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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49具烈士遗骨全部出土

巍巍太行，英雄吕梁。重回方山县峪口镇
南村，在革命烈士墓地进行分子考古研究的
往事历历在目。
南村革命烈士墓地是一块占地面积约

3—4 亩的坪垣，这里埋葬着国际和平医院第
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
考古团队由复旦大学的 5名青年教师及

11名学生组成。2023年 1月，吕梁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邀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
卿课题组对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
掘和分子考古鉴定，希望让烈士魂有所归。
史料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廖

承志等于 1938 年 6月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争
取获得更多国内外支持。截至 1946 年，“保
盟”为八路军、新四军援建了 8个国际和平医
院、42所分院、11800 张床位、20 个流动医疗
站，组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为支援敌后抗
战和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方山解放后，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下

辖的第七分院转移到方山县，院部和住院部
设置在南村，抢救无效牺牲的战士也就地安
葬在南村。墓地现场没有烈士姓名的记载，更
没有照片。对着无声的土地，文少卿能够想象
出当时环境的艰苦和战斗的艰难。
他告诉晨报记者，这是复旦大学首次组

织考古队对烈士墓地进行独立发掘。墓地现
场的工作分为田野发掘和体质鉴定两部分。
先将骸骨从墓葬里发掘、提取出来，进行清
洗，并转移到帐篷内进行解剖图摆放、体制测
定、病理分析、人骨三维立体扫描等检测。
从 3月 13日至 3月 24 日，埋在南村烈

士墓地的49具烈士遗骨全部出土。烈士遗物
也在发掘过程中同步现身，包括铜纽扣、陶瓷
帽徽、铜徽、子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
皮带及带扣……共有 90 余件器物，还原了烈
士生前的生活痕迹。
之后，包括崔海治烈士在内，49具南村烈

士遗骸被重新安葬在吕梁兴县晋绥解放区烈
士陵园。崔海治烈士的身份确认后，墓碑上的
名字从一个编号变成了他的姓名。

| 寻亲：“双盲”之下的颅面
复原成为依据

建立烈士 DNA
数据库、完成烈

士体质分

析、还原烈士个体生命史、复原烈士真实面貌
建立基础，这四项工作是文少卿团队回到复
旦校园后在实验室里完成的，历时半年多。
在此之前，课题组在烈士DNA寻亲方面

已有多年技术积累及成功经验。2015 年至
2018 年，课题组与田野考古学者合作共计收
集了 8个遗址的 572 个烈士遗骸，完成了国
家英烈DNA数据库的 1期建设。
“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想法，也是让

我们做烈士DNA寻亲，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
实现亲缘关系的比对。DNA寻亲可以帮助烈
士找回姓名，但是我们当时想做更多的事情，
复原烈士的样貌，让后人知道烈士是什么模
样。这就涉及到颅面复原技术。”
文少卿觉得，这是对烈士表达更深敬意

的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同位素
的研究，包括体质人类学和稳定同位素研究，
还原当时抗战的场景。到达南村之前，我不知
道当时的战争多么惨烈，我也不知道有的烈
士已经截肢，更不知道出土的遗物这么少。这
些都是现场发掘后才知道的。”
考古队成员的研究方向涉及多个不同专

业领域。担任项目总负责人的文少卿，博士毕
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队员的研究方
向包括分子考古、人骨考古、同位素考古、历
史人类学、古环境 DNA、病理影像学等等，领
队是科技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熊建雪。
根据发掘先后顺序，文少卿团队给烈士

遗骸编号M1-M49。“49 具烈士遗骨中，有
2具的颅骨不是很完整。所以我们做了 47位
烈士的颅面复原。”
文少卿向晨报记者解释，在没有颅骨的

情况下，从其他骸骨中提取DNA进行样貌复
原，推测这个人长什么样，这门技术叫做
DNA画像，但目前它的准确率不是很高，大
概在 70%左右。如果有比较完整的颅骨，能进
行颅面复原，准确率就能达到 90%以上，和人
物的原貌很接近。
编号“M19”经过 DNA对比，确认为崔

海治烈士。当时，崔海治烈士的侄儿崔玉岐正
在有关部门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来到吕梁寻
亲。
文少卿告诉晨报记者，烈士形象的颅面

复原，属于双盲结果。“我们跟崔先生联系，告
诉他M19是他的三叔，他非常激动。然后

我们把颅面复原做出的照片给他了。

过了一段
时间，他把他

父 亲 ———也就
是崔海治烈士兄长

的照片发给我们看，确
实是非常像。”

| 信念：总有一天会有
人找到他们

从吕梁回到上海，文少卿继续期待南村
革命烈士寻亲的新结果。“是有一些家属联系
我们寻亲，但是检测下来，都不是南村烈士的
亲属，他们可能是其他烈士的亲人。”
为了帮助更多烈士寻亲，今年，文少卿团

队继续进行疑似寻亲者 DNA 样本的鉴定。
“地方上把他们的样本寄过来，由我们进行公
益性的鉴定。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是河南荥
阳有人在寻找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亲属。一
位是彭克烈士的外孙孔繁民，想要找彭克烈
士的遗骸。我们在山西霍州找到了疑似遗骸，
带回实验室了，正在进行比对。还有一位山东
聊城的寻亲者，他的曾祖父随着刘邓大军南
下大别山时牺牲在安徽了，我们也在帮他做
样本鉴定。”
文少卿表示，如果有烈士家属想要通过

颅面复原还原烈士面貌，也是可以实现的。
“只要有相对完整的颅骨，人物面部的轮廓特
征就能基本确定。然后我们再通过 DNA 数
据，知道人物的遗传背景，比如他是北方人还
是南方人。获得信息后，我们选择相应的人
群，参照该人群的肌肉平均厚度、软组织平均
厚度等数据，以及人物年龄段和性别的参考
数据，还原出大致形象。”
到了这一步，复原还没有结束。“我们通

过DNA再去预测他是直发还是卷发，以及肤
色、瞳孔颜色，进一步还原。这是利用基因组
数据来实现的。”
文少卿相信，49 位南村烈士的 DNA 数

据有了，其中 47位还有了颅面复原照片，总
有一天会有人找到他们。“我们发现，很多烈
士牺牲的年龄都非常小，最小的一位只有十
四、五岁，他们没有后人，父母也早已故去，这
应该是目前寻亲尚无着落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看到崔海治烈士寻回亲人的故

事，给文少卿团队留言。“有人说，崔海治烈士
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群体的缩影。所有的
烈士其实都是我们的亲人。我觉得很感人。”
文少卿感慨。
崔玉岐发布过一首 75 年前李中林烈士

写给崔海治烈士的散文诗。这首诗写于 1949
年，距离崔海治烈士牺牲已有两年。诗里有这
样一段：“觉悟是甚么？一个同志，这是一个毫
无愧色的阶级的同志，他给我吃吃劲劲的上
完了这一课。时间过去了两年多，那生动的事
实的形影，仍在人心中燃着不灭的热火，那嘹
亮的雄美的遗言，又给人感觉无比的威武。”

文/晨报记者 何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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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9 位无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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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至，其他烈士的
亲属找到了吗？近
日，晨报记者采访
文少卿教授，得知
其他烈士的亲属

尚无确切消息。文
少卿表示 ：“希望
正在寻亲的烈士

亲属能主动联系

我们或国家退役

军人事务部。 ”烈
士亲属可以通过

口 腔 拭 子 采 集

DNA 与国家英烈
DNA 数据库中的
信息进行动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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