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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山村教师，收集石器近半个世纪，藏品一屋子，想开博物馆

“石器王国”藏山村 考古专家都激动了

虽然年代久远，但石器本身的
经济价值并不大，王学堂也从来没
有过拿它卖钱的想法。

在王学堂的心里，这些石器就
是一扇一扇的窗户，透过它们，现代
人能看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同
一片土地上生活、劳动的情景。

“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只要
不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文物，公
民均可以收藏。”吴业恒说，“但鼓
励公民将其收藏的文物捐赠给国
有文物收藏单位或者出借给文物

收藏单位展览和研究。”
这与王学堂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说：“我去咱洛阳博物馆参观过，
如果博物馆需要补充石器时代的
文物，我愿意捐赠一部分。”

不过，王学堂自己也有个大计
划，他要在老家开一间免费开放的
石器博物馆，将自己的石器藏品全
部陈设出来，让当地乡亲都能有机
会了解远古文明。

“我会用我的余生来实现这个
理想。”王学堂坚定地说。

愿望：开石器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远古文明

经过多年的“寻宝”，王学堂如
今已对新、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典型
石器了如指掌，成了名副其实的

“土专家”。每次有了收获回来，王
学堂都会仔细将这些石器标号分
类，并判断其大致年代。有时为了
有个可靠的结论，他还会拿着自己
的宝贝去郑州、西安找相关专家认

定。如果在某地发现的石器比较
多，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向当地文物
考古部门通报线索。

“像嵩县库区乡曲里村、闫庄
镇窑湾村的新石器遗址，都是我发
现后通知文物部门前去保护挖掘
的。”在王学堂看来，这才是他收集
石器几十年来最大的收获。

欣喜：“寻宝”中他为考古部门提供了不少线索

这些石器如果扔在路边，会
被很多人当成普通的石头。将这
些蕴藏着史前文明密码的石器从
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找出来，王学
堂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

去年11月，王学堂得了脑梗
死，回来后腿脚就不灵便了。即
便如此，他依然不听家人的劝阻，
一有时间就出去“转悠”。

“他现在还是成天惦记着哪
天出门能拾块石器回来。”王学堂
的妻子朱灵娥说。

其实，王学堂收集石器的辛
苦，朱灵娥了解并不多。为了节
省，每次他出门找石器，就只拿两
个干馍，基本不带钱。

有一次，他沿着伊河走到了

伊川县鸣皋镇。正是中午时分，
太阳很毒，身无分文的王学堂又
饥又渴。正好前面有个砖厂，工
人们见他面色异常，连忙招呼他
坐下休息。一口气吃下两个馍，
喝下一碗汤后，他才缓过劲来。

王学堂是1968年参加的工作，
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元钱。
可他每年都要拿出两三个月的工资
买有关文物考古的专业杂志。

不只是看杂志，这些年他还
花钱买了许多讲述石器时代文明
的专业书籍。“一本都要上百块，
俺们庄稼户哪有这些钱给他败。”
朱灵娥抱怨道。王学堂算了算，
这几十年，为了收集石器，他几乎
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痴迷：为收集石器，他几乎花光全部积蓄

这么多远古石器，王学堂是咋得
来的？这一切还得从49年前闫庄初
中初三班的一节历史课说起。

这节课，老师讲的是史前文
明，不到17岁的王学堂听得入了
神，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幅石器
时代人类生活和劳动的场景。

怀着强烈好奇心的王学堂，
上完这节课的第二天，就步行十
余公里跑到邻近的田湖镇，沿着
伊河河道“寻宝”去了。

这一趟还真有收获，他捡回来
一块一面呈斜弧形的怪“石头”。
历史老师告诉他，这是一把石斧，

是远古人类用来砍伐树木等用
的。在同学们羡慕的眼神中，王学
堂既得意又惊喜。

此后，王学堂这一爱好一发不
可收。按照他自己的统计，近50
年来，除掉陶片、瓷片、骨器等，光
石器他就收集了数千件之多。

溯源：49年前，一节历史课激起了他的兴趣

是什么让这两位考古专家如
此激动？

吴业恒和罗火金，均主持或参
与过我市多个考古挖掘项目。丰
富的考古经验，让他们练就了“鉴
宝”的“火眼金睛”。

吴业恒蹲下身子，先从搁在地
上的月饼盒里拿出一块个头较小、
一端平薄的“石头”，在手里翻转了
一下，说：“这是一把石刀，应该是
仰韶时期的，刀面上的小洞是当时

的人为固定刀柄而特意钻的。”
王学堂立刻兴奋地回应：“是

的！我这里还有石斧、石铲、石锛、
石凿、石锄……”根据他的指引，两
位专家将这些“石头”一件件拿起
来仔细辨认。

“这个是远古人类用的石镰，
一端还有锯齿，按当时的制作条
件，做工算是很精细的了。这应该
属于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7000
多年了！”罗火金道出了一件鱼状

“石头”的真实身份。
经过数小时的“鉴宝”，两位专

家初步认定：王学堂这一屋“石
头”，大部分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人
类使用过的石器，其中主要是生产
工具，有十余种之多。

“根据这些石器，可以看出新
石器时代生活在河洛地区的远古
人类在石器加工技术方面的演进
过程。这对新石器考古研究有着
重要意义！”吴业恒说。

惊叹：一屋“石头”，多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用品

嵩县闫庄镇竹园沟村，四面环
山，树高泉清。村民们都知道，村里
有个“怪人”，天天往家里拾“石头”。

“不能吃不能用，跑恁远去拾
‘石头’回来干啥？”总是有人这样问。

这个“怪人”就是王学堂。他
在村小学教了一辈子书，在村里很
有威望，但就是少有人理解他这捡

“石头”的“怪癖”。
王学堂家不大，一个小院，四

间屋，其中一间门上常年挂着锁。
这间屋里不住人，而是用来堆

放王学堂这几十年来从外面捡回
来的“石头”。为了向慕名而来的
考古专家展示他的宝贝，王学堂打
开了这扇不轻易打开的门。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门一
开，眼前的景象依然让我们吃惊：
这间五六平方米大的屋内，旧床
上、柜子里、空地上，堆放的全是

“石头”，其中一面墙也被用绳线挂
满的“石头”占满了。

这些“石头”有的一端呈刀刃
状，有的一面磨损严重，有的外形
与现代所用器具非常相似，看起来
大多都有人为打磨的痕迹。

“你这儿好东西真不少！”还没
等王学堂开始介绍，来自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的资深考古专家吴业恒、
罗火金就先激动了。

探访：村里有个“怪人”，天天往家拾“石头”

有首歌里唱“精美的石头会唱歌”，而在
66岁的王学堂眼里，貌似朴实无华的石头，也
可能是一个“宝盒”，里面藏着远古人类生存
和史前文明信息的珍贵密码。

这位嵩县山村的退休教师，在近50年的
光阴里，不断地收集着古人类石器，如今藏品
已数量惊人。15日，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
古专家对这些石器逐一鉴定后激动地说：“老
王的石器藏品，对洛阳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
古研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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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吊坠，小而精致。②双刃石斧，比较少见。③多款石镰，
右一为半成品。

石磨盘及
石磨棒，是新
石器早期典型
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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