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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公园游人如织

仰韶村遗址1921年的首次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
元，确立了仰韶村遗址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的崇高地位。后又经1951
年、1980年至 1981年两次发掘，基本明确了仰韶村遗址包含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庙底沟二期类型、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4种
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层堆积。1961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牛年春节期间，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人如织，车水马
龙。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仰韶文化的独特魅力。仍处于建设中的仰韶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尽情展现着黄河中游地区最具代表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成为当之无愧的新晋网红打卡地。

链 接

第三条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
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
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十三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省级、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确定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直接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报国务院核定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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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清源视野文化咨询团队组建于2018年，旨在为遗产管理者和
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咨询服务。本文内容基于对已公布的各批次

“国保”信息的梳理，从动态变化中体现60年来新中国文保事业
的蓬勃发展。文中提及的丰富、动态数据均可在清源文化遗产公
众号 （微信号：mobiheritage） 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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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总计 5058 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从北端的嫩江流域到南端的三
沙群岛，都能寻到它们的身影。当
位于东端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
县“莽吉塔站故城”已近正午时，
而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石头
城遗址”才露曙光。我们的文明古
国，正用文化遗产丈量国家的幅员
尺度和文化纵深。

从省级地域分布看，山西省从
1996 年起稳坐“国保”第一大省位
置，至今无可撼动；从市级行政单
位看，运城、郑州、长治、晋城、晋中、
保定、渭南、苏州、西安、南京的“国
保”总量位于全国排名前十位；从区
县级行政单位看，北京西城、北京东
城、河南登封、安徽歙县、山西高平、
河北蔚县、山西泽州、山西平遥、北京
海淀、广东越秀占据全国区县级行政
单位的“Top10”。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城北6公里的韶山
南麓，面积约30万平方米。仰韶村遗址于1920年秋
被发现，并于1921年进行了首次发掘。

通过发掘，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前就存在着
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村遗址所代表的仰韶
文化，成为我国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史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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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第三次发掘逾40年后，仰韶村于2020年8月启
动第四次考古发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对仰韶村遗址南部核心区和
中北部仰韶文化壕沟、龙山文化壕沟开展考古研究。目
前考古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底结
束。图为考古现场。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180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已整整60年。

截至2019年我国公布第八批时，共有“国保”

5058处。这些从数十万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遴选
出的杰出代表，代表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文明
发展历程。

早在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便颁布
了 《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
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1953年又
颁布 《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
文物的指示》 等一系列法令，以保护“文物建
筑”“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及“历史及革命
文物”。

1956 年，国务院下发 《关于在农业生产建
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要求各地提出保护单位
的名单并将之公布。各省随即开展了文物普查
工作并陆续公布“文物保护单位”，这便是第一
次全国文物普查。

1958 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将各地公布的
“文物保护单位”汇编成册，内部发行了《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
单汇编》，并随即结合已有的研究基础，草拟了
第一批全国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经过各
地的反馈以及多次研讨，1961年3月4日，国务
院公布了 180 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下简称“国保”）。
第二批6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2

年公布。这与第一批“国保”已相隔21年。从
那时起，“国保”认定和公布的速度明显加快，
总量迅速扩充：1988 年第三批为 258 处、1996
年第四批250处、2001年第五批521处、2006年
第六批 1081 处、2013 年第七批 1944 处；待到
2019年公布最新的第八批“国保”762处，“国
保”总量从最初的180处增长到5058处。

值得同时关注的是：根据自 2007 年开展、
持续 5 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核定，全
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业已超过 760000
处。这充分展示了历史文明古国的丰厚文化积
淀。

时光荏苒。60年的光阴，足以让青葱少年
变成花甲老人。对于分布在广袤中华大地上的
那些存在了百年、千年甚至万年的文物来说，
却不过是匆匆一瞬；在此期间，一批又一批文
物保护工作者为之奉献终生。

2021年

1961年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的“国保”
在60年间的前十位排名变化

从180到5058：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0年的变与不变
陈 凯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确定的文物类型分为“革命遗址及革命纪
念建筑物”“石窟寺”“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刻及其它”“古遗址”

“古墓葬”六大类，这基本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于1950至1953年公布、以保护
“文物建筑”“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及“历史及革命文物”的相关法令相一
致。第二批、第三批“国保”完整延续了第一批的分类框架。

