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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梳妆，佩戴精美首饰；午
间用膳，金杯斟满美酒；策马驰
骋，配上华丽鞍鞯……在苏州博物
馆日前推出的“北方有佳人——内蒙
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辽代女性
文物展”上，陈国公主墓、小王力沟
辽墓等考古发现出土的珍贵文物，
再现了辽代贵族女子的精致生活和
飒爽英姿。

此次展览是苏州博物馆“女性系
列”特展第三期，也是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院近 20年首次推出的
院藏文物展。展览分为“云鬓花颜金
步摇”“玉盘珍馐值万钱”“四时畋猎
是生涯”三部分，展出金银器、铜器、
玉器、漆器、玛瑙、琥珀、水晶、玻璃、
陶瓷等文物逾百件（套）。

辽是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建立的
政权，延续200余年，兴盛时期疆域辽
阔，东面临海，西与西域诸国接壤，南
接中原王朝，北为蒙古草原。契丹人
承袭草原游牧文化，又受到唐风宋韵
和西域胡风影响，呈现出开放包容、
缤纷多彩的文化风貌。

陈国公主是辽景宗耶律贤和萧
太后的孙女，生前极受宠爱。考古
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
旗发现了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出土随葬品 3000 多件，大多由金、
银、琥珀、玉石、珍珠等贵重材料
制成，彰显其尊贵身份。墓中有一
件金面具，体现了契丹人的丧葬礼
俗。契丹贵族下葬时，常用金、银
或铜制面具覆面，用银或铜丝制成
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这件面具
由薄金片捶击成形，厚度仅 0.05 厘
米，出土时覆盖于公主面部，呈半
浮雕形。面具脸型丰圆，双眼圆睁，鼻梁狭长，鼻翼略宽，嘴唇紧
抿，双耳宽大。面具边缘一周有33个小穿孔，为缀连网络之用。

高翅鎏金银冠、双龙纹金手镯、琥珀项链……这些饰品反映了契丹
女子对美的追求。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龙纹金花银奁，盖面为浅浮雕式
行龙戏珠纹，龙身錾刻龙鳞，头尾间刻火焰宝珠，两侧各饰一朵如意云
纹。盖面边缘饰一周连珠纹和变形莲瓣纹，圈足底边錾刻一周连珠纹。
出土时奁内有1件银盖罐和3件银盒，银盒内装有胭脂和粉。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发掘了一座辽代
早期女性大墓。墓主人头戴棉帽，棉帽内罩十字梁金圈帽，帽圈下与
金下颌托相连。结合彩绘木棺四周悬挂的铃铛、膝盖与脚边的铜铃、
随身陪葬的带流苏鎏金银牌饰等遗物判断，墓主人应是一位皇室萨
满。但因未出土墓志、印章等，墓主人的确切身份还不能证实。

此次展览中的一枚嵌水晶蟾蜍形金戒指，出土时佩戴于这位墓主
人手上。戒面呈盾形，金托座捶揲而成，錾刻卷草水波纹，其上镶嵌
水晶，上伏一只蟾蜍，爪蜷头昂，背部镶嵌绿松石，刻有弧线形纹饰。

2015年发掘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是辽代考古中首次
发现的贵妃墓葬，出土了金银器、玉器、琥珀、玻璃、陶瓷、丝绸等
大量文物。其中有一把银釦青瓷执壶，做工精湛，装饰带有异域风
格。壶身颈部饰草叶纹，肩部饰流云纹，腹部饰 4组团窠鹦鹉纹，鹦
鹉口衔折枝花草作展翅飞翔状。曲流口部以银片包饰，上部焊接银
盖，银盖恰与流口相扣，开合自如。

契丹是马背上的民族，女子也长于骑射。展览中有不少马具，是
这一习俗的生动写照。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镶玉银鞓蹀躞带由薄银片制
成，垂挂于鞍座后部左右两侧的鞍翅上。鞍翅呈叶状，由银片捶揲、
鎏金而成，表面錾刻鸟纹和卷草纹。每侧4条长带、1条短带穿系于鞍
翅上的兽面古眼中。蹀躞带上钉有狻猊形、马形玉饰56件，两条短带
上各钉一件鎏金铜带扣。银鞧带由一条长带和两条短带连成，带上系
三角形鎏金铜节约2件、狻猊形玉饰38件。

辽上京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枢纽，来自各地的珍品在这里汇
聚。辽代贵族墓中不乏西方舶来品，是草原丝绸之路商贸、文化交流
的见证。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乳钉纹高颈玻璃瓶，漏斗形细高颈，球形
腹，喇叭形高圈足。宽扁把连接口部与上腹部，由10层玻璃条堆成花
式镂空状。口沿上涂一周淡蓝色颜料，腹壁饰 5周小乳钉纹。专家推
测这件玻璃器来自埃及或叙利亚，在当时是价值非凡的奢侈品。

