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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十四届中国（合肥）国际园
林博览会落下帷幕，这张老照片常常
被合肥市民提起，这是博览会会场的
前身——骆岗机场。它在上个世纪七
八十年代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
前作为合肥市地标性建筑反复播出，
成为一代合肥人的城市记忆。

从机场“华丽转身”为园博会会
场，背后还有政协委员贡献智慧的身
影……

辉煌的昨天

1971年民航上海管理局提出骆
岗机场扩建规模拟按二级机场标准进
行，作为安徽省局的基地，兼作上海管
理局的二线基地。其时，周恩来根据
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需要，指示中国
民航总局再次扩建首都机场，建设备
降机场。当时的民航总局以第二次扩
建首都机场为中心，同时选择天津、合
肥机场为备降机场，场址选定距离合
肥 市 11 公 里 的 巢 湖 北 岸 岗 地 的
骆岗。

1977年底，合肥骆岗机场建成启
用，机场用地4119亩，是当时的全国

“八大机场”之一。从初建时期年旅客
吞吐量只有2万余人次，到高峰期年
旅客吞吐量超过500万人次，骆岗机
场历经数次改扩建，不断发展壮大。

“那时候，打个车20分钟就到机
场。下飞机拖着行李坐公交，半小时
也能到家。”方便、快捷是骆岗机场留
在许多人心中的记忆。

然而，在近距离见证城市由小到
大发展的同时，骆岗机场也面临着不
可调和的矛盾：机场处在合肥市老城
区和滨湖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直接
影响老城区与滨湖新区的连片建设和
开发。机场限高、飞机噪音等，老、
旧、破、小成为许多人对合肥骆岗机
场的评价；并且随着合肥市大建设的
快速前行，人口不断增多，安徽融入
长三角的步伐加快，在中国中部地位
的迅速崛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日趋
紧密，合肥骆岗国际机场已经满足不
了客流、货物的运输需求，落后于时
代发展的脚步，这些使得搬迁势在
必行。

2006年，就在合肥骆岗机场升格
为国际机场的同时，也迎来了历史的
转折点。根据合肥市“十一五”规划，
将在该市西北31.8公里的肥西县高

刘镇附近修建一座全新的4E级机场，
即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2013年 5月30日 0时，合肥骆岗
机场正式关闭，将省会城市民航运输
的重任移交给了新桥国际机场。一个
属于骆岗机场的繁盛航空运输时代，
落下帷幕。

华丽的转身

繁华散尽，骆岗机场也落入时光
的尘埃里。很长一段时间里，骆岗仿
佛“隐身”了。地处合肥的地理中央，
四周是迭起的高楼大厦、穿梭的车水
马龙，唯独不见骆岗的新动作。这片
土地到底何去何从？其实，坊间关于
骆岗“未来”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在
兜兜转转 4 年后，终于有消息传来
——骆岗机场规划不作为通用机场，
该片区将打造“骆岗中央公园”的概念
也基本敲定。

2017年，合肥市政协专门召开会
议就“推进我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进
行专题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
我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建议》，其中
包含了对骆岗机场的重新规划定位，
骆岗机场作为曾经的民用机场，航空
配套设施齐全，这是合肥市发展通用
航空产业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在骆岗
中央公园的概念敲定后，骆岗的“复航
梦”终于开始起飞。

2020年 3月，合肥被确定为第十
四届园博会举办城市，选址就在骆
岗。2022年，安徽省首批低空试点空
域、航线获批。两位笔者携手积极探
索骆岗机场与低空产业结合的可能
性，用创新思维、全局眼光、精心布阵
城市第三种交通生态——eVTOL低空
交通生态。

2023 年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孙云
飞率队调研“加强合肥城市文化功能
建设、提升省会文化中心地位”议题；
2024年，合肥市政协委员胡迪建议，
在抢占空天信息产业发展制高点、提
升合肥市“新三样”发展优势中，骆岗
公园在打造全空间无人体系中，要加
强空天信息产业规划，构建城市空中
交通体系。

岁月如梭，白驹过隙。老照片的
背后，有过往的辉煌，有今天的奋斗，
其中也闪烁着政协人智慧的光芒！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政
协委员）

骆岗机场的前世今生
王正荣 郑慧

为考古研究提供重要样本

“由于时代久远，旧石器时代遗
址的有机物很少能保存下来，一般仅
能发现大量石器和少量动物化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
究所所长郑喆轩表示。

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
代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展示人和环境
关系方面最清楚、最系统、全要素
的遗址。其中一处动物化石遗存，
在 3.5毫米的长度内，分布着 11 道
长短不一、有一定规律的痕迹。考
古队队员与国内外环境考古、动物
考古和痕迹学等领域的专家反复研
究讨论，认为这种痕迹几乎不可能
是自然形成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
平表示：“对于公众，濛溪河遗址是
复原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远古时代的生
活场景，刷新了对旧石器时代社会生

