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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

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

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文物知识和价值传播

对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作

用日益被大众广泛认同。让更多文物和文

化遗产活起来，揭示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

滋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成

为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以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

古墓中发现的汉代织锦为题材创作的舞剧

《五星出东方》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作

品运用艺术想象力激活文物中的故事，其

中，“锦绣”汉唐舞、“远古的呼唤”龟兹壁画

乐舞等舞段将观众带进历史时空，巧妙地通

过不同舞种的融合，体现文化的互融互通。

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例子不胜

枚举。绵延 200 余公里的燕赵长城、秦长

城、魏长城和明长城遗迹分布在河北省张家

口市崇礼区，为保护距今 800 多年的太子城

遗址而建设的遗址公园位于奥运村。“冰雪·
双城·盛会——从 1202 到 2022”主题展览在

太子城遗址陈列馆举行，以时空对话的形

式，讲述了北京和崇礼的“双城”故事，成功

对接当下的古老文化遗产，成为北京冬奥会

上最受欢迎的文化元素之一。

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共产党宣言》专题

展”、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山河赤子心 岁月

峥嵘行——鲁迅与共产党人专题展”、四川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

复陈列”、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两弹一星’

精 神 原 子 城 纪 念 展 览 ”等 被 重 点 推 荐 为

2022 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自 2015 年

起，这项活动已连续 8 年开展，申报省份实

现全覆盖，申报数量不断创下新高。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

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10
年来，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

