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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第三届天津市大
学生民族文创设计大赛全面启动。

大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传承民族文化 共创美好
未来”为主题，面向天津市和全国各
高校在校生及2021、2022届毕业生（不
局限于少数民族），征集以“实用性、时
尚性、创意性、文化性”为设计理念，挖
掘、提炼、整合民族文化精髓，融入旅
游、时尚、科技等元素，以民族符号、民
族文物、民族艺术、民族音乐、民族
体育等元素为创作题材的各类民族
文创作品。同时设立围绕乡村振兴，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
与天津城市文化相融合等方向的专
项奖；以革命战争年代民族英雄人
物、红色故事、革命文物为创作素材，
展现民族团结进步，传承红色基因
的红色文化专项奖。

据大赛组委会介绍，在前两届大
赛中，累计已有 2000 多名大学生参
与，涌现出千余件各类型民族文创作
品。通过大赛的推介和孵化，很多作
品成功实现了市场转化，大赛已成为
全国民族文创研发的知名品牌和平
台。 （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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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多措并举，扎实开
展让文物“活”起来“1234”行动，努
力让文物“说话”，讲好文物故事。

严守一个前提，进一步夯实文物
保护基础。让文物焕发“活力”，文
物“健康”是前提。西夏陵区管理处
扎实开展本体保护工作，完成全部 9
座帝陵和 44座陪葬墓的本体保护工程
及北端建筑遗址回填保护和 4、6号陵
防洪工程；完成西夏博物馆铁质文物
修复保护，采购恒温恒湿柜，改善有
机质文物保存环境，委托专业机构对
唐卡进行保护性修复。在文物保护和
修复中，不仅完成了文物“祛病延
年”，也积累了让文物“活”起来的

绝佳素材。
把握两个趋势，深耕文物数字化和

文化创意产业。西夏陵区管理处将把握
文物数字化趋势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新机遇，提前布局完善数字基础设
施，完成遗址三维建模、馆藏珍贵文
物三维扫描、文物档案信息化等工
作，并着力探索文物数字互联发展格
局。致力于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工作，通过文化创意，拓展思路，
研发与地域、时代特色相结合的多种文
创产品，并与非遗剪纸、活字印刷等传
统工艺强强联合，推出互动体验活动，
激活文物时代价值，赋予文物新生，点
亮文化产业升级之路。

实施三个项目，让文物“动”起

来。西夏陵区管理处推出了数字博物
馆项目，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动
感体验和精彩的视觉享受，更是打破
时间空间限制，更好满足了观众线上
观展需求；实施系列研学游项目，通
过遗址、博物馆参观，3D、4D影片，
木活字印刷、拓片、西夏文书法体验
等，寓教于乐，使参与者多角度感知
文化遗产的魅力；实施公众考古体验
项目，设置考古展示、考古盲盒、文
物修复、陶器制作等多种体验活动，
实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观赏
性的有机结合。

举办四个展览，把文物“请”进
来“送”出去。举办西夏博物馆基本
陈列，通过丰富的精品文物、全新的

阐释方式和先进的科技手段，呈现了
宋夏历史文化及西夏陵遗产价值；与
宁夏博物馆合作举办“红旗漫卷——
宁夏革命史巡回展览”，使广大游客在
景区即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感受宁夏
红色文化魅力；与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联合举办“探寻逝去的天书——西夏文
字图片展”，开设西夏木活字印刷体验
活动；以践行苏银文化交流合作为契
机，与苏州博物馆联合举办“香事清心
——苏州博物馆藏香具集萃”，并开设
系列 《香课堂》 手作参与活动。通过
这一系列展览，丰富了文物的阐释表达
方式，增加了人与文物的互动性，让展
览亲切起来，让文物“活”起来，更好
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 （任秀芬）

9月 16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通
报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城咀石城遗址、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
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等重
要考古新进展，揭示史前与夏商城址建
制和文化发展脉络。

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城咀石城遗
址：具有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
的三重防御体系

后城咀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内蒙古中
南部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
时代晚期石城遗址。2019 年至 2022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自治
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后城咀石城遗址
持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后城咀石城遗址面积约138万平方
米，结构布局保存较为完整，由内
城、外城、瓮城以及外瓮城组成。
2021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院重点对瓮城外侧区域进行了考
古发掘，发现了外环壕、外瓮城等重
要遗迹。

“外环壕位于外瓮城内侧，东西两
端与自然冲沟连接，外瓮城南侧为城
门入口，城门外部两侧建有马面，外
瓮城城墙西侧连接一处方形台基，共
同组成后城咀石城第一重防御体系。
外瓮城下发现2条地下通道，其中一条
由城外经外瓮城城墙、外环壕底部进
入外瓮城内部，另一条由外瓮城中部
向瓮城延伸与内环壕连接，具体走
向、性质还需考古勘探发掘予以确
认。”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孙金松介绍，此外，内城区域经考
古勘探发现墓葬、房址、灰坑等大量
遗迹，为了解内城结构布局提供了线
索。