活的认知。”
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背
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
东花丘、龟山等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平潭岛
系列考古发现，加深了对于中华文明海
洋性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周振宇表示：“壳丘头遗址呈现出我国
沿海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一
处史前聚落形态。”

“南岛语族早期人群海洋性、大陆
性兼备的特征，符合南岛语族起源于大
陆，并向海洋扩散的逻辑特征。”周振
宇说。

“在屈家岭遗址发现了最早的有水
坝的水利系统，标志着史前人类的治水
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
动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
造自然的跨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副研究馆员陶洋认为。屈家岭遗址位
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以屈家
岭为核心，是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
子坝和杨湾等10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
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多组
因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
并对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利系统展开了
详细考古调查。“水利系统的发现，实
际上把屈家岭遗址群串联成一个整体，
成为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

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
明表示。

为考古研究提供珍贵资料

陕西省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出土东
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辕车，
制作精美考究。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
器、骨器、漆器与殷墟商王陵文物存在
高度相似性，揭示了这一地区与商王朝
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战伟表示，寨沟遗
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
沟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陕北规
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遗址。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雷兴山表
示：“寨沟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令人印
象深刻。在田野考古中总结出的这一区
域所特有的‘多峁一体’的聚落分布形
态，丰富了学术界对于商文明的形成、
模式与特质的认知。”

新疆吐鲁番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
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
火焰山南麓，遗址年代约为唐至宋代，
是国内外罕见的现存景教遗址之一。中
山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于2021年开始
联合考古发掘。

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介绍，由于遗
址分布在一座山丘上，先后进行的两次
考古发掘，采用“虚拟布方”加“实际
布方”的方式，发现了遗址岗顶区的主

体建筑遗迹及山坡上的部分遗迹。考古
发掘出土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语种
文献，其数量达到876件 （组），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受到国际学术
界高度关注，保存如此完整的遗迹和丰
富的文物，为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
交流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室研究
员郭物表示。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
筑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
镇东南。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
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
与发掘，主要发掘了两座大型院落及其
主殿、配殿等 4 座单体建筑，以及回
廊、院墙等附属建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员汪盈介绍，本次发掘的院落是首次在
辽上京皇城内发现的辽代始建的大型坐
北朝南的建筑。“结合文献记载，本次
发掘的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规模庞
大、等级高、位置显赫，可能与重要辽
代早期建筑相关。”汪盈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多年来持
续在都城考古的理念与方法上进行探
索，为城市考古提供了参照。”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在遗址保
护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积的精细化发掘
和关键性解剖，来确认平面布局、营建和
使用的时代关系等，丰富了都城考古学
的理念。

重要新发现呈现考古研究新成果

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
论坛·2023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在京揭晓。

专家委员会从 30 多项考古
新发现中，评选出 6项入选项目
和 6 项入围项目。四川资阳市
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
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
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
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
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
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 6
项成果获得“中国考古新发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
示，新入选的“中国考古新发现”
项目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
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
了重要的材料佐证。

屐痕
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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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付裕）“明灯：
从威廉·莫里斯到麦金托什”特展日
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

据了解，此特展展出了英国维多
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等机构和藏家的共计近200
件展品，展现了以工艺美术运动为核
心的书籍装帧、插画艺术、家居染
织、金属工艺、陶瓷装饰、建筑设计
等领域的成就。

此 次 展 览 呈 现 了 1851 年 至
1930年间设计史的发展历程——从
工艺美术运动到新艺术运动和装饰
艺术运动的发展，直至现代主义风
格的出现。展览从第一件展品 《建
筑的七盏明灯》 到最后一件展品
《走向新建筑》，以建筑实践和建筑
理论为底层逻辑线索，展现了工艺
美术运动从萌芽到式微阶段的设计
风格演变轨迹。

“明灯：从威廉·莫里斯到麦金托什”特展开展

屈家岭遗址出土陶器屈家岭遗址出土陶器

“复社版”《西行漫记》

笔者收藏的“复社版”《西行漫记》
由胡愈之牵头翻译，参加者有王厂青、
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
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
益、冯宾符等12人；《续西行漫记》译
者是胡仲持、冯宾符、凌磨、席涤尘、蒯
斯曛、梅益、林淡秋、胡霍等8人，这些
译者都是上海孤岛文学时期“星二座
谈会”的成员。

据新华出版社《胡愈之传》记载，
“陈仲逸”是胡愈之的笔名；胡仲持为
胡愈之的二弟；傅东华、倪文宙、吴景
崧、冯宾符为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的
同事；林淡秋、邵宗汉、梅益是胡愈之
在《译报》时代的同事；许达是斯诺在
中国时的秘书，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早
期地下工作者郭达。另有资料考据，
王厂青有可能是粟裕的秘书蒯斯曛的
化名。

