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拥有 59 项世界遗产，其中包括

40 项世界文化遗产和 4 项文化自然双遗

产。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良渚古城遗

址、殷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到元上都遗

址、土司遗址，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

到丝绸之路、大运河，每一处世界文化遗

产都是一座大博物馆，从不同侧面展示

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和平性的突出特征。

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由于可视性

差、不易理解，在面向公众的展示传播中

存在诸多挑战。为了让考古遗址更有亲

和力，成为公众了解过去、认同现在、畅

想未来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近年来

多个遗址地持续探索创新，涌现不少代

表性案例。

考古遗址的展示单元是阐释文明的

媒介，也是公众理解文明的入口，往往构

成公众的“第一印象”。由于体量大、保

护管理成本高、完整展示所有区域的难

度较大，我国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大部

分以原状展示为主。良渚古城遗址通过

部分本体揭露展示、大部分的模拟展示

以及种类多样的辅助设施，全面系统地

向公众展示了良渚古城的价值。通过构

建“遗址博物馆+遗址现场展示”的阐释

系统，良渚博物院和 3 个遗址单元（良渚

古城遗址、瑶山墓葬及祭祀遗址、老虎岭

水坝遗址）构成了较为完整的“1+3”展

示体系。借助环境打底、绿植标识、遗址

揭露展示、模拟复原、3D 打印、良渚古城

数智体验馆、AR 智能导览眼镜等多种

手段，良渚古城遗址完整系统地展示了

世界遗产的价值，提升考古遗址的亲和

力和可看性。

许多遗址选择在本体周边或外围修

建专门空间，以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

这类博物馆如同“世界遗产大博物馆”概

念中的一件展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

物馆将“打制石器”这一重要文化元素，融

入博物馆建筑设计。展示商文明的殷墟

博物馆以《诗经·商颂》为源，以绿野草台、

鼎立大地、层叠深邃、青铜装裹为形，形成

具有殷墟文化内涵和考古学意义的博物

馆。建筑蕴含的设计语言，成为博物馆展

示阐释内容的延伸。

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是传播知识、

开展教育的重要场所。考古实物直观地

展示人类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铁器

时代再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发展脉

络，为我们提供关于自然、生命、人类的

见解。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不仅

展示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也

反映了古人对宗教、艺术与哲学的深刻

理解，让我们看到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对

美的追求和对精神世界的探索。秦始皇

陵兵马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

作，通过对兵马俑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

秦朝的军事制度、社会结构和审美观念。

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帮助公众更好地

理解遗产地的价值。目前，敦煌研究院

各平台总浏览量超过 10 亿人次，访客覆

盖 120 个国家和地区。周口店北京人遗

址通过虚拟形象“元元”、良渚古城遗址

借助儿童科普绘本主人公“良良”，让遗

址与受众建立更紧密的连接。

发挥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在文化传

承和社会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继

续深化对遗址展示的研究和实践，不断

创新展示方式，提升公众的参与度。只

有这样，才能使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在

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历史和考古知识的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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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县位于湖北省中部偏东，历史

上 ，此 地 曾 是 秦 人 统 一 南 方 的 战 略 要

冲，也是秦人固守一方的重镇。自上世

纪 7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云梦县发

掘了睡虎地、龙岗、大坟头、木匠坟、珍

珠坡、江郭及郑家湖墓地等多座战国秦

汉墓地，出土了一大批战国秦汉简牍。

考古研究显示，墓主多是楚秦汉号令三

嬗等重要历史节点的亲历者，通过随葬

的简牍文字，他们的人生故事被直观地

保留下来，填补了文献的空白，钩沉出

历史的鲜活细节。

睡虎地 11 号墓出土 1155 枚秦简，近

4 万字，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

种》《为吏之道》等 10 篇，内容涉及秦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秦律

占到一半以上。4 万多个抄写工整的秦

隶汉字，是墓主人“喜”的“工作笔记”，

字里行间展示这位基层小吏的敬业与

勤勉。“喜”生前存在高低肩、有颈椎病，

经常跪坐对下肢造成了损伤，这是他长

期从事文字抄录、伏案工作形成的“职

业病”。“喜”能文能武，曾 3 次从军，参与

并见证了秦统一六国的主要过程。《编

年记》中，“喜”将自己的“私人年谱”与

国家大事合编在一起，将自己的生命历

程与国家的统一进程联系在一起。简

牍让他的故事永久流传，我们通过“喜”

