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父亲曹传松“投在工

作中的时间比起待在家里的时

间多得多”，但他对两个孩子

的职业选择造成了深远影响。

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原

因，曹莉跟随他们住在文庙院

子里，“一直住到我外出读书”，

她的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都在

这度过。文庙的文物馆藏是由

曹传松一手收集起来，因此，

曹莉一有时间就往文庙跑，“文

庙里的每一件文物我都认真参

观过”。

那时，曹传松经常会邀请

一些文物考古的同行到家做

客，席间，大伙热聊的话题往

往与文物发掘、保护有关，小

小的曹莉在一旁，耳朵里灌满

了各种专业词汇。

而令曹莉记忆深刻的还有

这么一件事情：一次县里开展

项目建设，按照规划，工程会

波及澧县的古城墙。曹传松得

知此事后，立即赶往现场，站

在挖土机前，用身体阻挡施工

对城墙的损害。被曹传松的行

为震撼，开发项目负责人修改

了建设规划，避开了古城墙这

一地段，“后来这面古城墙成

为我们澧县的一级保护文物”。

在耳濡目染和父亲的言传

身教之下，一颗关注文物、保

护文物的种子就这样在曹莉和

哥哥曹毅的心中发芽。

199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

相关部门陆续组织对城头山古

文化遗址进行挖掘。“每年秋

收之后开始挖，到春耕前结束，

一直持续到 2001年。”曹莉记

得，哥哥曹毅大专一毕业就参

与了城头山的考古挖掘，冬天

的澧县湿冷无比，但哥哥还是

坚持参加。不仅如此，曹毅还

选择深造，考上了湖南师范大

学的考古本科专业，在文物考

古这一道路上继续发展。

而曹莉中专毕业后，就一

直关注澧县文物考古的发展。

曹莉记得，2001 年夏天，

最热的时候，一个休息日，曹

传松安排她和另外一个工人

到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东边的稻

田祭台遗址区附近，一起对该

位置的地下土层进行勘探，做

文物保护防渗透工程的前期工

序。

根据分工，另外一位工人

负责用洛阳铲挖掘土壤，曹莉

负责查看挖出来的土质，并记

录下勘探出来的各项数据。两

人就这样搭配，工作了两个月

时间。“用的都是我的休息时

间，父亲还没有支付任何报酬。”

曹莉笑着告诉记者。

但此时的曹莉尚不知道，

她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缘分

远不止这些。一年后，澧县城

头山国家考古遗址管理处成

立，熟悉城头山挖掘进程和文

物保护两项工作的曹莉成为该

单位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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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考古父女档，发现并守护“中国最早的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我们家里 4 个人，有 3 个人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有着深深的羁绊。”11 月 8 日，站在城
头山遗址中央，听着掠过城池呼啸的风声，仿佛闻到了远古时期传来的稻花香，曹莉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正因为如此，他们一家人对城头山有着独特的感情。

位于常德市澧县澧阳平原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
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同时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世界最早、保
存完好的水稻田。

曹莉是澧县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副主任，作为这片古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
之一，她和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还有一段特殊的“缘分”：她的父亲是发现城头山遗址的考古
人员，而她的哥哥参与了城头山遗址的挖掘工作。

“我们一家人都将继续为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保护与传承贡献一份力量。”曹莉说。

