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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鸟鸣脆耳，炊烟升起。

在缙云山和云雾山之间，一座村庄“醒”

了。几十栋小楼，砖墙青瓦，错落有致。推开

窗，远山苍翠。

这里是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的莲

花穴院落，从昔日“空心村”蝶变为美丽乡村，

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

走进一处院落，一栋二层木架结构的民

居映入眼帘，屋檐向右叠升，墙角泥人雕塑栩

栩如生。极目远眺，百亩田野尽收眼底，舞草

龙、办集市、开乡间音乐会……漫步村中，犹

如行走在美丽画卷。

然而，几年前，莲花穴还是一个空心化院

落，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儿童，院落中一共住

着 108 人，大多数房屋处于闲置、废弃状态。

后来，七塘镇政府与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市雕塑学会等达成合作，对莲花穴院落进行

艺术活化改造。七塘镇文化宣传干部佘林川

说，2019 年，四川美术学院课题小组进行了

为期一年的摸底调查。

2021 年，莲花穴院落正式开始艺术活化

改造，修建起美术馆、舞台剧场、餐饮民宿。

村民甘遐学是莲花穴院落蝶变的见证

者，她感慨万千：“以前到处是荒草、垮房。改

造后，道路通了，环境变美了。”

利用废弃石料搭建石头屋，用作多功能

室；用废弃木料搭建小剧场，举办川剧、金钱

板、杂剧等乡村艺术活动；把干枯稻草编成竹

球、刺猬等艺术作品……莲花穴院落改造修

旧如旧，充分利用村庄资源，打造了艺术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剧场等十大主题核心艺

术区。

修缮后的建筑与莲花穴院落完美融合。

游客既能体验乡村风光，又能欣赏艺术之美。

“在‘云雾花涧·第二届重庆乡村艺术集’

上，我们邀请 30 名艺术家驻村与村民共同完

成艺术作品。”来自重庆市雕塑学会的朱雨诚

说，“所有的雕塑作品就地取材，以当地稻草、

树枝等为材料，由艺术家提供思路，村民帮忙

搭建完成。”

“坐，来杯咖啡吗？”见到客人来，甘遐学

起身，乐呵招呼。

甘遐学年近五旬，只见她手腕来回晃动，

不一会儿，咖啡开出了“花”。

莲花穴院落打造的民宿和咖啡店开业

后 ，甘 遐 学 也 有 了 新 工 作 —— 早 餐 师 和 咖

啡师。

“以前在七塘镇皮鞋厂上班，听到村里宣

传就回来了。”甘遐学抿嘴笑道，“工资和以前

差不多，但是离家近，也更安逸了。”

村民杨年华也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的心

愿。“我以前在城里工作，一次回家，看到河道

干净、环境优美，就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

30 多岁的杨年华说干就干，看准机会，

回到了村里，搞起了餐饮，他还为餐厅取了一

个俏皮的名字：大青蛙田园餐厅。

“土鸡、土鸭都是我们餐厅的特色菜，食

材都是当地新鲜的，游客都说好吃。”杨年华

笑道。

“把艺术引入乡村，通过乡村来成就艺

术，这样来聚集人气，带动当地的产业振兴。”

佘林川介绍，过去一年，莲花穴院落接待 8 万

多人，营收 150 多万元，带动周边村民 100 余

户，促进周边果园、家禽等产业收入 800 多

万元。

莲花穴院落依托艺术“活化”乡村，打造

以“雕塑”为主题的传统村居院落，实现了现

有村民在乡就业、外出村民回乡就业、新村民

建设乡村的初步目标。

重庆市璧山区将军村莲花穴院落——

用艺术添彩乡村
本报记者 刘新吾

3 月 27 日至 28 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

国考古学会主办的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终评会在京召开。本次活动共收到

32 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

选出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

多项考古发现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

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

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

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

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河南开

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

址 10个项目入选 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多项成果为城市建设
中的重要考古发现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贵

安新区马场镇，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

一期项目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

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 2192 座，出

土各类文物 4000 余件（套），取得重要收获。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说，大松

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

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

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

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西约 100 米为唐

代渤海国时期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 4 公

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遗址现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人员对遗物进行了

全部采集，其中编号文物 16306 件。吉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解峰说，考古发现的

2 号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

寺，为研究我国唐代高等级佛寺平面布局、

建筑组合、建筑结构及探讨我国古代舍利瘗

埋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南开封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

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州桥石

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

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

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

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

证了北宋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在基建考古工作

中被发现，主要遗迹有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

筑遗存、8 座码头、1 条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

筑、成片房址、水井等，并出土沉船 2 艘、数以

10 吨计的宋元瓷片以及漆木器、琉璃、砖雕等

大量遗物，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

民国，尤以宋元为主。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所长梁岩华说，朔门古港遗址是迄今国内