《西行漫记》的出版地是上海，是
重要文化中心、港口和工业中心，因
此，上海的出版物有较强的渗透力、传
播力和影响力。

由于复社版图书影响力大，需求
量大，《西行漫记》自1938年初版后一
版再版（目前可查到有5版），不仅有
平装本，还有精装本，《续西行漫记》也
是一版再版。

笔者收藏的复社版《西行漫记》为
第一版的精装本，1938年2月10日付
印2000册，1938年3月1日发行。在
书的末页，中国早期著名电影导演、编

剧、演员袁牧之用毛笔写了如下的“题
后”：“追求真理，解放人民，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建立一个强
大、富裕、人人平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
的理想！牧之，一九卅九年六月廿日于
抗大。”“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于抗大校转
阅，据说此书经历封锁，险落敌之手，历
时三月辗转几个地方达延安，至我读后，
已很破旧，固由我保藏。”

珍稀版本贵有签名，更贵有“题
后”。袁牧之的“题后”，脉络清楚，有时
间，有地点，有经历，特别是有“延安”“抗
大”“险落敌之手”“辗转几地方”这样的
词语，因而使这册上海复社首版的《西行
漫记》更显得厚重，难能可贵。

“复社版”《续西行漫记》

笔者收藏的上海复社版《续西行漫
记》，1939年上海出版，第一版，平装本，
封面设计与复社版《西行漫记》平装本一

样，红底黑字，扉页有海伦·斯诺赠给原
燕京大学学生李敏的赠言：

For Li Min, my favorite stu-
dent whom I loved much in memory
of Yenching days long ago, affec-
tionately, Peg, Nym Wales, New York,
Xmas, 1949（赠李敏，你是我在燕京大学
时最钟爱的一名学生，虽年代久远，但记
忆犹新，佩格，尼姆·韦尔斯，1949年圣
诞节于纽约）。

李敏是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1937
年毕业后更名为李慜）兼学生会秘书，在
校期间与斯诺、海伦夫妇关系极为密切，
共同参与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和游行示威；1936年夏斯诺去西北访问
红军期间，李慜经常到位于北平盔甲厂
13 号的斯诺居所去陪伴海伦，同床而
眠，彻夜长谈。（见李慜：“愿佩格·斯诺重
来未名湖畔”，北京出版社《一二九在未
名湖畔》，1985年）。

1949年，李慜与丈夫叶德光（原燕

京大学1930届心理系学生）一同访美，
在圣诞节之际，海伦将这本上海复社版
《续西行漫记》赠送给她。

新中国时期，李慜长期在外交部门
工作。笔者有幸在1985年曾陪同李慜
一起会见海伦·斯诺的侄女谢莉尔女士。

“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衡量一本书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
值，不仅要看它的作者、年代、珍稀度、品
相、签名、题记等，还要看它的社会影响
力。1938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和
1939年《续西行漫记》，在近现代中国革
命史上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对于这本书的影响，斯诺在专门为
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写的作者序言中
如是说：“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
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
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
容吧。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
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
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
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
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
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
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颇为风
趣地描述了《西行漫记》的影响力：“抗战
爆发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出其不意
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胳臂
下挟着一本未申请版权而偷印的《西行漫
记》，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在
一个城市，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暗地
里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抗大。
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
样的要求，这使我大吃一惊。望着他儿子
周围舒适优雅的环境，我说:‘令郎在那儿
要睡土炕，要自己做饭，还要自己洗衣
服。’‘是的，那个我懂！’这位教育委员回
答说，‘不过，如果儿子继续耽（误）在这
儿，他迟早要去为日本人洗衣服！’”

这两册散发着旧书年久的气息、页
面因时代久远有些风化和碎裂、不知有
多少人读过和传递过的《西行漫记》和
《续西行漫记》，凝视着签名者的墨迹，回
望那厚厚页面中的风云史诗、那一帧帧
照片中的红军将士，更感到今天国家独
立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来之不易。

[作者系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
（北大）、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

我收藏的两本“西行漫记”

19381938年上海复社版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精装精装，，袁牧之签名袁牧之签名

宋代文玩鉴赏颇为流行，对青铜器
研究亦有成果，并出现了仿古青铜器玉
器，简称仿古玉器。

玉云龙纹炉以青铜簋为蓝本，但在器
型和纹饰上多有变化，通体以“工”字纹为
地，上饰游龙、祥云和海水纹，圈足外撇，
两侧对称饰兽首吞耳。

此器内底阴刻清乾隆时期的一首七
言诗：“何年庙器赞天经，刻作飞龙殿四
灵。毛伯邢侯异周制，祖丁父癸似商
形。依然韫匵阅桑海，所惜从薪遇丙
丁。土气羊脂胥变幻，只余云水淡拖
青。”末尾署“乾隆戊戌孟秋御题”。

宋玉云龙纹炉

玉云龙纹炉，宋，高 7.9 厘米，
口径12.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宝藏
物语

BAOZANGWUYU

笔者很有幸收藏到“复社
版”《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
记》，并且还有签名：《西行漫记》
的签名者是著名电影工作者袁
牧之，除了签名，还有用毛笔书
写的“题后”；《续西行漫记》的签
名者是作者海伦·斯诺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