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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镇磨山村的“磨山”，与照片上的“磨石山”

只差一个字，有市民提出想法，会不会是口口相传时

出现了错误？26日，记者前往磨山村，采访村党支部

书记陆题文。

“村后面的山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名字，只是将

这一带都称作‘磨山坑’。”陆题文告诉记者。

陆题文今年61岁，小时候有10多年都在村附近

的山上放牛。1968 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他和几位小

伙伴一同在山上放牛，看见几个背着大背包的陌生

人往山上走。

“年纪小胆子也小，没敢上前去打听。”他说，这

一行有七八个人，个个都背着背包，当时猜测是地质

队员。

为了寻找与当初这些人有关的蛛丝马迹，陆题

文找来了村里 6 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聚在一起聊起

这件事。记者将网红照片展示给老人们看，老人们

回忆说，磨山坑群山中，确实有与照片中相似的地

方。于是，陆题文带上砍柴刀陪同记者上山。

“别看现在山上草木茂盛，当年这附近的山上都

没有植物，到处都光秃秃的，还能看到老鼠在山上爬

来爬去。”陆题文说。他站在村里老人探讨出与照片

中最相近的位置，只不过对面的山被他身后的树木

遮住，完全看不到远处景色。

离这个位置约 500 米的距离，有一间已经残败

的土房子，剩下的半截泥墙依旧挺立。老人们说这

是“守山铺”，大约在 1960 年的时候建的，当时附近

村的一名守山人住在这儿。

“我一看照片的背景，就觉得与我们村的‘虎头

缺’很像，可能这张照片的拍摄点就在我们村三叠

岩、磨石凹和虎头缺之间。明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

看。”28 日下午，舟山镇陈山头村党支部书记陈江林

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记者。

29 日，在陈江林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磨石

凹”。只见山峰重峦叠嶂，树木郁郁葱葱，与照片上

光秃秃的山顶截然不同。

陈江林说，现在山上都长满了毛竹、树木，所以

要找到那块张弥曼院士拍照时的岩石也很不容易。

或许那块岩石经过多年雨水的冲洗，可能不复存在，

但从照片上看，“虎头缺”和“三叠岩”极有可能就是

那张照片的背景。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一带放牛，对这里的地貌

很清楚，这一片确实有好几块大岩石。过两天，我准

备再去找找。如果真找到那块岩石，那对我们村来

说意义也很大的。”陈江林对记者说，接下来，还准备

请几个村民，对这里进行一些修整，尽量扩大视线，

到时再请专业拍摄人士来拍照，然后把两张照片进

行比对，这样就能甄别出那张照片是否在这里拍了。

记者从相关信息上获悉，张弥曼院士当时是“住

在一个小山村祠堂里的戏台上”。“我们村有祠堂，可

惜由于多年失修，前几年倒塌了，不过原址还在。”陈

江林说，这个重要信息增加了张弥曼当年居住的小

山村就是陈山头村的可能性。

记者随后采访了村里几位年长的村民。他们都

说，1968 年，确实有许多外地人来过该村，但不知是

否就是张弥曼他们的科考队。在那个年代，好像经

常有人拿着一些工具在村里、山上进行测量，而且祠

堂确实也有七八位科考队员住过。

时隔 50 年，当年的一些村民已去世；即使健在

的人，对当时的情况记忆也比较模糊。陈江林说，张

弥曼在磨石山顶的照片网上传开后，村民们都很兴

奋。这两天，大家都在议论，还进行了认真分析，一

致认为照片上的磨石山顶就是村里的磨石凹。“但我

们也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张弥曼院士当年在我们

村祠堂里住过，也没办法证实照片上的磨石山顶就

是我们村的磨石凹。但我们一定会继续去考证，也

希望媒体从另外渠道证实这张照片的具体位置。不

管这张照片在哪里拍的，对我们永康来说，都是一大

幸事。”陈江林向记者提出了希望。

1968 年张弥曼和队员们合影地磨石山，究竟在

我们永康的哪个村？本报将持续关注。在此，本报

也 敬 请 有 相 关 线 索 的 读 者 联 系 我 们 。 电 话 ：

13858913866(681866)，邮箱：425153197@qq.com。

三处疑似磨石山 众说纷纭仍待考证
——“世界级女科学家张弥曼与永康半个世纪的科考渊源”探寻之一

□ 记者 任晓 童英晓 见习记者 黄高浪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布了 2018 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杰出女科学家奖”名单，其中有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
随后，一张张弥曼在内的合照呈现
在公众面前，照片右上角标注着的

“永康磨石山（顶）1968年”字样，霎
时引起永康人的关注，并引发市民
广泛讨论：网红照片上的磨石山到
底在永康哪里？连日来，记者采取
多种方式，仍然无法与张弥曼院士
取得联系，无从求证准确位置。

总结市民的观点，并查找资料
后，记者找出三处比较相似的地
点，分别是石柱镇磨山村、前仓镇
馆头村以及舟山镇陈山头村。连
日来，记者前往上述三个村，探寻
与照片有关的蛛丝马迹，试图寻找

“磨石山”的真容。

张弥曼，1936年4月17日出生于南京，原籍

浙江嵊州，后随父母辗转江西。

古脊椎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2011 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

院士。

2016 年 10 月，获古脊椎动物学会的最高荣

誉奖项：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2017 年 11 月 13 日，张弥曼获“世界杰出女

科学家成就奖”。今年 3 月 23 日，张弥曼荣获

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称号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名声明中称：“她创

举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

提供了化石证据”。张弥曼对古鱼类化石的研

究，不仅为国内石油开采与古生物研究作出了

巨大贡献，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

张弥曼⇒
在永缙交界处前仓镇馆头村附近，有以磨石山

裸露地层而命名的磨石山群。看到那张照片上“磨

石山（顶）”几个字，有市民怀疑具体位置就在馆头

村。26日，记者来到馆头村，在村党支部书记李永保

的陪同下，找到了当年村干部今年91岁的李景补。

“我曾经给地质队当向导，在附近山上寻找一种

石头。”李景补说，当时是 1968 年八九月份，记得这

么清晰，是因为那时是他家房子盖好的第二年。地

质队带了一种药水，时不时在一些石头上滴，判断是

否就是要寻找的。

同年，有几十个挖矿的工人住在他家的楼板上，

住了一个多月。这些人原先住在山上，因为天气转

凉才不得不借住在他家。

他回忆，这些人就在小坟山上挖矿，利用机器往

下挖十多米。当时挖出不少半截手指厚、十几厘米

长的石头，上面有鱼、虾的模样。他也曾拿了几块回

家，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他已经忘了放在哪儿。

“现在还存有一部分矿洞。”李景补说。

在李永保的陪同下，记者前往“小坟山”，在半山

腰找到一个深约10多米、洞口不到1平方米的矿洞，

像是一口井。在不远处，还有另外一个洞口稍大、深

度稍浅的矿洞。

“当时我见到的人中并没有女性。”李景补说。

馆头村：91岁老人当年做过向导，家里住过地质队员

磨山村：50年前放牛娃，见过七八位地质队员

陈山头村：村里“虎头缺”与那张照片背景极为相似

张弥曼工作照

■ 相关链接

古脊椎动物学家张弥曼

1968 年，张弥曼与同事在永康磨石山

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