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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一切，都
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

接触考古之前，霍巍是一名驻守在

祖国边防一线的战士，“雪林哨所”已成

为刻进他生命的地方。

1977 年 1 月，霍巍刚到部队不久，

新兵班长便推荐他到团直属勤务队。

为更好地锻炼自己，霍巍选择了到条件

更为艰苦的边防哨所。

那时，部队正掀起练兵备战热潮，

全团从各连抽调战士组建“尖子班”。

军事素质拔尖的霍巍，成了班里唯一的

新兵轻机枪射手。

虽说是新兵，但他的实力没有一个

老兵敢轻视。为提升轻机枪点射的命

中率，霍巍在老兵教学的基础上刻苦训

练，不断琢磨动作要领，射击成绩大幅

度提高。对此，老兵们都称他是“爱动

脑筋又能吃苦的好兵苗子”。

由于军政素质突出，入伍第二年的

霍巍，被任命为班长。那段时间，正值

哨所搞基建，所需的砖块、水泥等建筑

材料，都需要从山下运输。霍巍带领全

班早早起床，每人揣俩馒头、带一壶水，

就下山背运建材。十几公里的山路，每

天只能走一个来回。

“当时心里只想尽快建好哨所，压

根就没有感觉到累。”霍巍清楚记得，丛

林里多是蛇虫鼠蚁，加上多雨路滑，搬

运木材时，他们经常是扶着木材跪行前

进。至今，他对背运路上的每块歇脚石

仍记忆犹新。

霍巍个子大、体力好，每次背运都

是第一个完成任务。为不拖延施工进

度，他每天把自己背运的建材送到指定

位置后，再返回接应班里的战友。有时

进山伐木赶上下雨天，运回一根木材特

别艰难，甚至要一天一夜……

什么是苦？如今，已退役 40 多年

的霍巍告诉记者：“吃过当兵的苦，往后

遇到啥事都不叫苦了。”

高考制度恢复后，霍巍以优秀班长

身份参加了全国统考，并以优异成绩考

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上学期

间，他所在连队的战友为保卫祖国，都

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边境作战。获知消

息后，霍巍一方面为自己不能与战友们

并肩战斗而遗憾，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的

安全担心。

然而，噩耗还是传来了。

霍巍辗转从战友处得知，在一次战

斗中，老连队里和自己最要好的一名战

友负伤后牺牲。

“我上学临走前，他还和我约定休

假时来成都看我。”战友青春的面庞浮

现眼前，但这个约定已经是再也无法兑

现的承诺。

那天晚上，霍巍在宿舍里蒙着被子

痛哭许久，同时心里也更加笃定了自己

的选择。“命运给我选了路，却让我没能

和战友们一起上战场，这是我终身的遗

憾。”他坚定地说，“我现在的一切，都是

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绝不

允许自己干不好！”

带着战友的期冀，1983 年，霍巍从

部队退役后留校任教，先后被晋升为副

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了历史

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历史文化学院

院长、校博物馆馆长、藏研所所长等职

务。他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也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之一。

这是他对战友的承诺，也是对自己

的慰藉。

“正因为没有路，更
要留下自己的足迹，这样
后人才会有路走”

在远古西藏的历史中，不乏有许多

神秘的传奇故事。这片壮丽神奇的高

原，吸引着无数世人的目光，霍巍就是

其中的一个。霍巍的父母当年随部队

进藏，他幼时曾在康巴藏区生活多年，

和藏族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从军的经历，让霍巍对战争史和相

关的历史人物充满兴趣。从事考古多

年，他的脑海里时常会盘旋着“王玄策”