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

现，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处理好考古发现和城

市建设的关系，受到了关注。中国考古学会理

事长王巍说，贵安新区大松山、温州朔门古港

等考古发现，都是在城市建设中的重大考古发

现。当地为了保护考古遗址，做出很大努力。

“老”遗址考古再添新
成果

在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二里头、殷墟等

著名考古遗址的新发现，引人关注。

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中东部的二里头遗

址 ，现 存 面 积 300 万 平 方 米 。 自 1959 年 以

来，考古工作发现了主干道路网络、宫城等

重要遗存，确认它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

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说，2019 年以来，

考古人员展开新一轮发掘，发掘总面积 5000
余平方米，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的主干道

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

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

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二里头

都城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

202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

阳工作队启动了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

勘探，先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

之间的干道，其次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

续搞清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说，综合

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

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这些

发现改变了商王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

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

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

了新的重要资料。

2018—2022 年，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陕

西旬邑西头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豆海锋说：

“我们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

圳 5 个地点，发现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

唐等各时期遗存，共发掘灰坑 650 余座，墓葬

140 座 ，陶 窑 、房 址 、灰 沟 等 各 类 遗 迹 40 余

座，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专家指出，这些“老”考古遗址的新发现，也

说明了考古理念、考古事业的与时俱进。随着

时代的发展，考古工作不断深入、不断精细化。

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
实证

在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不乏世界级的发

现，为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因为曾发现两

具约 100 万年前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俗称“郧

县人”）而闻名，是一处集古人类化石、古动

物化石和石制品为一体的重要的旧石器时

代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说，“郧县人”3 号头骨是一个世界级

的发现，对百万年的人类史，尤其是中国百

万年的人类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距今 1.1 万—1.5
万年，在发掘红烧土堆积过程中，于赵家徐

姚村西发现一处距今 1.31 万—1.33 万年的

临时性活动营地，至少有火塘 3 处，围绕火塘

发现遗物 1000 余件，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

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益超说，赵家

徐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农业起源过

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景

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

供了全新视角，从认识上改变了东亚地区农

业起源模式的观察视角，从而更深刻地揭示

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

村北，西距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遗址 51 公里。

截 至 2022 年 底 ，遗 址 共 计 完 成 发 掘 面 积

6000 平方米，较全面呈现了各阶段聚落范

围、核心区布局和城门结构，基本明确了遗

址的兴衰历程，出土一批颇具特色的陶器和

制作精美的骨器及玉石器。山西省考古研

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辉说，碧村遗

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

座史前石城，与同期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城遥

相呼应。遗址占据河套石城文化圈向中原

过渡的前沿要地，是揭示天下万国时代北方

与中原之间文化交融、展现以中原为中心的

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轨迹的重要窗口。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2022 年，中

华文明探源第五阶段研究、“考古中国”18 个

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54 个主动性考古发掘

项目系统实施，1432 个基本建设考古项目高

效开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新发现新成果。入

选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

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杰出代表，以更加

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康一帆参与采写）

图①：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出土的陶器刻

划符号与陶文。

图②：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出土的

玻璃制品。

图③：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陶

器口沿。

图④：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出土的佛

像残片。

图⑤：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出土的陶器。

图⑥：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的

瓷罐。

图⑦：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出土的较

晚阶段石制品。

图⑧：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西北部出土

的带漆陶片。

图⑨：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出土文物。

图⑩：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 3 号码

头复原图。

以上图片均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

介活动办公室提供

制图：张丹峰

多项发现填补空白，著名遗址发掘新成果引人关注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本报记者 王 珏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在京揭晓。湖北十堰学堂
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
址等 10个项目入选。其中，多
项考古发现填补了相关领域的
空白，二里头、殷墟等著名考古
遗址的新发现引人关注。这些
发现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的杰
出代表，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
绘了中华文明史。

核心阅读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盘山路转过一道道弯，泥泞小路通往

高山茶园，无人机盘旋空中，手机支架立在

茶田，来自四邻八乡的村民主播忙着直播

采茶——这是近日笔者在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见到的一幕。偏远却

便捷、乡土又现代，构成了数字时代的田园

图景。

“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

资，直播成为新农活”，榕江县新媒体助力

乡村振兴文创产业园门口展示着三句话。

榕江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数

民族人口占总人口超过 80%。活跃在短视

频平台上的 1.28万榕江“村寨代言人”，展示

了数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不凡潜力。

此前，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印发《关于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其中

