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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中国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进入枯水期。

冬季的鄱阳湖呈现出一望无
际的滩涂。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湖
口县双钟镇鄱阳湖底的五眼石拱
古桥，在夕阳余晖下熠熠生辉。

此桥建于明代，丰水期隐没
于鄱阳湖，枯水季节才会显露出
来。此桥是当年湖区老百姓来往
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经成了冬日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祝兴勇摄

本报电 （记者施 芳）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经过两年的
考古发掘，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首次发现金中
都外城护城河、城墙、马面、顺城街道路等外城城墙体系，实证了
金中都城的建制沿革。

金中都是北京建都之始，贞元元年 （公元1153年） 海陵王完颜
亮正式迁都燕京 （今北京），并改称中都，开启了金中都作为金朝都
城的辉煌历史。金中都城墙遗址目前在地表尚存南城墙万泉寺、凤
凰嘴和西城墙高楼村等三处，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9 年-2020 年，为配合金中都城墙保
护和展示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丰台区
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对金中都外城城墙开展考
古发掘。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外城城墙的保
存状况、形制结构，及其与城外护城河、城
内道路的关系，首次确认了护城河、城墙的
宽度及营建方式。首次完整揭露了1处金中都

外城墙的马面遗迹，确认其形制为圆角长方形，构建方式为在城墙
外二次增筑、外围包砖。考古中还发现了叠压在南城墙下的唐代墓
葬、辽代墓葬，为金中都城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基础上改、扩建的
史实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金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中居于重要地位，此次考古发现
为复原金中都结构布局和城市面貌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实证了金
中都城的建制沿革。

据介绍，规划中的金中都遗址公园已经制定初步方案，待审批
通过后实施，有望于2022年开工建设。

遗址公园将把金中都城墙遗存在地表的“三堆
土”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三
五”期间，中国文物资源倍增，文物时代价
值凸显。中国文物保护社会共识全面形成，
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迈出坚实
步伐。

“十四五”期间，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研究利用，深化中华文明认知，提高素
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推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坚定文
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提供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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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中国
博物馆备案数量由 4692 家
增长至 5535 家，免费开放
博 物 馆 由 4013 家 增 长 至
4929 家。图为孩子们在博
物馆参观。

考古工作者在进行DNA样本采集。

中国成功追索流失日本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驼峰
文物保护
队在沙漠
腹地进行
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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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现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馆
员、金中都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丁利娜
介绍如何通过剖面地层来认识金中都城墙的
建造方式和墙体的夯层结构。从解剖沟上可
以看到城墙夯层，顺着夯层继续往东延伸，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夯土层，说明这是
城墙的倒塌土。由此确定了城墙东边界的位
置。

通过考古发掘，确定了金中都的城墙宽
达24米。 （北京市文物局供图）

““十三五十三五””文物事业硕果累累文物事业硕果累累

左江花山岩画、“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良渚古
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
项，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4000 多项考古发掘项目有
序开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丰硕，浙江良渚、河
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陕西石峁等一批重要遗址实证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国际学术话语权明显提升；1300
余件 （套） 流失文物回归中国；博物馆备案数量由 4692
家增长至5535家，免费开放博物馆由4013家增长至4929
家；国务院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2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 5058处……日前，国家文物局发
布“十三五”文物事业发展成就并为“十四五”文物事
业进行布局、谋划新蓝图。

13001300余件余件（（套套））流失文物回归流失文物回归

2020 年 12 月 1 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将圆明园马首铜
像划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收藏，为马首铜像百
年回归之路画上完满句号。马首铜像回归圆明园，“辗转
走过的，是一条中国流失文物的漫漫归途，一路见证
的，是中华民族从屈辱颠沛到富强兴盛的历史脚步”，也
让文物追索返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中
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取得突破性进展。数据显示，英
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埃及等国共计向中国返还
1300 余件 （套） 中国流失文物；意大利政府向中国返还
796件文物艺术品；促成山西榆次县邓峪石塔塔身回归故
里、西周青铜虎鎣从英国回归、美国向中国返还 361 件