博 物 馆 体 系 基 本 形 成 ，全 国 备 案 博 物 馆

6183 家，免费开放率 91%。2021 年全国博物

馆举办展览 3.6 万个，让文物述说历史智慧，

让文明之光照亮民族复兴征程，贯穿在展览

的匠心与细节中。

中国的曾侯乙尊盘、长信宫灯、舞马衔

杯仿皮囊式银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等，与

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陶鸟形来通杯、亚历山

大 石 雕 头 像、木 雕《罗 摩 衍 那》原 本 等 400
余件（组）精品文物，荟萃中国国家博物馆

的“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这个展

览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文化活动。

“美成在久 日出东方”“美在通途 行久

致 远 ”“ 美 美 与 共 天 下 大 同 ”“ 美 人 之 美

礼尚往来”4 个部分，以文物为媒介，展示出

亚洲历史悠久、文化融合、多元共生的文明

特征，彰显亚洲文明之间对话、交流、互鉴的

轨迹，反映地缘相近、民心相通、和平共处的

亚洲文化。

10 年 来 ，数 以 万 计 的 馆 藏 珍

贵 文 物、重 要 出 土 文 物 得 到 抢

救修复。“万年永宝：中国馆藏

文 物 保 护 成 果 展 ”在 2021 年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

动中举办，全面展现馆藏文物

保 护 的 中 国 理 念 和 中 国 方 案 。

冶炼炉前抢救回的西周青铜器成

为国之重器；一件袍的颜色色谱

结合文献可以逆向找到自然界中

的染色植物；秦始皇陵兵马俑彩绘

加固保存展示现代文物良医的高

超技艺……“有温度的文物研究、

了不起的文保科技、有灵魂的工艺复

原”，让观众走近文物背后的科技力量。

展览，以物记事，以事叙史，以史启思。

如同一部沉浸式电影，文物是剧中演员，每

一件文物都在讲述中华文明故事，构建共同

的精神家园。观众观赏每一件文物，如同随

着“剧情”发展，穿越历史长河，认知历史、读

懂中国。

搭建公众和文化遗产
之间的桥梁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

地名大会》《中国国宝大会》《中国考古大会》

等节目深受观众喜爱。文化节目的创新传

播，加深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知，激活了公众旺盛的文化需求，搭建公众

和文化之间的桥梁。

节目《中国国宝大会》以“从国宝读懂中

国”为主题，让选手和观众一起通过文博知

识竞答，开启文明探索之旅。在一场场知识

竞答中，140 多家博物馆的近千件文物再度

“活起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

方面展示中华 5000 多年的文明成就。首期

节目就成功获得答题“大满贯”的园林工人

李辰、热爱文物摄影的基层民警张志刚、古

代盔甲制作爱好者李江、在中小学开设博物

馆课程的教师申珅等选手，正是公众日益走

近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的代表。

文博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创新不怠，不

断推出直抵人心的精品力作。节目《国家宝

藏》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邀请“国

宝守护人”讲述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

事，通过艺术化的历史演绎、故事化的

情境处理、跨学科的立体阐释，解读中

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各地方、各平台的文博类节目不断

涌现，《万里走单骑》《登场了！敦煌》《博

物馆之城》《文物里的山东》《行走大运

河》《何以中国》等节目，深入考古文博的多

个领域，让专家学者走到台前，通过与观众

的互动，推陈出新、创新表达，让文化遗产穿

越时光、融入当下，不断“活起来”“火起来”。

10年来，通过综合运用电视艺术手段与

多元传播方法，曾经深藏在博物馆的文物、

遥远而不易接近的大遗址等一步步贴近公

众认知，在阐释文化新知、描绘精神图谱中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增

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
社会共同的事业

择一业终一生的“敦煌女儿”、三星堆考

古现场的年轻人、博物馆兀兀穷年的文物修

复师、古村落的非遗传承人、古老长城的守

护者……

“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文物保

护志愿者热”“国潮国风”……

越来越多人关注并热爱文化遗产。“国

际 博 物 馆 日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互 联

网+中华文明”行动等，共同阐释着文物由

人民创造、为人民享有、被人民传承的理念。

“根·魂——中华文明物语”特别展览亮

相 2019 年“国际博物馆日”，用 30 件（套）文

物勾勒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将每

一件文物还原于历史的时空坐标中，多维度

解读材质造型、技术工艺、艺术审美、功用精

神，全方位展示文物蕴含的时代风貌、社会

生活、文化传统、交流合作。如，“驿使图”画

像砖从酒泉与丝绸之路谈起，拓展到中国历

代通信方式与保密措施，以及从古代交通工

具 的 演 变 发 展 一 直 讲 到 当 代 的 微 信 和 高

铁。展览通过对历史文物和典籍的拓展延

伸，管窥辽阔星空里的璀璨星光，以及未曾

改变的中华气质。

“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围绕中国历

史、革命文化、世界遗产等重大主题，布设文

物教育、文创开发、素材再造、动漫游戏、主

题旅游等项目。吸引文博单位、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广泛参与，共同发

掘文物价值，合力深化互动共享，推动文物

数字资源汇成海量、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激

发变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插上互联网的

翅膀，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在“云端”拥抱无

限可能。

每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都是一个

城市的文博盛会。2022年，文博单位和社会

各界一起推出的线上线下活动有 6300余项，

让文物保护利用与时代共进、与人民共享，

反映了文物见证时代风华、展现时代风采、

滋养时代生活、助力时代发展的丰富内涵。

文物，记录过去，映照当下，启迪未来。

文物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精神，始终在滋养着

我们。挖掘文物价值，讲好中国故事，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中华文脉永续传承，永无止境。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局）

图①②分别为在“大美亚细亚——亚

洲文明展”展出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和长

信宫灯。 金瑞国供图

图③为河南博物院藏莲鹤方壶。

张志刚摄

图④为大同市博物馆藏北魏蓝色半球

形玻璃泡。 张志刚摄

图⑤为游客在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参观。 孟德龙摄

版式设计：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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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想

象为 4 万年前东亚现代人的

一次周末露营。”中科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

究员杨石霞将插画师刚刚完

成的下马碑遗址复原画传给

我们看。

画 面 的 中 心 是 一 处 火

塘 ，围 着 火 塘 ，有 的 人 在 打

制石器，有的可能在加工皮

毛 。 离 画 面 最 近 的 西 北 角

的两个人特别突出，在将赭

石加工为颜料，涂抹在脸上

……图中每个细节的呈现，

都有科学研究打底，其背后

是 一 个 团 队 多 年 的 合 作 攻

关。“试想一下，这里也许并

不是他们的固定营地，一次

偶 然 行 为 留 下 了 这 些 文 化

遗存。 4 万年后，我们与这

些材料意外邂逅，然后从蛛

丝马迹中破译他们的‘多彩

生活’。”

这个“多彩”显然更有深

意。现代人在演化过程中有

一些特殊的标志。比如，使

用颜料进行艺术创作以及复

合工具的制作，等等。考古

学家之前在南非的洞穴里发

现有 4 万年前后的一块人工

刻画条纹赭石块，东亚地区

最 早 何 时 开 始 出 现 这 种 行

为？杨石霞团队给出了一个

答案。

3 月 3 日，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在线发表《中国四万

年前创新的赭石颜料加工和

工具制作技术》。随即，国家

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

将下马碑遗址的突破性成果

公布于世。

将东亚早期人类使用颜料的历史提前

下马碑遗址的考古工作在 2013 年就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王法岗等人完成了。杨石霞介绍：“只有小小的 12 平方米，

