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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元谋人早已写入教科书，2023 年 7 月重

启的考古意在为人类史提供更多资料。水洞沟遗

址考古开始于 1923 年，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六次

大规模系统化发掘，出土文物不断丰富着距今 4
万年至 1 万年左右的发展序列。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突破了以往对我国北方区

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探索旧新石器过渡的中

国北方模式、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四台遗址和康保兴隆遗址都是“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的衍生项目“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

的重要遗址。

新郑裴李岗遗址在一个墓主人左肩的陶罐中

发现了残留物为大米的淀粉粒、红曲霉菌丝和闭囊

壳等，推测在 8000多年前，裴李岗人已经使用红曲

霉发酵酿酒。在江苏兴化发现的一处距今约 7000
年的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陶器、骨器和木器，钻木

取火器和六孔骨笛展现了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2023年 12月 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最新成果，勾勒出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

展的最新认识——大概从距今约 5800年开始，中华

大地上各个区域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

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 5800 年至距今 3500 年

的长时段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阶段。

古国时代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 5800年至

5200年前后，代表性遗址为牛河梁遗址、凌家滩遗

址；第二阶段为距今 5200年至 4300年前后，代表遗

址是焦家、双槐树、石家河、良渚；第三阶段为距今

4300年至 3800年前后，代表遗址是石峁与陶寺。距

今 3800年进入以二里头为代表的王朝时代。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多学科联合攻关硕

果累累。尤其是与碳十四测年相结合，采用贝叶

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分析，在

石峁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测年中取得突破。古环

境研究对距今 5300 年前后中原地区的地震、距今

4600年至 4300年期间长江下游地区的洪水泛滥等

进行了综合分析，初步揭示了自然环境在中华文

明起源中的作用。

夏文化探索取得重要进展。叶县余庄遗址发现

大量高等级墓葬，尤其是具有显著礼制色彩的 9件、7
件、5件成组陶礼器随葬的出现，说明影响后世的中

原礼制可能已经在龙山文化晚期或夏初期形成。

边疆考古一直备受关注。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

布遗址发现了位于两河交汇处的三角台地上的居址

区，现存面积约 3.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最厚约 3米，

同时发现 3片相对独立的墓地，墓葬 3228座，已发掘

52座，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

的先秦时期墓葬群之一。出土的兼具东西方特点的

文物对于研究诺木洪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水下考古。南海西北陆坡一

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我国首次在 1500 米深海发现

的明代沉船遗址，通过海洋物理探测、载人潜水器

水下调查以及三维影像和激光扫描记录等，确认

两处沉船的保存状况，实证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

来南海的历史事实。近些年发现的长江口二号和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上的瓷器基本能在景德镇

