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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己的英烈
为什么自己不能完成鉴定

文少卿走上为烈士寻亲之路是因为一条朋友圈。
9年前，他刷到一位学者说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

遗骸腐蚀严重，还受到枪械金属污染，DNA提取工作
非常困难。委托机构建议将这批烈士遗骸送到英美
权威机构测试。

“我看到后，坐不住了——‘中国自己的英烈，为
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完成DNA鉴定？’”文少卿说。

在此之前，文少卿团队的实验室常年研究古代遗
骸，在鉴定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有了这份科研底气，
他们马上投入到近代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中。

2015年起，文少卿团队先后完成1200多具烈士
遗骸的鉴定工作，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淮海战
役等。他们在考古发掘、体质鉴定和DNA实验中，发
现无名烈士遗骸上大量与战争有关的创伤。

文少卿说，每一次回忆起这些场景都心痛不已，
但他同样迫切地希望更多人听到这些无名烈士的故
事，帮他们找到名字和回家的路。

挖掘鉴定过程中
揭开许多触目惊心的细节

2023年，受山西省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
文少卿团队对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
分子考古鉴定。他们发掘了49具无名烈士遗骸，经鉴
定，这49位无名烈士平均预期寿命仅20.5岁，最小的
不到14岁。

其中一位编号为391的烈士只有十四五岁，他生
前腿部严重感染，从事着与年龄不相符的高强度工
作，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家住何方，是否有家人惦
念。

想到这位小战士牺牲前或许只能听到枪炮声、轰
炸声和惨叫声，今年清明节时，文少卿带着学生在战
士的墓前送上一个音乐盒。“为他补上一段动听的旋
律，让他听听现在十四五岁少年习以为常的声音，听

听他那短短一生没有过的岁月静好。”
在挖掘和鉴定工作中，文少卿团队还揭开许多触

目惊心的细节。
很多战士骸骨上有弹孔，根据形态可判断，子弹

大多从正面打来；有的战士身中数弹，肋骨里还遗留
着弹片，可能没来得及接受手术，就因伤势过重牺牲
了。“可以想象，战场上这些不过二十岁的青年们，迎
着子弹呼啸，冲了上去的场景。”

还有大面积感染之后被截肢的烈士，截肢处边缘
仍带着小骨碴，“可以想见他们是用非常简陋的工具
在锯，因为看不见肉里的情况，锯到最后，可能直接就
掰断了”。

当地村民告诉文少卿，他们父辈那时在墙外听到
过小战士们彻夜哀嚎，“心疼得直抹眼泪”。

在河北雪村，他们也发掘到了残酷的战斗现场。
在一箱遗骸中，有2位烈士和5个小孩，最小的孩子才
十几个月大。“可能是战士们护卫着一群小孩一起突
围，不幸全部遇难，这个画面非常惨烈，异常悲壮。”

看到这些无名烈士遗骸上的创伤，文少卿团队的
老师和学生经常边工作，边抹眼泪。英烈长眠，骸骨
无声，留下的回响却震耳欲聋。

烈士忠骨所埋之处
让你看清是谁点起万家灯火

虽然文少卿团队已先后完成1200多具烈士遗骸
的鉴定工作，但其中能找到在世亲人的烈士屈指可
数。

编号为“M19”的烈士就是吕梁南村49名无名烈
士中最幸运的一位。

他牺牲时年仅23岁，由于亲人从未放弃寻找，团
队通过DNA比对和颅面复原技术，帮他找回了姓名，
复原了相貌。这位烈士叫崔海治，祖籍山西忻州。

近年来为烈士寻亲，文少卿深感责任与使命，“如
果说在古DNA研究中，我聆听到了历史的低语；运用
法医考古技术时，我看到人性之恶；那么，在做烈士遗
骸鉴定时，我会看到人性善的一面。”