遗址的主文化层为罕见的原位埋藏，保存了颜料生产遗迹、遗

物，火塘周边散落石器、骨器及动物化石碎片。”

如何透物见人？不同团队分工协作。首先需要确定年代，

通过高精度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和光释光定年及其贝叶斯模型

计算，结果显示，遗址形成于 4.1 万年至 3.9 万年前。“这个是巧

合，正好在 4 万年前这样一个关键点。”杨石霞说。

研究显示，下马碑遗址形成于河漫滩环境，当时为凉干气

候下的草原环境，马、鹿和鼢鼠等占比较高。据此可以推测，

下马碑的古人类生活在壶流河阶地上，植被以草原景观为主，

周边山地存在片状针叶林。

灰烬区发现有完整的火塘。大家最关注的是一处赤铁矿加

工遗存。“两块大小不同、矿物成分亦有差异的赤铁矿，也称为赭

石。较大一块表面有明显的反复摩擦痕迹。从显微镜下，我们

可以看到摩擦是有方向的，留下的擦痕也明显是有规律的。”杨

石霞解释。另一块长条形石灰岩表面明显被赭石染红，“通过观

察发现在其表面残留有赤铁矿微屑，犹如发丝”。

在不同地域，文化会体现出相似性。比如颜料使用，不止在

中国，在南非、东非、中亚地区大约都有相同时代或者稍早的。

之前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下川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了 2.2 万年

前的火塘、石磨盘和赤铁矿共存的现象，推测很可能是 2.2 万年

前人类的一个栖居地。在北京的周口店也发现有 2 万年前左右

使用颜料的证据。此次在下马碑遗址发现的赤铁矿加工遗存，

将东亚早期人类使用颜料的历史提早到距今 4 万年前，也使东

方古人类艺术创作、审美、认知表达的历史大大提前。

石头里藏着古人类的演化故事

下马碑遗址的这些小碎石片之前并未引起多少关注。“石器

的打制技术较为简单，以砸击法为主。但一半以上的石器直径

小于 20 毫米，我很好奇这些几乎没有办法用手握的小碎石片有

什么用？怎么用？”杨石霞联系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古生态与人

类演化研究所的教授，应用多重显微设备联合的方法，不但发现

石片上有切割的痕迹，还发现部分小石片附着有骨柄残留，特别

是还存在线性排布的植物纤维残留，证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把

骨柄捆绑加固到石片上。这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裁纸刀，小

小的刀片是可以随时更换的。

综合石器打制技术、类型、残留物及微痕的分析结果，杨

石霞团队得出结论：下马碑遗址出土的部分细小石器是古人

类通过装柄形成的复合工具，可以用来加工皮毛、切割植物和

动物软组织等。杨石霞说：“石叶技术、细石叶技术，代表了人

类石器技术的一个高峰。下马碑遗址的材料证明，为了生存，

人类有可能选择更加方便、耐用的工具，而不是更复杂、精巧

的工具。”

这 项 研 究 成 果 ，是 国 内 外 多 家 科 研 单 位 国 际 合 作 的 结

晶。国际化、跨学科、多平台协作凸显了人类演化领域科学研

究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研究团队的沟通基本都是通过邮件和

网络视频等手段。“各种沟通邮件发了 1000 多封。我们这次的

多学科合作有 12 个方向，至少有 8 个方向是在国内完成的。”

杨石霞说。

“以往，对东亚地区的古人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方人群的

探源上，而这项研究凸显了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研究人类活

动发展的过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评论：“并

非只有人类化石才是最重要的发现，人类的文化遗存也具有

独特的意义。”

距 今 4 万 年 是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革 命 和 早 期 现 代 人 群 形

成、扩散与行为现代化的关键节点。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 类 研 究 所 付 巧 妹 团 队 根 据 来 自 北 京 田 园 洞 的 人 类 化 石 和

分子生物学证据证实，在距今 4 万年前后，现代人已经在华北

地区活动，但对他们的行为知之甚少。田野考古发掘的旧石

器时代文化遗存，可以为探讨早期现代人起源与演化发展提

供更丰富多样的基础材料，下马碑遗址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正

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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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展览，以物记事，以事叙
史，以史启思。如同一部沉浸
式电影，文物是剧中演员，每
一件文物都在讲述中华文明
故事，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
观众观赏每一件文物，如同随
着“剧情”发展，穿越历史长
河，认知历史、读懂中国。

通过综合运用电视艺术
手段与多元传播方法，曾经深
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遥远而不
易接近的大遗址等一步步贴
近公众认知，在阐释文化新
知、描绘精神图谱中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进一步推动全
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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