落马桥窑址找到相对应的产品。

春华秋实又一年。考古人探索未知的脚步更

加从容而自信。

田野考古硕果累累
杨雪梅

2023 年 7 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落成开放。

新馆展出的 1500 余件（套）文物中，有几件是三星

堆八个祭祀坑考古的文物跨坑拼接后的镇馆之

宝。跨越千年后的邂逅，让观众心潮澎湃。

中国考古博物馆对外开放后，成为新的网红

打卡点。山东胶州三里河的高柄蛋壳陶杯、陶寺

的朱书文字陶扁壶、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形器……

每一件都有精彩故事，成为中国故事的生动注释，

因而迅速“出圈”。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2023 年“五一”期

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游客超 5000 万人次，达到历

史同期最高水平。国家一级馆均达到游客接待上

限。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微博话题“中国最好的

博物馆排名”冲上热搜，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总量

约为 6600 万人次。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年轻人

分享打卡博物馆的体验。

为满足公众需求，不少博物馆采取延时开放、

取消“周一闭馆”等举措。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

多个博物馆推出的夜游项目，如国家自然博物馆

的“夜宿”项目重新回归，天津李叔同（故居）纪念

馆推出沉浸式解谜夜游活动“叔同之夜”，上海博

物馆举办“今夜无眠·上博十二时辰艺术嘉年华”，

实现建馆以来首次全天候开放……这些活动部分

弥补了热门博物馆白天“一票难求”的遗憾，助力

了城市夜经济的蓬勃发展。

2023 年，“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其实，“博物

馆热”并非新现象，只是叠加旅游市场的复苏后，

在 2023 年迎来新高潮。

这些年，博物馆改革发展一直在推进，重点是

优化博物馆布局，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

和国家级重点专题博物馆，支持并规范非国有博

物馆健康发展。各博物馆夯实藏品保护管理基

础，组织实施馆藏珍贵濒危文物、材质脆弱文物保

护修复计划，使自己的内容供给更加充足。博物

馆也在努力转变思路，更具亲和力，奉献出更多精

彩纷呈的小型专题类展览，和过去的大型通史类

展览形成互补，丰富内涵成为策展文物选择的新

倾向。在展陈方式上，越来越多沉浸式、互动式设

计，打破了过去的单向传播，吸引观众的深度参与。

当代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

加深，博物馆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是“出圈”的主要

原因。各种文博主题的综艺节目、流行于网络的文

物表情包、热卖的网红文创……这些都让文物有了

更接地气的传播方式，让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

共鸣，吸引他们到博物馆开展“文化寻根”。

全国 6565 座博物馆中，还有不少独具特色的

小型甚至微型博物馆“养在深闺人未识”。当它们

也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或者更多融入当地人

的日常生活，那才是博物馆真正的春天。由此观

之，“博物馆热”还将持续升温。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周飞亚

2023 年 10 月 20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首次审议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文物保

护法自 1982 年公布以来，已经过 5 次修正和 1 次全

面修订。此次修订在保持章节框架不变的情况下，

将条文由现行的 80 条增至 92 条，进一步完善了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法律基础。

此次提请审议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将体现

“先考古、后出让”精神的规定列入其中。2018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基

本建设考古制度，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可

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前不得入库。”近年来，各地认真落实《关于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统筹协调好

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关系，

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不断创新

考古前置工作方式方法，使珍贵的地下文物资源得

到有效保护。

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

2023 年，多部门联合印发了《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

项工作方案（2023—2025 年）》，明确提出 17 项重点

任务，进一步遏制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形成针对文

物犯罪的强大震慑。文物保护重在防患于未然，

目标到 2025 年，“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打防结合、

群防群治”的文物安全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我国是考古大国和文物大国，全国目前有不可

移 动 文 物 76 万 余 处 ，国 有 可 移 动 文 物 1.08 亿 件

（套）。推进文物合理利用，加强文物保护数字化工

作已成为共识。“加强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推进文

物资源数字化采集和展示利用”被列入修订内容

中。修订草案还针对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等不

同类型的文物明确了多种展示其价值的方式，例如

通过建立博物馆、纪念馆、保管所、考古遗址公园

等，加强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展示文物价值。

这些年，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都在有

规划的制定中。与法律配套进行的，还有增加未定

级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推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管理全面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强化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等刚性举措。

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建设将保驾护航。

加强文物安全法律保障
赵偲汝

在河南林州红旗渠，处处可见老师带领学生们

一路行走、一路宣讲、一路学习的场景。“10 万英雄

儿女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在万仞壁立、千峰如削的

太行山上建成全长 1500 公里的‘人工天河’……”

忆往昔劈山凿石，看如今渠水奔流，更能深切感受

“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把

“青年渠”的故事讲给更多青年人听，“行走的思政

课”水到渠成。

2023 年，红色资源滋养“大思政课”，充分激活

了革命文物传史育人、铸魂育人的功能。2023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公布了以革命文物为

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项目名单，确定了 10
个示范项目、100 个精品项目。这些示范项目和精

品项目，是完善“大思政课”育人格局的有益实践。

一根灯芯的青灯下，曾书写过怎样的巨著？一

封家书，如何铭刻革命者的家国情？半条被子，怎

样呈现军民鱼水情？……精准把握革命文物融入

思政课的切入点，按照见物、见人、见精神的逻辑，

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现实层层推进，潜移默化

中实现了对青少年的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实践

证明，将道理蕴于故事中，闪亮的思想与透彻的理

论更为打动人心。

以革命文物为载体打造的多元场景与多样方

式，进一步提升了“大思政课”的吸引力。2023 年，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暨“北京中轴线