沪江大学近代建筑群、天津第三棉纺厂旧
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北京国际金融大
厦……日前，“公众视野下的 20 世纪遗产——第九
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暨20世纪建筑遗
产活化利用城市更新优秀案例研讨会”在天津市举
行。在建筑、文博专家的共同见证下，第九批102
个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公布。这些建筑
遗产见证了历史风云，承载着城市记忆，反映了
中国现代建筑发展成就，吸引着人们探访它们蕴
藏的精彩故事。

镌刻历史记忆

建筑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建筑遗产内涵和价值的认识
更加深入、全面，20 世纪建筑遗产在国内外受到
越来越多关注和重视。

“20世纪是一个复杂的、变革的时代，这一时
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社会变革，在建筑上留
下了历史的痕迹和记忆。20 世纪建筑遗产是有着
多元、多重价值的复合性遗产，具有政治、经
济、历史、文化、科技、美学、生态等多方面价
值属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文物学会 20世纪
建筑遗产委员会会长马国馨说。

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于 2014
年成立，是致力于20世纪建筑遗产研究、保护、推广
的专门机构，依据国内外相关法规、文献，编制了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认定标准》，并组织开展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工作。自2016年至今，共
计向社会推介了9批900个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
目，涉及10多种门类，时间跨度百余年，其中有人民
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美术馆、天津五大道
建筑群等全国知名建筑遗产项目。

最新公布的第九批推介项目共有102项，分布
在全国 24个省区市。据介绍，本次推介突出红色
主题建筑遗产项目，重点集中在 1949 年—1999 年
新中国建设的项目，同时兼顾少量特别优秀的 21
世纪初建筑创作项目；重点关注在城市更新建设
上体现文化内涵、有成功的保护传承经验且在活
化利用方面有突出特点的项目，其中不乏面向基
层的项目，以及有历史背景的文化教育建筑等。

“天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历经 600 多年
的建城史，留下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历史、文化、
科学、艺术和人文价值并反映时代特色和地域特
色的建筑。天津的建筑遗产种类齐全、层次丰
富、风格多样，呈现出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特
点。”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历史风貌建
筑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路红说，第九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活动在天津举办，能让
大家近距离感受天津建筑遗产的魅力。

第九批推介项目中有 7 个天津市建筑遗产项
目，分别是静园、天津第三棉纺厂旧址、刘冠雄
旧居、扶轮中学旧址、天津机场地区近现代建筑
群、天津古文化街（津门故里）、天津市原市公安局
办公大楼。

静园原名乾园，建于 1921 年，为北洋政府驻
日公使陆宗舆私邸。园内建有一座砖木结构楼
房，融西班牙式和日式风格于一体，草木葱郁，
静谧宜人，是天津租界时期庭院式私人宅邸的典
型代表。1929年7月至1931年11月，清末逊帝溥仪
寓居于此，将其改名为静园。天津解放后，静园曾
作为办公用房，后成为多户居民居住的大杂院。

“2005 年，《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出
台，静园被列为特殊保护级别的历史风貌建筑。”路
红介绍，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依据《天津
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对静园内45户居民进行
腾迁，依照“修旧如故、安全适用”的原则，对静园进
行复原整修。自2007年对外开放以来，静园先后获
得“中国旅游品牌魅力景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

焕发时代光彩

“建筑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有生命
力的。要做好建筑遗产保护传承的大文章，探索
更新活化的有效方式，让建筑遗产的价值在当代
得到传承。”中国文物学会 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
副会长、秘书长金磊说。

如今，许多历经沧桑的老建筑“活”了起来，成
为城市中别具特色的景观和展示文化底蕴的窗
口。在天津实地走访，记者对此感受颇深。

天津皇会非遗展演、特色市集、津派文艺演

出……不久前的“五一”假期，天津古文化街分外
热闹，“首届天津古文化街民俗文化旅游节”在这里
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尽享韵味十足的民
俗文化“大餐”。

天津古文化街位于海河西岸，北起老铁桥大
街（宫北大街），南至水阁大街（宫南大街）。历史
上，这一带曾是天津古城的经济、文化、商贸聚
集地。1985 年，天津市修建古文化街，将其打造
成体现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特色的商业步行街。21
世纪初，天津市开展海河综合开发改造工程，对
古文化街进行全面整修改造。整修改造后的古文
化街，延续了原有道路的线性肌理，保留了原来
的建筑风貌和基本格局，同时又能满足现代人游
玩、购物、休闲等需求。

