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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娱

探访东丽区唐代盐业遗址——

保护性回填，守护文化遗存

■ 本报记者 田莹

提起东丽区军粮城，可能有人知道，这
里在唐代是海运军粮的重要基地，因其修
筑城垣用于储粮转运而得名。但更多人不
知道的是，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东
丽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协助下，在对军粮
城遗址开展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有了新发
现——一处唐代盐业遗址初现真容。

目前，我市正在有力有序开展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在
“四普”实地调查阶段，东丽区文物保护
所运用多种先进测量技术与考古学方
法，再次对唐代盐业遗址的范围、深度以

及遗址内各遗迹的分布坐标等进行了更
为精准的测定。前不久，文保部门完成
了阶段性考古发掘和研究，对遗址进行
了保护性回填。

东丽区文化馆（东丽区文化艺术发展
中心、东丽区文物保护所）馆长王祎见证了
整个发掘的过程。他告诉记者，这次发掘
意义重大。这是近年来在天津地区第一次
发现、揭示出大型唐代夯土台基遗存，填补
了天津唐代聚落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探
讨文献记载的唐代“三会海口”提供了重要
实物参考。“唐代盐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
隋唐时期天津地区盐业考古的空白，使天
津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对天津古代港口

变迁以及天津古代人地关系研究有着重要
意义。”王祎表示。

更为难得的是，这次考古发掘发现的
遗迹与取卤、制卤、煎卤和晾晒等制盐工序
直接有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唐代制
盐作坊区。谈及这一重大发现，王祎向记
者介绍：“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天津盐业生
产的认知。天津作为退海之地，公众普遍
认为天津盐业主要采用滩晒法，而唐代盐
业遗址则呈现出完整的淋煎法制盐过程，
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天津盐业生产更为多
元、复杂的工艺体系，这无疑为天津盐业发
展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谈及对唐代盐业遗址的保护性回填，

王祎进一步解释说，尽管现代文物保护技
术不断进步，但在遗址发掘上仍面临诸多
挑战。长时间暴露在外的遗迹，受风雨侵
蚀、阳光暴晒以及温湿度变化等自然因素
影响，结构稳定性变差，文物的外观和质地
也会损害。同时，人为因素如游客的无意
触碰、周边建设活动产生的震动等，也会给
遗址带来安全隐患。保护性回填是科学且
具前瞻性的文物保护策略，能为遗迹和文
物营造相对稳定的环境，减少外界不利因
素干扰，延缓其老化和损坏速度。这一举
措遵循文物保护的最小干预原则，即在保
障文物安全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对遗址和
文物本体的改变；同时遵循可逆性原则，未
来若有更完善的保护技术和方案，可将回
填物安全移除或调整，不会对遗址造成永
久性破坏。

在考古学领域，保护性回填并不罕
见。许多大型遗址在经历阶段性的考古发
掘和研究后，都会采取这种方式。例如著
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遗址，部分区域在完
成发掘和初步研究后，也进行了回填保护，
以待后续技术进步时能有更好的保护和研
究成果。
保护性回填，不是历史探索的终点，而

是开启了更长期、更深入的文物保护与
文化传承之旅。它体现了文物保护工作
者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敬重，也让社会各
界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与复杂
性。王祎表示：“东丽区唐代盐业遗址的
发现与保护，是天津文物保护工作的重
要成果。它让我们触摸到天津古代盐业
的辉煌，相信在未来，随着科技与研究的
深入，这一遗址将为我们展现更多历史
精彩，成为天津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
力量源泉。”

本报讯（记
者 刘莉莉 摄
影 姚文生）近
日，我市“京剧票
友大舞台”第137
期在滨湖剧院上
演。活动由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
振兴京剧基金
会、市京剧票友
戏迷协会、天津
京剧院主办。
“京剧票友大舞台”是一项公益性活动，已经举办多年，意在为

票友搭起相互学习交流、提高艺术水平的“圆梦舞台”，为广大观众
建起走近传统文化的“百姓剧场”，通过群众文化的形式普及京剧，
传扬国粹。此次演出由三家津门票房分别带来《女起解》《霸王别
姬》《坐宫》等折目。

京剧票友登上大舞台

本报讯（记
者 刘莉莉 摄
影 姚文生）我市
在和平区金街大
铜钱广场持续推
出的沉浸式实景
戏剧《日出》颇受
关注。近期，这
里改为上演话剧
《钗头凤》片段。

话剧《钗头
凤》以我国伟大
诗人陆游的一段人生经历为故事情节。在金街大铜钱广场的
演出由王继世、刘景范等我市著名演员领衔，他们颇具感染力
的表演吸引游人驻足欣赏，呈现天津“生活中有戏”的浓厚戏剧
氛围。

来金街看话剧《钗头凤》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庆祝建社70
周年，本月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陆续推
出连环画《聊斋志异》系列全新选本、连环
画《三十六计》、“红孩子”系列连环画之《小
游击队员柳小猛》等新书。
连环画《聊斋志异》系列是该社首部大

型系列连环画册，也是连环画类的龙头产
品，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持续出品，

汇聚了诸多知名画家的笔墨，画家阵容之
强大，至今罕见。此次，该社精选该系列中
的部分作品，进行重新修饰绘制、整理，分
为四辑共20册陆续推出。最新与读者见

面的是第一辑5册：《婴宁》《画皮》《白秋
练》《青梅》《姐妹易嫁》。
由多位知名画家联合绘制的连环画

《三十六计》，曾于1982年至1987年在《故

事画报》上连载。此次出版，对部分内容进
行了重新修饰绘制、整理，邀请画家项维仁
参与绘制封面。
《小游击队员柳小猛》是“红孩子”系列

连环画的最新作品，由画家董洪元绘制。
该书讲述了勇敢机灵的柳小猛，在老乡的
帮助下，找到游击队并协助逮捕伪保长的
故事，以红色故事激发读者的家国情怀。

天津人美社推出新书

▲唐代盐业遗址内出土的青釉瓷碗和
白釉瓷碗。

�唐代盐业遗址内出土的莲花纹瓦当。
�在唐代盐业遗址发现的卤水井遗迹。

东丽区文化馆（东丽区文化艺术

发展中心、东丽区文物保护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