他一直不忘多年前在贵州遵义看到的一个画面：

“我站在遵义市民广场上，看到当地人聊天、起舞，而
广场不远处的凤凰山就是烈士忠骨所埋之处。瞬间，
民族脊梁具象化了，你会看清是谁点起了万家灯
火。”

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
中超过90%都是无名烈士。

文少卿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到为烈士寻亲的工
作中，“发掘、鉴定、科研、寻亲、宣传，无论哪一个环节
都能帮到烈士，这项工作真的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民族英烈，我们一刻也没有忘。
向烈士致敬！

据央视新闻报道

““为烈士点亮回家的路为烈士点亮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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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在烈士纪念日的前一天，退役军人事
务部举办西藏阿里地区烈士遗骸发掘鉴定工作成果
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国家烈
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等专
家团队，圆满完成西藏阿里地区无名烈士遗骸发掘鉴
定工作，为8名阿里地区无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
人。

会上，烈保中心党委副书记奚玉峰介绍，去年以
来，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

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等专家团队，克服高原高
寒高海拔等因素影响，圆满完成西藏阿里地区无名烈
士遗骸发掘鉴定工作，为8名阿里地区无名烈士确认
身份、找到亲人。

据奚玉峰介绍，这是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
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首次执行高原地区搜寻鉴
定任务。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称
作“高原上的高原”，气压低、空气稀薄、含氧量少，多
大风等灾害性天气，野外开展搜寻鉴定工作存在很大
不确定性。

本次任务中，全体队员克服了高原寒冷和高反缺
氧等恶劣自然条件影响，圆满完成现场发掘及检材提
取任务。

同时，在江苏、福建、河南、湖南、广东、四川、陕
西、甘肃等多省份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下，协同
开展线索排查，对疑似烈士亲属逐一采集DNA检测
样本。经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按规定程序
进行身份审定，最终确认8人为西藏阿里地区革命建
设时期牺牲烈士。

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教授吕绍武介绍，自去
年以来，在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下，吉林大学、武汉大
学、复旦大学专家团队会同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国
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赴西藏阿里地区开展

烈士遗骸发掘鉴定，顺利完成实地踏勘、线索调查、墓
葬搜寻、现场发掘、样本采集、数据扫描等环节工作，
并持续开展遗骸鉴定、亲属摸排、DNA提取、身份比
对、颅面复原等工作，最终为8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
亲人，并复原烈士容貌，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在发掘现场，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会同国家烈士
遗骸搜寻队主要采用现代考古技术与传统发掘方法
相结合的方式，精确定位了疑似烈士墓葬地点并有序
开展发掘工作。

通过骨骼形态学分析，初步判断出土遗骸性别、
年龄等状况。从现场情况看，由于阿里地区特殊的气
候条件，出土遗骸保存相对完整，这为后续身份确认
及颅面复原等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专家团队，第一
时间采集遗骸检测样本，采用高通量测序复杂亲缘关
系分析方法，开展DNA鉴定比对分析，最终确认烈士
身份。复旦大学专家团队，综合运用AI等前沿技术，
对烈士容貌进行复原，让他们跨越时空与亲人“重
逢”，推动烈士光辉形象和英勇事迹更好为世人铭记。

据悉，近年来，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烈士
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持续稳妥开展烈士遗骸搜寻
鉴定保护工作。

综合新华社、央视、《南方都市报》报道

“让所有的无名烈士墓碑不再无名，帮无名烈士找回丢失的名字，找到回家的路。”
多年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致力于烈士遗骸鉴定、为烈士寻亲等工

作，让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英雄是文少卿一直以来的心愿。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央视新闻《中国UP！》国庆75周年特别策划讲述文少卿团队为

烈士寻亲的故事。

西藏阿里地区烈士遗骸发掘鉴定圆满完成

8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

崔海治烈士容貌复原图（左）与其哥哥照片（右）对比。

工作人员展示颅骨扫描结果。

文少卿团队对49具无名烈士遗骸进行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