若天成。”证明他们对所造
佛像进行了粧銮（彩饰梁栋、斗拱、
素象、什物之类，谓之粧銮）。换个思
角度考虑，这也是一种用心、精致的
爱。想到这里，谁不痛心，谁不感动？
我当时曾作打油诗一首来记述：“乐
陵郡中龙华寺，香火氤氲遮日天。秦
家有女名阿华，忽亡北齐武平间。阴
阳两隔一朝别，高堂兄长痛心肝。造
像一躯祈冥福，情长铭短莲座间。晕
备五色若天成，四方朝拜得永年。千
四百载沧桑过，寺坍像湮任变迁。时
维己亥寒食过，古物重光见日天，剔
尽尘埃读残字，后作俚句记此篇。”

《杜昙靖造塔记》记载得更细致，
这一家出身名门，是汉代青州、冀州
刺史杜道训的十世孙。他家住在祝
阿，三子杜朗年方弱冠，溘然长逝。昙
靖心悲，与“妻孙为亡息建斯灵塔。”
这个造塔记应该就是当年嵌在塔上
的。放眼省内，保留到现在的北朝造
塔记不多，龙华寺前曾出土《朱昙思
造塔记》，今又有《杜昙靖造塔记》，塔
虽不存，塔基可能还在，这都为龙华寺
以后的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还
有造塔记中提到了杜家原籍祝阿，后
迁到侨治的太原郡（今长清境内），杜
朗殁后埋在升城济水大堤上，这都是
很重要的历史地理信息。杜家迁徙的
原因是“永安中，邢贼逆命，显行中
州”。这是出土文献中对于北朝晚期邢
杲叛乱为数不多的记载，这需要专文
论述。龙华寺遗址资料整理完后，我于
当年的9月份到了德州禹城勘探，地点
就在祝阿城边，我专门去了一趟祝阿
城遗址，这是杜昙靖、杜朗的老家，我
曾写下一首《祝阿怀古》：“祝阿多见信
史载，元魏北徙徒骇边。愍侯于此溃张
步，卢氏据守弥烽烟。吾曾发掘杜朗
碑，贯属祝阿石上刊。今来城下探遗
迹，兼听村氓话丰年。”

秦响造像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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