在1996年，第四批“国保”的分类标准则做出了适度调整，将“革命遗
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纳入至“近现代重要史迹”之中，同时增加“近现代
代表性建筑”，合并称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寺及石刻”
合并为一类，“其它”单独分为一类，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分类体系。如今，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及“其它”这几个类型作为分类标准。尽管早
期构成类型与如今存在一定差异，但这一开创性的分类框架体系在60年以来
的“国保”评选中得到了整体性的延续。

2019年，国家文物局设立革命文物司，公布了 594处分布于全国的“革
命文物”清单，再次将“革命文物”作为一类文物类型单独提出。这对于传
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革命文物”清单独立于“国保”
分类体系，“国保”类型的分类标准依旧延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具体构
成类别涉及了前人在各个历史时期、
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文化遗产，从考古
学的聚落址、城址、矿冶、陶瓷遗址
到皇家陵寝、单体墓葬，从古建筑的
寺庙、宅第、牌坊、亭台楼阁、桥阙
塔观，再到石窟、经幢、摩崖，还有
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梯田、茶园等
也均在列。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国保”名
单中，对文物类型的认定标准更加注
重单体或者独立构成单元的保护价值
如寺庙、城、塔、阙等；而如今在注
重单体价值的同时，也更加关注生态

群落以及文化景观的整体保护。如第
一 批 国 保 单 位 公 布 了 “ 武 当 山 金
殿”，在40余年后的第六批中又公布
了“武当山古建筑群”，在第六批、第
七批“国保”名录中出现了大量的整体
古村落，而盐田、茶园、枣园、梯田等被
纳入国保体系更是对整体性保护的生
动诠释。

从一方面来分析，这种变化的产
生是基于前期具有极高价值的单体或
独立单元文物已经得到了有效保护；
而另一方面，则显示出这是伴随着社
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更
新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1961年3月4日 公布了180处“国保”1961年3月4日 公布了180处“国保”

从关注单体价值 延伸至保护群落和整体风貌

（作者工作单位：清源文化遗产团队咨询部）（作者工作单位：清源文化遗产团队咨询部）

哪些城、区拥有最多的“国保”？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
布了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这是我国社会发展
的 一 个 重 要 事 件 。 图 为 当 时

《光明日报》 刊登的 180 处“国
保”名单。

初具规模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212021牛年春节期间牛年春节期间，，仰韶村国家考古仰韶村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游人如织遗址公园游人如织。。

题图：目前我国5058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

寺庙、聚落址、城址和宅第

的数量最多。

保护框架体系得以整体延续 无处不在的仰韶文化元素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
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
义的特定公共空间。仰韶村遗址所在地的河南渑池县借助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模式，探索大遗址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 2017 年底由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计划于2021年6月建成并对外开放。公园规
划总面积约 2800亩，规划分区有博物馆服务区、遗址保护展示区、考
古预留区、文化旅游服务区、生态观光区、窑洞展陈点等。经过几年的
持续建设，仰韶村遗址已初具规模。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规划设计之初，便将仰韶文化元素的综
合应用确定为首要的展示目标。公园内的仰韶文化元素，可以说无处不
在：利用写实、抽象、蒙太奇等多种展示手法，从灯杆、座椅、垃圾
箱，到彩陶罐、彩陶盆、小口尖底瓶，制陶、酿酒场景，考古典籍、工
具等景观小品，再到利用地势形成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等，都极大地提
高了公园的文化标识度。

同步开展第四期考古发掘

在考古遗址公园内，科学开展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无疑是让大遗址
“活”起来的点睛之笔。

2020年8月，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距离 1921 年的首次发掘，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已跨越了百

年。在“考古热”的带动下，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发掘区成为
游客最为关注的“流量”区域，无需引导，人们都聚焦于此。与此同
步，公园也配套提供了高水平的博物馆展陈。仰韶文化博物馆早在2011
年 11月就对外开放，是国内首家仰韶文化专题博物馆，陈列展览面积
2386平方米。为配合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仰韶文化博物馆也
正在重新提升基本陈列。一个关注游览、答疑解惑、注重体验的仰韶文
化专题展览将面向游客揭开面纱。
（作者工作单位：三门峡市博物馆 河南省渑池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