上的大思政课”在北京启动。青少年们通过古建筑

参观、口述史访谈、通识讲座、国际论坛等多种渠

道，“读懂”北京中轴线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红船宣讲小分队”将浙江嘉

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馆藏文物蕴含的精神内涵送到

广大学子身边，高校师生从陕西西安出发追溯抗战

时期爱国进步青年北上延安的足迹……一座座“流

动的博物馆”，一堂堂“社会的大课堂”，丰富、生动、

活泼。

革命文物资源数字化进程加快，广泛构筑红色

资源的网络阵地。全国馆校合作联盟的“云上微思

政课——百家馆校革命文物周周讲”活动，推出由

革命博物馆和纪念馆明星讲解员讲述、馆校专家点

评的“微思政课”，通过网络直播，产生了较大影响。

全国 3.6 万余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 100
万件（套）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是我们党伟大

辉煌历程的见证，也是思政教育的资源“富矿”。用

好用活红色资源，让革命文物真正成为弘扬革命文

化、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教科书”。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王 瑨

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2023 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全国宣传思想文

化 工 作 会 议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座 谈 会 相 继 召 开 。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化考古探索研究，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增强文明

交流合作……本版梳理 2023 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

的亮点，与广大读者分享一年来的重要收获。

—编 者

2023年 4月，首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在

陕西西安开幕，致力于深化亚洲文明交流的亚洲文化

遗产保护联盟成立；9月，北京文化论坛举办，中外嘉

宾相聚一堂，共鉴中华文化之美、共谋文化传承创新、

共促文明交流互鉴；12月，首届“良渚论坛”在浙江杭

州举办，海内外嘉宾感悟古老文明的魅力，就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与交流合作对话交流

……2023 年，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收获颇

多，在文明交流互鉴的画卷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物承载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中外合作举办

的文物展览生动讲述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在日本东京，“何以文明”全球巡展借助

沉浸式、数字化的技术创新，让海外受众领略中华文

明“上下五千年”的源头活水。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

“五洲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汇集

中外精美文物，讲述古代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在

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向

公众讲述中叙两国以及中国与其他西亚国家之间源

远流长的友谊……

联合考古和文物修复进一步“走出去”。近年

来，从柬埔寨吴哥窟，到尼泊尔杜巴广场九层神庙，

从乌兹别克斯坦首个世界遗产希瓦古城，到远在埃

及的卢克索神庙，都有我国文物工作者的身影。在

中法两国建交 60 周年之际，两国承诺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修复等领域的双边合作，中国专家与法国团队

共同参与巴黎圣母院现场修复工作、兵马俑保护修

复研究合作、公输堂和茂陵合作项目。

学术交流促进文博专业领域的合作。前不久，

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第

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

被论坛授予“终身成就奖”。在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中国专家与各国学者就“数字化赋能文化遗

产”“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遗产的未来”等议题展开

交流……保护传承、合作交流是各方探讨的主题。

“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 。”回 眸

2023 年，创新交流方式、拓宽合作领域、搭建交往平

台，文化遗产成为各国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亲的

“桥梁”，为文明交流互鉴谱写新的篇章。

谱写文明互鉴新篇章
任姗姗

图①：辽宁马鞍桥山遗址出土的彩陶罐。

图②：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宽体玉璜。

图③：陕 西 清 涧 寨 沟 遗 址 出 土 的 绿 松 石 铜

鸟饰。

图④：三星堆 4 号坑出土的扭头跪坐铜人像。

图⑤：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瓦当。

图⑥：南海深海沉船发现的珐华梅瓶。

以上图片均为国家文物局提供

图⑦：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图⑧：游客在山西运城博物馆参观游览。

闫 鑫摄（人民视觉）

图⑨：湖北通城的陶瓷非遗传承人向学生们

传授陶艺制作技艺。

刘建平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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