穿过“津门故里”牌楼，漫步古文化街，一家
家老字号映入眼帘。欣赏泥人张彩塑、杨柳青年
画，尝尝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听听“曲艺之
乡”的相声、快板……天津传统文化魅力在这里体
现得淋漓尽致。

“天津有 14片历史文化街区、877幢历史风貌
建筑，累计有58个项目被推介为中国20世纪建筑
遗产。许多历史建筑在更新活化方面卓有成效，
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光彩。”路红说。

天津第三棉纺厂旧址始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
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国家工业遗产。2013年，天津住
宅集团对其进行保护性提升改造。历经两年改造，
天津第三棉纺厂旧址变身为棉3创意街区。该工程
遵循“先保护再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老厂房原有
的空间格局，采用新与旧、古朴与现代、传承与创新
相结合的改造手法，构建了一个既延续工业遗产历
史肌理、又体现时尚街区活力的创意产业集群。

在充满历史感的红砖建筑里，分布着美术
馆、书店、小剧场、咖啡厅、文创空间等，令人
眼前一亮。一排排纱锭、古铜色齿轮、图文并茂
的展板，组成一条“时光走廊”，展现了天津近现代
纺织工业发展历程和棉3的前世今生。街区经常举
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如雕塑展览、音乐演出、
图书市集、特色灯会、滑板比赛等，成为年轻人
喜爱的时尚打卡地。

今年“五一”期间，“时光戏台 棉3有戏”戏曲主
题市集亮相棉3创意街区。游客不仅可以欣赏戏曲
演出，还能参与互动、打卡集章，通过游戏了解
戏曲知识，感受传统戏曲文化与现代时尚元素结
合所迸发的璀璨光彩。

吸引公众参与

“建筑遗产保护绝不只是专家学者或政府部门
的事，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要唤起广大公众
保护遗产的共识，并使之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金
磊说，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成立10
年来，在向公众宣介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让更
多人了解20世纪建筑遗产的丰厚内涵和宝贵价值。

此次建筑遗产推介活动在天津市第二工人文
化宫举办，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新书《新中国天津建
筑记忆 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

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由天津建筑设计公司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前身）设计，天津市第三
建筑工程公司施工，是20世纪50年代天津占地面
积最大、“文、体、学”功能俱全的园林式文化宫。该
建筑群的设计紧扣“工人”主题，从空中俯瞰，剧
场呈“工”字形，图书馆呈“人”字形。2022 年，天
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完成更新升级，被列入第六
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新中国天津建筑记忆 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

宫》介绍了这座建筑群的设计特色、修缮更新工程
等，讲述了建筑承载的动人故事。

“1954年1月15日，总建筑面积为7142平方米
的‘工’字形剧场正式落成，该剧场舞台条件一
流。在剧场的开幕式上，梅兰芳先生演出了经典
剧目《贵妃醉酒》，老一辈人回忆起此事时总是兴奋
不已……”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原主任赵俊清
说，数不尽的著名艺术家在这里举办过精彩演
出，留下了深刻的城市文化记忆，天津“二宫”因
此被人们称作“文物级剧场”。

“像这样充满故事的建筑遗产还有很多。”金磊
告诉记者，2018 年出版的《悠远的祁红——文化池
州的“茶”故事》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文化
系列”的开卷之作，聚焦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
产推介项目——国润茶业祁门红茶旧厂房。该书
由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在海外出版发行，向世界
讲述中国祁门红茶的故事。

中国文物学会 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成立 10
周年之际，“时代之镜·十载春秋——中国20世纪建
筑遗产全纪录特展”在天津市规划展览馆开幕。展
览中，观众可以纵览 10 年来推介的 900 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并可以读到近 30个设计建设
机构提供的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优秀案例。

活动期间，还发布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年
度报告（2014—2024）》，并启动“遗产百年·致敬经
典 首届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摄影大展”。

“摄影展面向海内外征稿，欢迎大家用镜头记
录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的风采。”金磊说，“希望通
过一系列活动，更好地传播建筑文化，吸引更多
人关注和走近20世纪建筑遗产。”

时代之镜 城市之诗——

感受20世纪建筑遗产魅力
本报记者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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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有“世界
建筑博览会”之称，保存着风格多样的近代建
筑群。包括庆王府、先农大院、樘院在内的
200余幢历史风貌建筑经整理修复后，得到合
理利用。春季海棠绽放之时，五大道打造

“海棠花节”，吸引着八方来客。图为五大道
先农大院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图②：天津静园。 主办方供图
图③：天津第三棉纺厂旧址。

主办方供图
图④：“时代之镜·十载春秋——中国20世

纪建筑遗产全纪录特展”一角。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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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王建康摄 （人民图片）展览现场。 王建康摄 （人民图片）

▲辽代双龙纹金手
镯，陈国公主墓出土。

◀辽代银釦青瓷执
壶，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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