看到他身后的那个时代。

郑家湖 274 号墓出土的长文觚，记

载了来自东方的谋士“筡”游说秦王休

兵止战的故事，其体例文风与《战国策》

一致，纵横色彩鲜明。故事发生在魏无

忌率五国之兵合纵抗秦取得较大战果

之后，故事里的秦王“不答”“又不答”，

谦 和 之 余 ，体 现 了 立 志 统 一 的 坚 定 意

志。专家认为，休兵止战的游说鲜明地

反映了秦与东方六国鏖战之际的社会

思潮，墓主撰写或抄写这份文本，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厌战的倾向。

郑家湖 257 号墓的主人名为“谢”，

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都是目前南方

地区等级最高的秦墓。科技检测显示：

墓主出生在北方旱作区，少年时期来到

江汉平原，在这里成长，直至去世。墓

主的年龄在 45 岁左右，随葬铜剑 3 把，其

中短剑疤痕累累，他或是一名征战多年

的将军。墓主下葬年代在秦代，他至少

为秦统一六国征战了 20 年。有意思的

是，他的剑匣内还出土了 30 多枚无字长

简，或许他曾想过记录那波澜壮阔的时

代，但不知为何，终究搁笔。

睡虎地 77 号墓出土竹简 2000 余枚、

木牍 128 枚，是目前云梦地区年代最早

的典型汉墓，墓主人名为“越人”。 700
多枚竹简和“越人”写的《质日》，记录内

容十分丰富，有一部分是私人事务，包

含家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与礼尚往

来。“质日”是秦至西汉时期流行的一种

文献形式，类似今天的日志。简牍显示

“越人”父亲去世当天，他还在今天的黄

冈地区出差，匆匆赶回家办完丧事又马

上返岗，可见其勤勉和敬业。从随葬的

陶器鼎、盒、壶来看，墓葬的汉文化特征

已非常明显，表明最迟在汉文帝末年，

考古学上的文化大一统局面在云梦地

区已经形成。“越人”或许见证了文景之

治的开启。

湖北云梦，方寸之地，却保存了大

量从战国至汉初的时代印迹。云梦考

古出土的一枚枚秦汉简牍，记录了风云

时代的真实面貌，里面有脉脉温情的家

长里短，更有激荡飞扬的家国情怀，是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容置疑

的历史佐证。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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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穿布鞋，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

“老单”，敦厚的外表下透出一股顽皮与

幽默，这就是单霁翔。履历上的单霁翔

是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

长、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从呼吁“让

文化遗产有尊严”，到“用脚步丈量世界

遗产”，再到倡导重视工业遗产、20 世

纪建筑遗产等当代遗产，这些年来，单

霁翔的声音与他行走的脚步一样，响

亮、有意义，引人注目。

从单霁翔走过的路，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看到生机勃

勃、欣欣向荣的文化风景。

今年 7 月底，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成为中国的第五十九项世界遗产。喜

讯传来，单霁翔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北京市委市政府对中轴线的保护

起步很早。 2000 年，单霁翔担任北京

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彼时，北京正为申

办 2008 年奥运会做准备，每年都有大

量的建设项目。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大

规模当代建筑群侵入，会破坏故宫和中

轴线的文化景观。

“在规划时，我们就把可能会产生

大规模建筑群的项目，尽量都移到四环

外，让高楼大厦远离老城，保住老城的

天际线。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也在

扩大，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把中轴线

的景观保护起来了。”每次提到中轴线，

单霁翔都会提到这段“缘起”。

单霁翔曾提过一个方案。“故宫是

中国的第一批申遗项目之一，当时没有

经验，只申报了紫禁城。但太庙、社稷

坛、端门、景山、皇史宬，等等，与故宫应

该是一个整体。”单霁翔回忆说，“我们

提出可以把这些遗产点作为故宫的扩

展项目，或者进行中轴线的整体申遗。”

尽管整体性保护难度很大，但最后，中

轴线整体申遗方案得到批准。

10 多年来，众多像单霁翔一样的文

物工作者为中轴线不懈奔忙。如今中轴

线申遗成功了，他们的脚步并没有停歇。

以此为新起点，持续加大保护力度、做好

保护传承利用的大文章，任务还很重。

《中国考古大会》《上新了·故宫》

《寻古中国》《与丝路打交道的人》《何以

中国》……短短几年间，各种文化遗产

类节目、纪录片雨后春笋般涌现，越来

越多的考古文博工作者活跃于荧屏和

各地的博物馆、文化馆、学校讲堂。

单霁翔的日程表，也总是排得满满

当当。“上个月我只回了两趟家。一趟

待了 40 分钟，一趟 20 分钟。”7 月上旬，

在皇城根遗址公园的那间办公室见到

单霁翔时，他半开玩笑地“抱怨”。

他说，现在自己的时间被分为“3
个 1/3”，1/3 用来读书写作，1/3 参加讲

座培训等活动，还有 1/3 是在拍摄文化

遗产相关的电视节目。

他的脑子仿佛一个数据库，装着一

幅全国文化遗产地图，也装着重要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大事记”。这些“数据”

