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5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14年3月14日 星期五2014年3月14日 星期五中华瑰宝

首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展开

可移动文物，亮 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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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这个词在
生活中很常见，但说到

“可移动文物”，却让人
有些陌生了。

日前，国家文物局
通报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首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工作的最新情
况，让“可移动文物”
成为近期的热词。

唐三彩三花马 （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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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莲藕荷叶形花
插 （首都博物馆藏品）

涉及上亿件藏品

什么是“可移动文物”？
据悉，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物质文化遗
产又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和历史文化名城、古村落等；可移动
文物是指馆藏文物 （可收藏文物），即
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
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
在中国，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以博物馆、
纪念馆、图书馆或民间收藏为单位。

而这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则是针对
国 有 单 位 的 藏 品 ， 暂 不 涉 及 民 间 收
藏。“普查工作去年开始在全国展开，
涉及 19个行业和系统，囊括 150万个国
有单位、上亿件文物藏品。”国家文物
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说，目前中国已有
半数省市基本完成国有单位调查工作；
从 2 月开始，文物采集认定正式开展，
并对已有的资源进行导入审核。

中国在 1956 年、1981 年和 2007 年
分别进行过 3 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基
本摸清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家底，但从未
涉及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相
比，可移动文物存在着数量不清、保管
状况不明、一些博物馆账目混乱等问
题。2013年 4月 18日，第一次全国可移
动文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标志着
摸底工作的全面展开。

定制“身份证”

此次普查到底涉及哪些文物？范围
是如何界定的呢？

宋新潮介绍说，本次普查以全部国

有单位为对象，除了国有
博物馆等文物收藏

机构，还有图
书 馆 、

美 术
馆、档案
馆 ， 此 外 ，
各级党政军机关

（驻外机构） 和国有
企事业单位也保存有
一定藏品。例如，全国政
协藏有大量名人书画，新闻
出版总署直属单位有大量名人手
稿、老唱片母版。

纳入普查范围的国有文物主要包
括：1949年（含）以前的珍贵艺术品、工艺
美术品、重要古籍、文献资料、手稿，反映
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有
关的代表性实物以及具有科学价值的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化石标本；国有博物
馆收藏的 1949 年后重要的实物资料、艺
术品、民族民俗文物；列入国家文物局公
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
出境鉴定标准范围的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普查的宣传册
中还出现了一些近现代工业文物，例如
青岛市啤酒博物馆收藏的糖化锅、中国
铁道博物馆收藏的“0”号蒸汽机车……
这类文物也将在此次普查中逐一录入。

与经济普查的入户登记和不可移动
文物普查的田野调查不同，可移动文物
普查主要采用单位自主申报的方式。而
对一些已经有数据记录的博物馆，其文
物信息将批量导入数据。

宋新潮说，普查登录的文物要完成
文物名称、类别、保存状态等14项信息
的记录，相当于给文物上了“身份证”。

数字平台激活藏品

“我们希望通过普查，建立国有可
移动文物业务管理与社会服务的公共平
台。提高文物收藏单位的管理水平，促

进文物资源的整合利用，丰富公共文化
服务内容。让文物在文化产业、动漫产
业 、 工 业 设 计 等 领 域 发 挥 独 特 的 作
用。”宋新潮表示。

“让藏在禁宫中的文物活起来。”宋
新潮说，可以通过普查建立服务平台将

文物在网上展示。通过数字化方式
进行传播，有助于加深人们

对文物的具体了解和认
识，把文物变成

一种公共的
文 化

性
产 品 。
此 外 ， 通
过 可 移 动 文
物普查，对登录
的可移动文物，国
家将在文物保护、保管
上给予支持；在文物流通
上，可依法变卖，让文物流
动起来。

宋新潮表示，普查旨在系统掌
握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及基本状况，
建立国家可移动文物登录体系和管理机
制，实现国有可移动文物管理及社会服
务平台体系。

永不落幕的工程

今年下半年，普查工作将着手建设
服务平台，并逐步向社会展示普查成
果。可移动文物信息服务系统也将向社
会开放，人们可进行文物数据及图片的
查询、检索等。

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建立文物调
查和登录制度，是世界各国为有效保护
文物、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的资产管理而

普遍采用的手段。上世纪60年代，法国
开展了被称为“大到教堂、小到汤勺”
的第二次文物大调查，建立起了每件文
物详细、明确、标准化的资料和说明，
进一步摸清了法国文物资源的基本情
况，使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免于损
毁和遗失。而意大利则将全国文物登
录、编目设定为常年开展的经常性工
作。美国、日本等国也都建立了定期文
物调查制度。文物普查就是一项持续性
的、“永不落幕的工程”。

