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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如 果 它 们 能 说 话 ，
它们会告诉这个世界许多
事情：与人友善，彼此尊
重，彼此相助。两件陶俑
回归故里，不是通过金钱
或政治的手段，而是因为
爱的力量和对中国人民的
尊重。” 苏珊娜女士寄语（国家文物局提供）苏珊娜女士寄语（国家文物局提供）

汉文帝霸陵位置确定

下一步以保护为主

本报电 近 日 ， 国 家 文 物 局 印 发 了
《“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下称《专项规划》），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
针对石窟寺保护工作编制5年规划。

实施“石窟中国”和“平安
石窟”工程

据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专项规
划》坚持保护为主，安全第一，将推动实施

“石窟中国”保护工程。一是以全国石窟寺
专项调查成果为基础，建设国家石窟寺资源
数据平台。二是实施中小石窟寺抢救性保护
项目，着力解决中小石窟寺安全问题，全面
消除重大险情。三是在莫高窟、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重要石窟寺实施保护
示范项目，在保护理念、保护技术、工程管
理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四是加强石窟
寺预防性保护，推动将石窟寺安全防范纳入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体系。

《专项规划》 显示，还将部署实施“平
安石窟”工程，包括推动实施石窟寺安全直
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将石窟寺安防设施
建设纳入文物安全防护工程重点内容，完善
打击文物犯罪联合长效机制，将盗窃石窟寺
等犯罪案件纳入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
重点内容等。

明确短期、近期和中长
期目标

《专项规划》 明确了短期、近期和中长
期3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具体包括：短期目
标 （到2022年），聚焦石窟寺本体安全，以
全面消除重大险情、实现重点石窟寺安防设

施全覆盖为主要目标。近期目标到 2025 年
时，实现石窟寺保存状况明显改善，安全防
范能力持续提升，考古研究持续深化，保护
技术集成供给能力全面提升，体制机制基本
健全，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石窟寺保护
利用之路。为量化主要目标，《专项规划》
制定了15个定量指标，如实施5项重要石窟
寺保护示范项目、建设4-5个安全防护综合
平台、完成5部重点石窟寺考古报告、形成
5项科技保护普适性技术等。中长期目标为
到 2035 年时，建设完善的石窟寺保护体
系、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和保护人才，石窟
寺保护利用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全面提
升中国石窟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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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百年历史

时间回到 20 世纪初，苏珊娜女士的
祖父约翰·赫伯特·韦特在中国行医，获得
两尊陶俑，带回美国，后交苏珊娜女士继
承。1983年，为庆祝上海与旧金山缔结姐
妹城市，上海博物馆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
物馆举办《上海博物馆珍藏——六千年的
中国艺术展览》。苏珊娜女士发现参展的
一套仪仗队俑与其所藏陶俑极为相似。上
海博物馆随展负责人告知，陶俑应出自中
国被盗贵族墓葬。苏珊娜女士素爱中国古
代科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
怀有钦佩之情，此后近 40 年间，始终期
待以合适的方式将文物送还给中国人民，
今年终于得偿所愿、玉成义举。

踏上“回家”之路

据介绍，今年 4月，中国驻旧金山总
领事馆收到苏珊娜女士的邮政快递，内有
两尊彩色立俑及一封信件，信件讲述了其
家族与这两尊陶俑的渊源，表示希望通过

中国政府将文物送还给中国人民，捐赠至
上海博物馆。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上海市
文物局、上海博物馆开展文物鉴定等相关
工作，判断这两尊陶俑为我国文物，与上
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套明代彩色釉陶仪仗俑
较为相似。9月，国家文物局尊重苏珊娜
女士意愿，指定上海博物馆作为两尊陶俑
的受赠入藏单位。国家文物局与中国驻旧
金山总领事馆、苏珊娜女士、上海市文物
局、上海博物馆通力合作，最终两件文物
于11月26日入境上海，回归祖国。

12月2日，上海博物馆组织专家开展

实物鉴定，确认两尊陶俑为明代陪葬明
器，是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和制陶历史
的珍贵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收藏价值，确
定为三级文物。两件文物与上海博物馆所
藏一套明代陶俑的胎质、表面施加的低温
铅釉工艺相同，造型及制作风格与其中的
尖帽立俑极为相似，应为同一时期、同一
地区的作品。

促成更多流失文物“回家”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周茂
义表示，苏珊娜女士将中国流失到美国的
古代文物捐赠回来、还给中国人民，是十
分温暖而又高尚的义举，体现了中美两国
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苏珊娜
女士将陶俑送归故土的义举，展现了令
人钦佩的崇高品格，展现了美国普通民
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彰显了回归
文物所蕴含的“艺术的真正价值”，表达
了各国人民携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共
同心愿，必将带动更多社会各界人士关
注和支持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促成更多
流失文物“回家”。

源自相互尊敬，还有共同的爱……

两尊明代陶俑如愿回归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日前，国家文
物局在线上主办文
物捐赠入藏仪式，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苏珊娜·芙拉图斯
女士捐赠我国的两
尊明代陶俑入藏上
海博物馆。

左图：2021年9月，中国国家文物
局尊重苏珊娜女士意愿，指定这两尊陶
俑落户在上海博物馆。

（供图：国家文物局）
右图：“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

陶俑特展”中，将两尊陶俑与曾前往
旧金山展出的明代彩色釉仪仗俑队共
同展出。

云冈世遗20年
杭 侃

南京
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举行

本报电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江苏省委宣传
部、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1 南京
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近日举行。来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上合组织等国际机构、“一带
一路”沿线城市、国际友好城市、国内外历
史文化名城、世界城市文化论坛组织成员城
市的嘉宾，通过线上、线下相约名城南京。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首创于 2004
年，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成功举办 8
届。本次还邀请全球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共同
开展“共同的遗产，共同的世界”全球艺术
共创行动。 （吕菽菲）