孙金松认为，瓮城内出土的长方
形玉刀、饰以几何纹的敛口瓮、斝
足、夹砂鬲等器物兼具老虎山文化
（阿善三期文化）和永兴店文化双重特
征，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史前考
古学文化谱系，阐释老虎山文化、永
兴店文化等地域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新的实证。

孙金松介绍，连续多年对后城咀
石城瓮城、城门区域的系统发掘，基
本明确了后城咀石城有着龙山时代最
为复杂、完备的三重防御体系，即由
外瓮城城墙、马面、台基以及外环壕
沟构成的第一道防御体系，由瓮城城
墙、瓮城城墙上布置的台基、墩台以
及内环壕构成的第二重防御体系，由
主城墙、主城门以及在主城门两侧设
置两座马面构成的第三重防御体系，
是河套地区聚落形态的生动实物例证。

专家表示，后城咀石城是内蒙古
中南部史前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
的龙山时代石城，其整体结构布局可
能为研究石城瓮城结构的起源与地域
之间考古学文化的联系提供新的资料。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山西境内黄
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
大型石城聚落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
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年代距今
4000 年至 3700 年，是山西境内黄河沿
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
聚落。2020年至 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碧村遗址持
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碧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历年
考古工作初步探明了遗址结构布局，自
西向东依次为小玉梁、石门墕、城墙圪
垛三处遗址点。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光辉
介绍，小玉梁地点为遗址核心建筑区，
边缘砌筑护坡，中心建造大型五连间排
房建筑，排房建筑前面为中央广场。石
门墕地点初步发现大型墩台与城墙围
合的城防设施遗迹，具体形制尚不清
楚。城墙圪垛地点发现了遗址东城墙与
城门，城门由东、南、北三个“品”字形布
局的大墩台构成，东墩台为半圆形直径
21.5米，南、北墩台均为方形，边长约25
米，规模宏大。三座墩台之间穿插一些
夹墙、夹道、小型墩台等附属设施围合
而成，设置内外多重瓮城结构，进出入
口设于东墩台南北两侧，西向经过两道
瓮城后方可进入城内。

张光辉表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接
下来将继续对东城门址进行系统揭露、
进一步明确东门址结构，开展内城门解
剖，进行城址复原与多学科研究，推进
遗址资料整理等系列工作。

专家认为，碧村遗址是河套地区黄
河支流河口处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城址，
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
落遗址。遗址的东城门为保存完整、结
构严密、形制规整，显示了河套地区石
城遗址一类独特的城门形制。同时，碧
村遗址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
城址布局呈现出处处设卡、重重把关的
多重防御体系，强烈指向其应是龙山时
代黄河岸畔的一座关口城市，掌控着西
部与中原之间的关键要道，是揭示晋陕

高原龙山时代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要
支点。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揭开二里
头遗址的多网格式布局，为研究
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提供重要依据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
师区，地处洛阳盆地中部、古伊洛河北
岸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1750 年至公元前
1530年间，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
的都城遗址。

“‘十三五’以来，在聚落考古理念
的指导下，考古工作逐步揭开了二里头
遗址的多网格式布局。”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说，“在
此基础上，2021年以来陆续揭露了多处
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包括宫城
北侧道路上的门道、宫城西部围墙，并
发现宫城西侧道路夯土墙向北延伸200
余米，据此推测已知作坊区、宫殿区、祭
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

赵海涛认为，二里头遗址以道路和
墙垣规划为多个方正、规整的功能区，
除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
以围墙间隔、防护，而且历年在其中多
个网格内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
每个网格应属不同人群，表明二里头都
城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
墙、居葬合一的布局。严谨、规整的规划
布局，显示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统
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
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
重要标志。

赵海涛介绍，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
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出土陶窑、存
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
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包含了
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宫城西南角发现
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
土大量骨、角质遗物，其中部分存在砸
击、切割、磨制的痕迹，表现了骨角器加
工的各个环节。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
是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
祭祀区以西，发现有大型二里头文化居
址，居址院落内出土有铜、玉礼器的高

规格墓葬。
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

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的结构布局，为
研究夏朝的规划思想、礼仪制度、统治
制度提供重要资料，是探讨早期国家都
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
葬制度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
拓展商代考古研究空间，反映商
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位于郑
州商城遗址内城东南部，是一处商代中
期白家庄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2021年
6月至2022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当地城市
建设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