“本次普查是阶段性工作。”宋新潮
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的普查时间
是5年，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可能完

成所有工作。下一次文物普查，
还将涉及未列入馆藏账目

的近现代文物和民间
文物。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中
国国家博物馆藏品）

由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办的“中国
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
工程 （一期） 成果演
示 会 ” 日 前 在 京 举
行。该数据库现已完
成录入中国口头文学遗产资料 4905 本，包含 116.5 万篇

（条） 神话、传说、史诗、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
民间说唱等，总字数达8.878亿字，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口头文学收集的原始资料，堪称一部手掌上
的“民间四库全书”。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是近百年来几代民间
文艺工作者田野普查的结晶。中国民协在60年间，先后组
织了200万人次在全国2800多个县进行口头文学的普查、
搜集、记录工作，并积累了近百年的成果，获得了巨量的民
间文学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为手抄本、油印本、铅印
本，都是原始记录，附有讲述人情况（身份、年龄、性别等）、
记录人与记录情况（记录人身份，记录时间、地点等），符合
记录民间文学的国际惯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不过，这些搜集行动最终只出版了省级口头文学集
成著作，绝大多数县级传说、故事等虽然被采集回来，
却没有机会公开出版。未能出版的原始记录，大部分还
以手抄本、油印本、铅印本等非常原始的方式保存着。

为了将这部分沉睡的资源唤醒，2010年12月，在民
间文艺家冯骥才的倡议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了
中国口头文学数字化工程。该工程由中国民协与汉王公
司合作，将这些原始资料中的图片、文字全部数字化，
并扫描每一页记录的原始页面，汇成一个数据库。数据
还提供按地区、按故事主题等多种检索方式，方便使用
者利用这些资源。例如输入“女娲补天”会得到1160多
篇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它的不同讲述。

在民间文学领域耕耘了60年的“老兵”、数据库专家
刘锡诚介绍说，数据库的主体是上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
末 20年间搜集到的口头文学资料。“20世纪最后 20年是
随时处在流变之中的，民间口头文学也像滔滔逝水随着
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嬗变。以数字化方式较完整全面地
保存这20年的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就留下了这一风云激
荡的时间段里民间文化的活态样相。”刘锡诚说。

冯骥才表示，中国的口头文学非常博大，像空气一
样无处不在。口口相传的故事传递着中国人传统的道德
准则与价值观，蕴含着人们的生活智慧和丰富的生产经
验。但口头文学是无形存在的，易于丢失，尤其是在固
有的城乡形态正在解体的当下。他希望，在数字化之
余，还能把这项工程以图书方式面世，使这五千年来一
直无形存在的口头文学，真正进入中华文明的殿堂。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了表现
对劳动妇女的感激和尊重，中国一直有在妇女节期间发行纪
念邮票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妇女节纪念邮票发行于 1953 年 3
月 10日，由两枚邮票组成，邮票的图案为纺织女工与农妇，
来表达对工农妇女的尊敬和重视。邮票图案上的妇女正在劳
作，意为劳动最光荣。作为首套发行的妇女节邮票，其收藏
价值不言而喻。

第二套妇女节纪念邮票发行于 1959 年 3 月 8 日，依然由
两枚邮票组成，一枚面值为8分，另一枚面值为22分，邮票
的主体为象征女性的红色与绿色，8 分面值的邮票图案为
工、农、兵、商、学 5名女性团结在一起，象征着全国女性
大团结；22分面值的邮票图案为两名妇女高举“3、8”的字
样，意为妇女们庆祝自己的节日，整套邮票绘制生动，表现
和谐，意境深远。

第三套妇女节纪念邮票发行于 1960 年 3 月 8 日。这套纪
念邮票共 4枚，设计风格与上两套纪念邮票迥然不同，第一
枚邮票图案为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克拉克·蔡特金
的肖像，以纪念其对妇女运动的伟大贡献；第二枚邮票的图
案为一位怀抱孩子与和平鸽的母亲，象征母爱与和平；第三
枚邮票的图案为开着拖拉机劳作的女性，意为劳动最光荣；
第四枚邮票图案为三名不同国籍的女性，意为世界女性大团
结，这套邮票也是历代妇女节纪念邮票中邮票枚数最多的一
套，收藏价值颇高。