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积，而是他一步步走

过、看过、亲身参与后获得的。其实，无

论做讲座、写书还是录节目，对单霁翔

来说都是同一个目的：用更具活力的方

式去传播传统文化，让文化遗产离年轻

人更近、离时代更近。

《大运河漂来紫禁城》《我是故宫

“看门人”》《人居北京：唤醒工业遗产》

……他 3 年写了 18 本书，平均两三个月

完成一本，这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

是规划师》《博物馆之城》《万里走单骑》

《非遗里的中国》《登场了！北京中轴

线》《启航！大运河》……他参与录制的

综艺节目接连播出，收获观众的好评。

启 发 源 于 2016 年 首 播 的 纪 录 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原本只是想把修

文物的故事讲出来，“觉得这种慢节奏

的片子，观众应该主要是中老年”，没想

到“年轻人最喜欢，第二年，上万人报考

故宫，想来修文物”。单霁翔由此看到

了影视节目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巨大

潜力，从此一发不可收。他不仅自己参

加，还带动更多专家学者和文博单位走

进综艺节目。大家的忙碌是有意义的，

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迸发出前所未有

的热情和关注。

“让文化遗产有尊严”，是单霁翔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什么状态是有尊

严呢？那一定是人们对遗产发自内心

地热爱。”

文化遗产应该作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积极力量，惠及广大民众的现实

生活，而不是成为发展的“绊脚石”。“比

如一个历史街区，若因为要保护它把它

‘冻结’了，几年不修，古建筑就会变得

破旧，老百姓一看，这破破烂烂的有碍

观瞻，干吗还保护呢？就更想拆掉它

了，是吧？这会陷入恶性循环。”这样的

观念，如今深入人心，当年却远非共识。

过去注重保护古代的文物，忽视对

现当代文物的保护。但历史的链条不

能断裂，因此，单霁翔和一些专家大力

提倡保护 20 世纪建筑遗产。“有没有遗

产价值，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它所

具有的历史意义。巴西利亚建城 20 多

年就成了世界遗产，我国也有城市仅用

40 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级的现代化大都

市。这是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重要见

证，也应该保护起来。”

过去人们更重视保护宏伟的宫殿、

寺庙、纪念性建筑，不注重保护乡土建

筑、传统民居等。“那些工业遗产、商业

老字号，大家觉得太普通了，每个城市

都有。但真正寄托人们乡愁的，恰恰是

这些‘普通’的东西。”他说。

他和众多专家学者的一次次呼吁，

成为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大步前进

的一个个鼓点。

我问单霁翔，还想“呼吁”些啥？

他列出两件“大事”：

一是做好国家文化公园的传播。“长

江、黄河、

大运河、长城、

长征，五大国家

文化公园，我希望每条

线都走一遍，拍一些节

目、写一些书。”

二是拍一部片子，展示

中国古代发明的科学价值。“社

科部门和文物部门承担了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等研

究任务。如今，探源工程几乎家喻户

晓，可‘指南针计划’也出了好多成果，

知道的人却不多，太可惜了。”他说。

“指南针计划”是利用现代科技，对

古代发明创造进行整理与研究，涉及农

业、医学、水利、交通、材料与加工等多

个领域的系列文化遗产。这些发明不

仅仅是在古代了不起，在如今的高科技

领域依旧发挥着作用。

单霁翔一口气举出一长串例子——

“比如蚕丝不仅用来做衣服，因为

它是可降解的生物蛋白，今天还能用作

手术缝线；陶瓷不仅仅是生活用品、工

艺品，因其耐热耐腐蚀等性能，今天的

空间站仍在使用；古代福船水密隔舱的

原理，在今天的‘雪龙 2’号破冰船上还

能看到……”

“古人的智慧影响了世界，如今仍

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发挥着作用。这些

东西展示出来，多给中国人长志气！”说

到兴奋处，单霁翔眼里放光。

“我的老师吴良镛先生曾提出‘融

贯的综合研究’，他认为搞建筑学不要

光盯建筑，要扩大到城市、区域、人居环

境。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单霁翔说，他

也想把自己一生中涉及的各个领域“融

贯”起来。

学的是建筑专业，做过城市规划，

后来又进入文博单位，单霁翔说：“虽然

我没做到‘择一业，终一生’，但这些经

历，都能在文化遗产这个大的概念下联

系起来，以综合性的视野，讲好中华文

化的传承故事。”

单霁翔的声音和身影像跃动的音

符，汇入磅礴壮美的时代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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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将原本分散的乡村与城市有机联系