（套） 文物艺术品、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8件） 从日本追
索回国、马首铜像回归并划拨入藏圆明园、英国警方返
还走私68件文物等。据悉，70余年来，在中国多部门联
动、全社会参与下，已有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文物
回归祖国。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2021 年将继续加强文
物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创新绩，重点
开展敦煌流失文物数字化回归工作，促成更多流失海外
的文物回归家园。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中国文
物对外和对港澳台交流合作能力也进一步提升。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加强，11项援外文物保护工程
在周边国家形成网链，44个中外联合考古项目遍布四大
洲 24国；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务实开展，推动中国国
家博物馆成为全球首批3个“国际文物避难所”之一；累
计举办文物出入境展览300余个，23个国家与中国签署关
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政府间双边协
议；与港澳特区政府签署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协议，
持续推动两岸文化遗产机制性交流。

42604260项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项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

“十三五”期间，文物考古成果丰硕。数据显示，
4260 项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
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实施，重大成果
定期发布，河南二里头、陕西石峁等一批重要遗址实证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海昏侯墓、江口沉银、致远舰等
考古发现备受关注，“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
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以及新疆考古、
西藏考古等取得明显进展。

值得关注的是，水下考古成绩颇丰，开展黄渤海海
域水下考古工作，甲午海战沉舰调查确认“致远舰”

“经远舰”“定远舰”，南海海域首次深海考古调查填补
空白，“南海 I 号”发掘文物 18 万件 （套）、实施船体整
体保护。

相关专家表示，“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工
作伴随中国水下考古 30余年发展历程，是中国水下考古

事业快速发展的缩影，堪称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典
范之作。

为了中国考古事业的长远发展，2020 年，国家文物
局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该中心主要承担分析监
测技术、空间及微观测量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数字化技
术等技术考古科研，考古标准技术规范研究，组织水下
考古、边疆考古、科技考古、中外合作考古等工作。

文物有了文物有了““身份证身份证””

“十三五”期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
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基本摸清国有可移动文物
家底。

2017 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发布。据
刘玉珠介绍，普查期间，全国成立 3600个普查机构，投
入10.7万名普查人员力量，调查了102万家国有单位。截
至 2016年 10月 31日，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共计 10815万
件/套。其中完成登录备案的国有可移动文物 2661 万件

（套），纳入普查统计的各级档案机构的纸质历史档案
8154 万卷/件。普查除对文物本体信息进行逐项登记外，
还对收藏单位情况、文物保管条件等同时开展了调查，
全面摸清中国国有可移动文物家底。

通过此次普查，建立起了国家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文
物身份证制度。据悉，此次普查采集了 27项收藏单位信
息和 15项文物基础信息，建成国家文物资源数据库。同
时，普查按照统一编码规范，对登录文物和单位统一分
配标准代码和分类编号，建立文物实物、藏品档案、电
子信息关联一体的“文物身份证”编码系统和数据管理系
统，登录的每件文物赋予全国永久唯一的 22位数字编码，
作为文物属性验证、信息甄别和索引查询的识别标识。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规范可移动文物
保护工作，国家文物局针对100余家博物馆开展预防性保
护，博物馆库房和柜架囊匣等保存条件得到改善，一些
濒危的珍贵文物受损趋势得到缓解，有效降低了腐蚀损
失速率。

文物保护法开始新一轮修订文物保护法开始新一轮修订

5年来，文物治理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显著增强。国
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物保护法》 修订积极推
进，地方文物立法进程加快，现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规章
17部、地方性法规200余部、国家及行业标准130余项。

2020 年，国家文物局组织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对比现行 《文物保护法》 和征求意见稿可看
出，前者共八章 80 条，后者共九章 107 条。主要修改内
容包括完善立法目的，丰富文物定义和类型；强化政府
责任，鼓励社会参与；加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度；加
强馆藏文物保护利用；进一步规范文物流通，加强市场
监管，强化文物进出境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

稿增设专章，加强文物保护监
督检查。

与此同时，探索符合国情
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迈出坚实
步伐。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
中央财政支持文物保护经费五
年累计483亿元。文物科技跨
越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应用渐
成规模，33 家国家文物局重
点科研基地引领文博行业创新
体系建设，文物保护装备产业
基地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