时隔 22 年，曹莉依旧清

晰地记得自己到新单位报到时，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样子：当

时，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挖掘

已经结束，但整个遗址还没有

进行开发，保持着刚被发现时

的状态，城墙上生长着树木，

东边的护城河依旧被村民的生

活痕迹填埋，没有被挖掘出来，

城池中央零散地分布着十几户

人家，房前屋后是菜园和稻田，

“远远望过去，就是普通农村

的面貌”。

刚开始，曹莉和同事们的

工作更多的是“守城”，向村民

们宣传保护文物的思想，同时，

还要接待前来参观的专家学者。

2011年，在上级单位的支

持下，澧县开始对城头山古文

化遗址进行开发，开始

了大规模的建设，

遗址及周围地

区 的 662 亩

土 地 被 征

收， 十几

户居民依

次被安置

到其他地

方。

“建设

开始后，大

家工作起来没

有了休息日，加班

是常态。”在这次

建设中，曹莉负

责了景区的规划

设计、绿化设计

和展陈设计等前

期准备工作。但到了施工阶段，

曹莉也不能放松，她要守在施

工现场，及时和施工方沟通，

更好地推动自己负责部分的建

设。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

部门的支持下，城头山古文化

遗址的开发工作“推进起来

相当快”。2015 年，城头山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各项基础

设施建设已经完善，公园内

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博物馆

已经准备好，景区开始对外开

放。

在这之前，曹莉和同事特

地赶往长沙，精选了100 多件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

物运回了澧县。曹莉清晰地记

得坐在车上时自己澎湃的心情：

“我们的文物回家了。”原来，

为了方便科学研究城头山古文

化，在城头山遗址发现的 1.6

万余件文物被送到了湖南省考

古文物研究所，此前，他们向

外展示时，只能依靠图片和文

字描述。

看着澧县城头山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从无到有的模样，曹

莉的干劲更足了，她负责了文物

馆藏工作，和遗址本体的保护

工作，“对文化最好的保护是维

持挖掘前的状态”。为了让游客

直观感受城墙各时期土层的变

化，遗址公园内1号馆内展示

着城墙的横截面，受

潮湿环境影响，

2018 年，曹

莉在一次

例 行 检

查 中

发 现，

城 墙

底 部

长出了

青 苔，

“这算是

很严重的文

物 损坏”。曹

莉 一 边 检 测 着

城墙横截面的状

态，一边和专家

对接联系，开展

保护工作，“到现

在，我们还在观察着”。

尽管曹传松已退休多年，

但他闲不下来，依旧坚持在考

古一线，每年发布自己的研究

成果，而曹莉和同事们则在想

方设法为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增

加现代气息，“我们尝试了短视

频、微景观、IP 文化打造等各

种方式，希望让城头山活跃在

现代人的生活中”。

有关文物的故事还在曹莉

一家延续，“我的孩子大学时选

择了文物保护专业，现在已经

是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了。”说

到这，曹莉充满了期待。

看着电脑上城头山古文化

遗址刚开始被挖掘、保护的航

拍图片，曹莉的记忆回到了自

己的童年时光。

曹莉出生于1975 年，那一

年，她的父亲曹传松踏入文物

考古这一领域不到两年时间。

曹传松出生于1946 年，从

学校毕业后，他当过老师，后

又被调入澧县文化馆工作。一

次偶然的机会，27岁的曹传松

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

培训班学习，从此，他便爱上

了文物考古这一工作，并不断

通过学习、进修，逐步掌握了

更多的考古知识和技能。在之

后的数十年间，曹传松和同事

们走遍了澧县的每一个村落，

发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古文化遗

址。

1979 年 7月 28 日，“这是

我父亲永远刻在脑海里的日

子”。这天，曹传松和同事像往

常一样，正顶着酷暑在澧阳平

原寻找文物的踪迹。当他们从

车溪人民公社南

岳大队（现澧县

城头山镇内）村

干部家休息完往

车站方向赶时，

发现东面 300 米

开外的地方有一

块高出地面三四

米的高地。

“根据我父亲

在澧阳平原进行文物调查的经

验，凡稍高一点的台地、岗丘

极有可能是古文化遗址或古墓

葬。”曹莉解释，于是，第二

天一大早，曹传松就踩着自行

车，到了高地的西南角处观察。

当他登到高地顶时，发现这样

高出地面的土堆有好几个，并

呈方圆形围绕。经过仔细观察，

曹传松发现土堆下压着 1~2 米

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土层，他

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古城

遗址。而住在附近的村民也告

诉他：“这里叫城头山，相传古

代建过都城，这些土堆是城墙，

父亲意外发现“中国最早的城”

做“免费小工”，她被父亲安排勘探古城

曹传松（左）和同事在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考古现场。

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航拍图。

一家人文物保护的故事还在延续 

还有城门……”

曹传松越观察越觉得有道

理：西、北城墙外环绕的水面，

应该是护城河；东南西北城墙

上各有一个豁口，应该是城门

遗迹……曹传松立即将这一情

况向上级部门汇报。经过多次

挖掘勘探，直到 1996 年，这

才确定“城头山就是中国最早

的城”。

“如果当时我父亲发现了高

岗却没有坚持确认，可能城头

山古城遗址还要推迟好几年才

能被发现。”曹莉告诉记者。

曹莉在 2024 呼和浩特中
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
技术博览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