在一起。乡村正在成为沉浸式的“剧

场”、田园式的“美术馆”、举办“村超”的

“体育场”……文化根脉长出了新的枝

叶。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

艺术家、设计师等投身广袤的乡村建

设，探索出一条以文化创意激活乡土遗

产 、带 动 乡 村 发 展 的 新 路 ，具 有 借 鉴

意义。

    艺术乡建成为一个热词。艺术家

聚集在一起，不仅能够创作，还能建构

一个地方的景观。那景观本身就成为

一件巨大的艺术品，人们进入其中，接

受当代艺术教育，并与艺术交融，促进

乡村艺术和手工业复兴，最后形成艺术

生活化的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人走

进乡间，探索艺术和乡村建设的结合

点，促进乡村文化复兴，创造具有诗意

的新空间。以创意产业引来“文创移

民”和本地村民回归，传统村落成为新

生活方式的容器。

    在乡建中，艺术家可能比较在意怎

么给乡村带来艺术，但更重要的是如何

去发现乡村之美，发现村民生活中的美

学。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就是这种

生活美学主要的体现方式。农忙种田

地，农闲做手艺。或许是由于这样的传

统，各地乡村都有自己的手工艺。由于

地方的地理环境气候和物产不一样，手

工艺产品和技艺也各具特色。这是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

    景德镇进坑村距离市区只有十几

公里，考古学家黄薇夫妇在村里发现了

宋代开采陶瓷原料的古遗址并对其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进驻到村里，提

出了忙时种地闲时考古的理念，吸引了

许多艺术家到村里创建工作室。大家

发掘宋瓷之美，从传统瓷器艺术中汲取

灵感，设计新中式陶瓷艺术产品。如

今，进坑村开设民宿和饭店，为外地到

景德镇学艺的学生和游客提供方便。

村庄的产业结构、文化景观有了改观，

还 吸 引 了 许 多 在 外 打 工 的 村 民 回 乡

创业。

    乡村空置的住房资源、丰富的劳动

力资源、珍贵的文化遗产、传统的美学

资源，吸引大量的艺术家、手工艺者和

设计师到来。富含传统文化以及具有

多样性发展可能的乡村，将成为人类思

考和创造未来的一块宝地。

    在以艺术激活遗产资源、助力乡村

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高校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云南省鹤庆县新华村是一个白族

村落，当地村民有修补器皿养家的传

统。如今，数十家高校在这里设立教学

实践基地，许多大学教师也成立了艺术

工作室。每年寒暑假，各地来的高校师

生在新华村接触、体验、学习金银器制

作手工艺。后来，艺术院校的教师、毕

业生陆续在此安家，成为新村民。大学

生与工匠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新华村带

来新的文化面貌，也激活了周边产业发

展活力。新华村出产金属工艺品的销

路，从过去的面向当地、面向旅游消费

者，逐渐拓展为面向城市、面向日常生

活。电商平台、手工艺体验场所和工艺

品展示空间，为新华村带来超出预想的

人气。

高校通过定向帮扶促进当地手工

艺产业发展的案例有很多。楚雄彝绣

拥有 1700 多年历史，是彝族人引以为

傲的“指尖艺术”，一代代彝族绣娘用一

针、一剪、一丝、一线，形成图案秀丽、针

法活泼、色彩浓郁的刺绣风格。 2022
年，在东南大学的帮助下，云南省楚雄

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成立了彝绣专班。

专家和教授们深入 10 个乡镇，牵头举

办技能大赛和业务培训。东南大学还

与当地彝绣企业联合，创新设计彝绣产

品 120 余种，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拓展市

场，在商标注册、宣传推广等方面，助力

南华彝绣品牌的打造，让“彝绣+”成为

展示乡村特色文化的载体。在东南大

学帮扶下建成的至善彝绣馆里，南华彝

绣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制作工艺及

艺术影响得到清晰展示。

乡村中蕴含着乡土文化、乡土美

学、乡土智慧，而高校拥有的学术资源、

创意资源、人才资源与乡土结合，可以

充分激活乡土沉睡的遗产资源。乡村

不仅可以成为高校艺术和设计院校学

生们的实习之地、实践之地，还可以成

为他们毕业以后的创业之地、大展身手

之地。因此，未来的高校不再仅仅是传

统意义上的教育中心，也是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储备新动力的重要场所。

   （作者为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

会学研究所所长）

激活沉睡的乡土遗产
方李莉

    方李莉学术团队成员在三宝蓬美术馆布展。               方李莉供图   

学的是建筑专业，
做过城市规划，后来又
进入文博单位，单霁翔
说：“虽然我没做到‘择
一业，终一生’，但这些
经历，都能在文化遗产
这 个 大 的 概 念 下 联 系
起 来 ，以 综 合 性 的 视
野，讲好中华文化的传
承故事。”

    图①：《登场了！北京中轴线》节

目剧照。

    图②：《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海报。  
          以上图片均为片方提供

        制图：蔡华伟、张丹峰   

图为睡虎地 77 号墓出土的简

牍局部。           罗运兵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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