“数字文化”是 8 个重点领域之一。其要点

在于，以数字文化产品为载体，展示乡村特

色文化、民间技艺、乡土风貌、田园风光、生

产生活，从而带动地域宣传推广、文创产品

开发、农产品品牌形象塑造等。这敏锐地

把握了双向需求：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希望

看到更多优质乡土内容创作，基础设施愈加完善的乡村则渴

望更多展示和参与。

数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关键词是“连接”：连接展示与欣赏、

供给与需求。所谓“媒介即讯息”，媒介技术本身往往和内容一

样重要。5G 信号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即便身处偏僻乡村的村

民，也能成为互联网世界中的节点。这意味着，以前被地理单元

所阻隔的人才、信息、资金的流动，如今成为普遍。

数字文化赋能，使得乡村的人才回流更为顺畅。数字基

础设施是继道路、水电之后的新基建。“内育”与“外引”的双向

作用，使得昔日的空心村成为创业的热土、创作的富矿。笔者

所到的乡村，既有因社交电商兴起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也有

追寻非遗手艺而来的艺术家。定威乡的留守妇女杨云在直播

间卖出了几十万斤当地的春笋、核桃、脐橙，带动周边年轻人

回乡；来自清华大学文创院等机构的学者和专家来到榕江担

任乡村振兴顾问，唤醒沉睡的资源。

数字文化赋能，使得乡村的业态培育更为多元。以数字文

化产品为连接，老文脉连通新人脉，文旅文创等新兴业态从乡

土中生长起来。在榕江县丰登侗寨，返乡创业的杨成兰正在规

划蓝染主题民宿，依山而建的工坊里，当地妇女制作侗布手工

艺品，墙上的电商平台链接显示着非遗手艺已经见到效益；在

丹寨县宁航蜡染工坊，青年设计师成昊和从大山里走出的画娘

一起，将古朴灵动的蜡染技艺带到了国际时装舞台。

当然，跨越“数字鸿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从内容创作

到现代物流布局、品牌培育，数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激发内生动力以后，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至关重要。

数字时代的田园，遥隔千里，也近在指尖。曾经被千山万

水所阻隔的视线，借助千千万万个屏幕得以延伸。在这幅数字

时代的田园图景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恰逢其时，风光无限。

数
字
时
代
，田
园
不
远

智
春
丽

数字文化赋能乡村
振兴，关键词是“连接”：
连接展示与欣赏、供给与
需求

■新语R

本报北京 3月 28日电 （记者王瑨）日前，《铁骨画魂——

国家级非遗芜湖铁画艺术作品（北京）展》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举办，同期上演原创黄梅戏《铁画情缘》。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芜湖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芜湖市文化

馆（市非遗保护中心）承办，芜湖铁画协会协办。展览分为“红

星乱紫烟·铁画探源”“锤落惊风雨·铁绘中华”“匠心藏天地·铁

蕴新姿”3个单元，通过 60幅铁画作品和 25件摆件，并辅以相关

图片影像资料，让观众了解芜湖铁画诞生与发展的故事。

芜湖铁画艺术作品展举办

本报成都 3月 28日电 （记者王明峰）28 日晚，由四川交

响乐团等 6 家职业乐团共同委约创作的主题交响曲《新世纪

灯塔》在北京音乐厅奏响。《新世纪灯塔》入选 2020—2021 年

度“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此次 6
家乐团共同集结艺术资源，进京参加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舞

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新世纪灯塔》从百年沧桑巨变的历史画卷中汲取灵感，音

乐的主导动机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由“求索”“丰碑”“征途”“光明颂”相对独立的 4 个乐章构

成，将严谨的理性思辨与民族音乐色彩、动人的旋律有机融合。

交响曲《新世纪灯塔》上演

本报北京 3月 28日电 （记者贺勇）近日，由北京市关工

委、北京市文联共同主办的“我们爱诗词”——第二届北京市

小学生诗词大会决赛暨颁奖仪式举行。

本次大会分为小学生诗词诵读活动、“我们爱诗词”之名

师诗话、小学生诗词比赛活动等。自 2022 年 9 月启动以来，北

京市 102 所学校的 2300 多名学生参与视频录制和展示，孩子

们在活动中感受诗词之美，增强文化自信。

北京市小学生诗词大会举行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陈世涵

本报南昌 3月 28日电 （记者朱磊）27 日，由中国电视艺

术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机关服务局、江西省广播电视局

共同主办的纪录片《江豚归来》研讨会在京举行。

作为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

划、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2 年第四季度优秀国产纪录片的

作品，《江豚归来》以多条叙事脉络及维度，生动展现人类与大

自然的相处之道、和谐之美。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该片的选题立意、文化内涵、艺术价

值、传播影响等展开深入讨论。从对“江豚正在归来”的生动

记录到对“江豚何以归来”的时代作答，纪录片《江豚归来》以

观照时代的全景视角、珍贵丰富的影像记录、多元动人的纪实

叙事，向世界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

纪录片《江豚归来》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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