这个名字。这位生卒年月不详的洛阳

人，却在唐朝的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然而，中国史书对王玄策的记载

极少，新旧《唐书》皆未为其立传，王玄

策 所 著《中 天 竺 国 行 记》一 书 也 已 散

佚。王玄策这个“孤胆使节”，湮没在了

历史的尘埃之中。

1990 年 4 月，西藏自治区因缺少专

业考古力量，向全国借调人手。四川大

学考古系派出霍巍和李永宪两位教师

赴藏支援。那年，他俩刚刚 33 岁。

高原考古，风餐露宿，是公认的苦

差事。皮卡车穿越茫茫戈壁，颠簸的路

面使机油桶磨破。机油浸透了仅有的

一袋大米，大家连吃了十几天“机油盖

饭”；在通过高原天路时，霍巍眼见大片

山石从山顶滚落。进退两难之际，他们

只能咬牙踩油门加速，用生命与滚石赛

跑……

在蜿蜒的吉隆河谷，他和李永宪徒

步走了 7 天 7 夜，直到携带的干粮告罄

仍无所获。有人说：“你们想找的东西，

法国人在印度境内找了一个世纪都没

找到，放弃吧！”

“还走不走？”李永宪问。

“走！正因为没有路，更要留下自

己的足迹，这样后人才会有路走。”霍巍

的坚定，一如当兵时。

正当俩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

时，吉隆县宗嘎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

让俩人眼前一亮：“马拉山口正修水渠，

崖壁上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你们快

去看看，不然就被炸啦！”

这块涂满酥油、挂满哈达的石头，就

是“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唐代官方使节

王玄策和他的使团出使印度经由此地

时所刻下的，被誉为“20 世纪以来中印

和唐蕃交流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当霍巍和同事刷干净石刻后，他

知 道 自 己 叩 开 了 西 藏 考 古 新 发 现 的

“大门”。

“虽然跋涉于荒丘，但正是我所向

往 的 热 土 。”霍 巍 参 与 西 藏 考 古 30 多

年，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双鬓。他从

“大唐天竺使出铭”开始，史前的“细石

器”、比文成公主进藏历史更早的丝绸、

茶叶，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器、

金银器、珠宝、香料等不断被探知、发

现。它们褪去历史的风尘，将西藏的前

尘往事娓娓道来，让神奇瑰丽、扑朔迷

离的西藏历史文化，不再停留在“据说”

和“相传”。

1992 年，西藏的文物普查工作告

一段落，但霍巍还有个心愿未了。那

就是西方学者曾说过的“西藏没有石

窟寺”。

“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

像，几乎没有一座大型的石窟，这是中

国 佛 教 石 窟 发 展 链 条 上‘ 缺 失 的 一

环’。”心存疑惑和不甘的霍巍，从未放

弃过寻找。

一次，霍巍和李永宪率队结束调

查。在返回住地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

个牧羊少女要搭车。霍巍随口问了一

句：“你放羊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有画的

山洞？”少女点点头。

霍巍大喜过望，跟着少女来到一

处断崖，一抬头惊呆了：密密麻麻的洞

窟好像蜂巢一般，错落有致地排列在

崖壁上。

霍巍带着考古队员手拉着手爬上

崖壁。当走进其中一个洞窟时，他的眼

泪几乎流下来：中原风格的龙凤、波斯

风格的双狮、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菩

萨……洞窟中的壁画历经千年而弥新，

壁画大量采用青、绿为主的冷色调，含

蓄而内敛，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

想到了丝路敦煌……

这 就 是 被 誉 为“ 高 原 敦 煌 ”的 东

嘎-皮央石窟群，霍巍曾心心念念的佛

教艺术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终

于补全了。

近年来，霍巍在多年学术积淀的基

础上，又提出了“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

念，极大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这

一系列发现，对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和他的

团队获批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

家民委、教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基地，在三星堆考古、西南考

古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为展示中

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出了贡献。

“历史是我们面对未
来的底气，而考古是我们
观察历史的眼睛”