1993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第
一次来云冈。

那年，我上宿白先生的中国美术史
专题课，在读日本学者编写的《云冈石
窟》报告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宿白先
生看了我的课程作业，让我到云冈石窟
做一次实地考察，这篇作业修改之后以

《云冈第 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
窟最初的布局设计》为题，发表在《文
物》 杂志 1994 年第 10 期上，这是我发
表的第一篇论文。

雪后的云冈异常宁静，可以清晰地
听得见脚踩在雪地上的声音。大佛微笑
着，没有那种让人懔懔然若对神明的距
离感，而是洞彻世事的睿智。“真容巨壮”
的云冈群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那是
一个蓬勃向上的民族的精神写照。我久
久地凝望着大佛，体会着古人“雕饰奇
伟，冠于一世”的感叹。此后我多次来云
冈，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候带学生来，有
时候陪朋友来。每一次看到大佛，心都能
安静下来，朱光潜先生说：“美感的世界
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
立。”有的时候我想，这可能就是云冈应
该给大家的样子吧，纯粹而经典。

公元 460 年，北魏皇室集中全国的
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的云冈石窟，

成为了艺术史上的经典。它所创造的
“云冈模式”的影响遍及全国，在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起到了巨大的
作用，成为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历史
的具体见证。

1500多年的沧桑岁月，使云冈石窟
不同程度地经受了自然风化和人为破
坏，洞窟和雕像损毁严重，文物保护工
作任重而道远。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
了《“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
划”》，为“十四五”期间石窟寺的保
护、管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制订了远景
目标。在保护规划中特别强调了要“加
强科技创新，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
用”。近年来，云冈石窟的数字化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

2021 年 12 月 14 日，在云冈研究院
举办的纪念申遗成功 20 周年活动中，
特意召开石窟测绘专题研讨会，邀请国
内考古测绘的一线专家就石窟寺考古报
告的测绘工作进行研讨。云冈石窟未来
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在科技的支撑和引
领下，保护好经典、研究好经典、阐释
好经典、传播好经典，让人们感悟好经
典的魅力，真正发挥其在构筑文化自信
过程中的作用。

（作者为云冈研究院院长）

20多年来，我目睹了云冈的巨大变化。2021年12月14日是云

冈石窟申报世界遗产成功20周年的日子。我重温了许多云冈申遗的

资料和老照片，仿佛重回当年，热烈的场景依稀在眼前。

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
体系完整、内涵深厚，主要分布在四
川、陕西、重庆、山西、西藏、甘肃、山
东、河北、浙江、河南、新疆、宁夏、云
南、内蒙古等省份。

经过7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
石窟寺考古与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
绩。石窟寺考古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基本建立。石窟寺保护理念逐渐成熟，
形成“重视前期试验研究，多学科成果
支撑，科学研究贯彻保护工作全过程，
动态化设计和实施”的工作方式，在文
物保护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十
四五”石窟寺保
护利用专项规划》

链 接

日前，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通报陕西
西安江村大墓等 3 项重要考古成果。其中，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认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
恒的霸陵。

今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
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提出“关
于划定江村大墓保护范围的建议”，提出北界
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任家坡村西壕沟，
南至狄寨街道办金星村六街及其西侧壕沟，
西起狄寨街道办江村东，东接窦皇后陵。

多年来一直寻找考古证据

沿着时间线往回看，2006 年 7 月—2009
年 5 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现了
一座“亞”字形大墓及其周围的外藏坑、铺
石遗迹、门阙遗址等。因其位于西安市灞桥

区江村东，故称“江村大墓”。
资料显示，江村大墓地处西安东郊白鹿

原的西端，东北约 800 米处为窦皇后陵，西
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

2011 年—2013 年，根据西汉帝陵大遗址
考古工作计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
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由焦
南峰研究员领队，对“凤凰嘴”、江村大墓、
窦皇后陵以及薄太后南陵等区域进行了考古
调查、勘探，大致探明了两座陵区遗存的分
布范围与形制布局。

2017 年至今，勘探、试掘发现了江村大
墓、南陵的“石围界”，霸陵的外园墙以及建
筑遗址、陶窑遗址等。发掘了部分江村大墓
外藏坑、南陵外藏坑等，最终确认江村大墓
为汉文帝霸陵。

通过考古勘探揭开谜团

在此之前，关于霸陵位置的传统认识是在
江村大墓以北两公里的“凤凰嘴”。通过考古勘
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
除为霸陵的可能。

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
墓室边长约 72 米、深 30 余米，墓室四周发现

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
园设施（暂定名“石围界”），边长约 390 米，石
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能为独立的
帝陵陵园。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发现陵园
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一座大陵园内，大陵园
东西长约 1200 余米，南北宽约 863 米。考古发
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
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
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
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
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
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
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
汉文帝霸陵。

理清西汉11座帝陵名位

相关专家表示，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
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加上此前确定的长
陵、茂陵、渭陵等，解决了西汉11座帝陵的
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
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
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
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帝王陵墓制度
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赵晓霞本报记者 赵晓霞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
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近日表示：因为文
物保护技术的限制，目前汉文帝霸陵
不会进行发掘工作，将以保护为主。

“待后世子孙有办法解决文物保护难
题，再进行发掘。如今已经确认了墓
主，接下来最主要的
工作是保护。” 链接

目前不会进行发掘

2019 年起，“江村
大墓”已成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供图：国家文物局）

2001 年 12 月 14 日凌
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25
届会议上，中国政府申报
的大同云冈石窟，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图为当
时云冈当地民众期待申
遗成功时的场景。
（供图：云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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