第四套妇女节纪念邮票发行于 1980 年 3 月 8 日，全套共
一枚，邮票的图案依然为克拉克·蔡特金的肖像，不同的是邮

票的四周多了迎春花的背景，象征着女
性的春天。

第五套妇女节邮票发行于 1990 年 3
月 10日，全套共一枚，邮票的图案为多
条红色绿色的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
个抽象的“女”字。

2010 年的 3 月 8 日是妇女节 100 周年
的重要纪念日，在这一天发行了 《“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周年》 纪念邮
票，邮票以蓝白为主色调绘制了一名女
性的头像，而女性的头像中隐含着和平
鸽的图案，意为祝愿女性能够获得和平
的生活，设计独特，寓意深远。

其实，妇女节纪念邮票的设计，都
是为了体现对女性的尊重，并且将这种
尊重体现在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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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
周年》纪念邮票

唐宋时期，大澳渔村以“海上丝绸之路”的
中转、避风、补给港著称，时与广州“十三行”并
称“十三行尾”。疍家咸水歌“大澳赚钱大澳花，
东平赚钱无归家”，一语道尽了当年大澳的繁华
盛况。大澳是全国唯一的保护完整的疍家古民
居群，靠近著名的“南海1号”南宋古沉船的出水
海域，有“东方威尼斯”之美称。

大澳地形为金元宝，坐东南向西北，三面
环山，一面临海，中间凸起地方为民居群，似

“叶里藏桃”风水形制。南临南海渔场，上至
川山群岛，下至海陵岛，与南鹏岛、大镬、二
镬岛屿隔海相望。大澳渔港 （古称大澳塘） 是
静水区，风平浪静，人丁兴旺，渔业发达。

大澳村 6 姓有族谱，都是清末民初的老谱。
百年家族与大澳血脉相连，见证和拥抱着大澳的
兴衰荣辱，大澳的一切都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

而他们也是大澳发展和前行不可或缺的动力。
步入大澳村，疍家棚已难觅踪影。但村落

的另类景观同样让人感慨。380 多米长的明清
时期前店后坊式的古商业街，及沿街的古商会
和 80多座完整的疍家民居，大量砖雕、木雕、
石雕等建筑构件精美绝伦。而颇具明清特色的
古街道，由两排形似船坞的房子相对而成，这
些房子前半部分像商业店铺，后半部分像船
舱。在这些民居里，生活着310户渔民。

大澳疍家古民居按照渔船设计布局，狭长
的房屋似一条船，里面分上下两层。下层间开
一个个小房，就似船舱，为生活区。上层以木
板作地板，整一层都是寝室，相当于一张大
床。分左右两边，因家人多寡分设不等床位。
按家人年纪大小、男女老少分布排列。一般是
右边先是家庭长辈、中为叔伯，最后为婚姻夫

妇。左边为未成年人床位，依年纪大小由前到
后——与船上一样。

这里生活的一切都与鱼有着不解之缘。渔
家挂在门前辟邪用的八卦，是由两条鱼形的图
案构成；小孩身上的吉祥物、银钏、银链、人
们常用的灯笼，都做成鱼形。南海渔家有个节
日，叫燂船节。节日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
选在夏秋季节——往往是在淡季休渔转入旺季
再出海打鱼的时候，某个风和日丽的“好天”，到
海神庙（即妈祖庙），或罟寮（海边放置网具的小
屋）烧香禀告之后举行。至于到了“娘嬷诞”
或端午节赛龙舟，那便更有说头了……

中国最美古村

大澳渔村：船养身 歌养心
王锦强文/图

仅国家一级文物就几乎占到所有展品的一半。日前
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赣水流韵辉耀千载——江西古代
文物精品展”堪称大气。

在长达3个月的免费展出里，一批仅见于江西的顶级
国宝，如首批64件 （组） 禁止出国 （境） 展览文物之一
的元代纪年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难得一见的中国 20
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
物伏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兽面纹青铜冑
等；8件极为罕见、无可争议的国宝级文物元青花，明末
清初艺术大家八大山人的8幅书画真迹等，系统展示了江
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江西古文物精品亮相京城
杨 倩

▲活环羽人玉佩饰：迄今发
现最早的玉“羽人”， 制作巧
妙，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活链玉
器，内涵丰富，文化独特，在中
国玉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伏鸟双尾青铜虎：存世最大的
先秦青铜虎，其造型奇特，地域特色
强烈，是江西新干大洋洲 （“七五”
期间全国十大考古重大发现） 独特青
铜文化的重要符号。

大澳渔村村民们织渔网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建数据库

堪称“民间四库全书”
宣 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