刚刚过去的蛇年春节期间，四川广

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文物展览

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吸引了大量游

客。博物馆推出的古蜀文明探秘、文物

修复体验等多项特色展览和相关活动，

让游客们在参观中深切感受古蜀文化

的魅力，享受了丰盛的文博大餐。

在 这 些 琳 琅 满 目 的 国 宝 级 文 物

中，有一件被网友称为“月光宝盒”的

青铜器，就是霍巍命名的龟背形网格

状器。

霍巍领衔的三星堆考古团队，全面

参与了三星堆遗址的 5、6、7 号祭祀坑

的发掘工作，并取得重大突破。如今，

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热衷于历史和考

古，霍巍颇感欣慰：“历史是我们面对未

来的底气，而考古是我们观察历史的眼

睛，年轻人热衷于逛博物馆，折射了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

不能限也。”参与西藏考古以来，霍巍一

直在寻“路”。这条路不只是无人区里

未知的方向，不只是不同时期东西方文

化交流通道，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

之路。

霍巍还在求学时，考古学界中有人

“言必称西方”。而他则始终传承着四

川大学几代人苦苦探寻的目标，坚持在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考古之路。

2013 年夏天，正值阿里高原的雨

季。霍巍和学生仝涛在象泉河流域调

查时，发现一辆卡车把路面碾出一个大

坑并陷入其中。他组织大家齐心协力

把卡车抬出来时，发现大坑底下竟然是

一座墓葬。

随后，考古队员在墓主人头部附近

的丝绸上发现了“王侯”两个汉字。这

引起了霍巍极大的兴趣：因为带着汉字

的丝绸，不可能是当地出产的，极有可

能是中央王朝赠予当地贵族首领的礼

物。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茶叶状残

渣。经碳十四测年距今 1800 年左右，

成分与汉景帝阳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

一致。

“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着，唐代文成

公主入藏，第一次给西藏地区带去了茶

叶。但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却发现了汉

晋时代的茶叶，比文成公主时代还要早

几百年。”霍巍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很

奇妙的收获吗？”

在霍巍的高原考古之路中，这样的

“奇妙收获”确实不少。当他把越来越

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起，一个崭新的

概念渐渐在他的头脑中建构起来。在

霍巍看来，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山河

阻隔，假如没有贸易或人员交流，很难

想象有这么多的巧合。在西藏考古发

现的证据，充分证明“青藏高原丝绸之

路”的存在。

“耕耘在祖先耕耘的土地上，走出

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尽到自己的

责。”霍巍说，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不断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

在山地考古、西南考古、道教考古、藏传

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形成了别具

一格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

从边防哨所到天府之国，背负着

牺牲战友的期冀前行；从川西盆地到

青藏高原，挥洒着饱蘸铁血的书生意

气；从西方理论到中国学派，传承着独

树一帜的考古之路。霍巍像极了一个

“白发”的少年，永远保持着一颗赤诚

的初心。眼下他最大的心愿，是到云南

边防的烈士陵园，在战友墓碑前敬献一

束盛开的山茶花，同时放上一块采自雪

域高原的白色砾石，以此陪伴长眠于此

的战友。

这种常常用来铺路的石头，正像霍

巍和他的战友们一样，将自己的梦想与

中国梦结合起来，共同铺就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之路。

从边防战士到考古学家，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霍巍—

在荒原雪山中探寻厚重历史
■王子冰 李 林 本报记者 辛 悦

立春过后，“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绿意葱
茏，到处一片生机勃勃。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教授霍巍的眼
中，家乡的春天不仅是原野中蕴含着蓬勃的生
命力，更是一座城市创新发展的无限活力。

68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是安享岁月
的年龄。然而，对于霍巍来说，一切好像才刚
刚开始。

“时间的概念是人创造的，在新事物面前人

不分年龄，考古人永远年轻。”霍巍的声音带着
军人特有的坚定，浑厚中透着沉稳执着。

岁月不掩儒雅，白发仍是少年。这位从边
防哨所走出来的考古学家，曾经多次拨开岁月
风尘，捡拾那些飘落的历史散叶，让未知的历
史不再停留于传说和想象，让一件件国宝级文
物重见天日，展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光辉
灿烂的华章，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供了宝贵的实物见证。

图①：霍巍（左一）在西藏考古现场。

图②：霍巍在边防某部服役时留影。

图③：霍巍（右二）在实验室为学生讲解。

图④：霍巍团队在三星堆发掘时清理 5 号

坑金面具。

图⑤：霍巍（右）带研究生进行考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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