经考古发掘，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
墓地残存面积约 1万平方米，墓地南北
两侧发现两条壕沟，壕沟东西走向，间
距约 130米。墓葬主要分布于两条壕沟
之间的区域，共发现 25座，其中 3座墓
葬出土青铜器，6座疑似祭祀坑，其余16
座推测为陪葬墓，均无棺椁葬具和陪葬
器物。

“2 号墓（M2）墓口长 2.93 米，墓葬
中间发现疑似朱砂的红褐色遗迹现象，
墓内出土各类器物 200余件，其中青铜
礼器、兵器 20件，玉器 11件、金器 5件，
另有贝币123枚、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
石的牌饰等，充分彰显了墓主人的高等
级贵族身份。”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黄富成介绍。

综合分析，2号墓为墓葬区的主墓，
墓主人为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是
郑州商城目前发现随葬品数量最多、种
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特别
是墓底 6处殉狗的现象在早、中商文化
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专家认为，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
地进一步丰富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内容，
是郑州商城遗址功能演变、历史沿革的
重要证据。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多件黄
金用品的现象较为少见，反映了商时期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新发现
将有力拓展商代考古研究的空间。

本报讯 记者李瑞报道 记者从
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9 月 16 日，北
京艺术博物馆在历经五年修缮之后再
度对公众开放。

据介绍，本次开放区域主要为万
寿寺中路前六进院以及东路方丈院，
方丈院为腾退修缮后首次对公众开
放。观众可以看到经过修复的山门殿
顶彩绘“洪福齐天”，以及慧日长辉殿
内原状陈列的佛像等万寿寺重要历史
文物遗存。

目前，博物馆新设万寿寺历史沿

革展、佛教造像艺术展、吉寿文物专
题展、清代皇室书画艺术展以及中国
传统家具展等基本陈列。展览展示北
京艺术博物馆藏各类文物精品 350 余
件，其中珍贵文物60余件。

其中，万寿寺历史沿革展在原来
基础上增加近五年万寿寺修缮、考古
发掘过程中新发现的珍贵文物，尤
其是在修缮过程中发现的祭孝惠章
皇后的疏文首次与观众见面。而佛教
造像艺术展分别展示了汉传佛教造
像艺术及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两个主

题。吉寿文物专题展则精选了北京艺
术博物馆与“寿”主题相关的珍贵藏
品，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人们追求
生命的理想期盼以及尊老孝道的传统
美德。清代皇室书画展通过馆藏清代
皇室及其后裔的书画作品，清晰地反
映清皇室书画艺术及其传承面貌。中
国传统家具展借助馆藏明清至民国的
40余件家具，展现中国传统家具不同
时代之美。

除了展厅内部的重新改造，经过
五年修缮的万寿寺院落干净整洁、服

务设施齐全，新增了院落中树木、大
殿以及石碑的说明牌，为公众参观增
加了便利性。除此之外，馆内增设了
数字放映厅、学者书屋、文创空间以
及“万寿邮局”“斫木堂”“锦绣坊”
等多个观众互动休闲区域，形成一个
多展示、多体验的艺术博物馆。

北京艺术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 ， 重 新 开 馆 的 北 京 艺 术 博 物 馆
将 继续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
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庞博报道
近日，陕西文化遗产资源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咨询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
（http：//www.sxwb.org.cn），公众可通
过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官网或微
信公众号巧手良医进入服务系统，
从此陕西基层文博单位实现业务问
题“网上问诊”。

该平台是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指
导下，由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陕
西省文物预防性保护研究中心主导搭
建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该平台
拟汇集文博界资深专家、国内外相关
学者，围绕市县级文物机构缺少专业
人员、专业技术等现状需求，通过远程

“网上问诊”方式，为基层文博单位提

供各种质地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
文物涉及的修复保护技术、材料、保养
维护、日常巡查、储藏装具、保存环境、
防震减灾等方面的咨询指导服务，进
一步提升了文物预防性保护技术水平
和文物保护效率。

该平台是落实国家“十四五”时期
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工作要求和陕西
省“十四五”文物事业规划的重要举措，
也是落实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
关于做好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的具
体要求。该平台将归集咨询数据，坚
持实际需求导向，根据陕西省内市县
级文博单位的各自实际和业务需求
与建议，持续优化完善平台功能，不
断健全管理的制度流程和标准。

本报讯 近日，国家文物局正式
批复山东省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专
项调查方案，根据批复意见及方案总
体安排，山东省目前已经结束烟台试
点调查，现在进入全面调查的第一个
阶段，各地对红色标语进行摸底梳理
并向社会征集线索。

开展红色标语专项调查，目的是
摸清山东省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的
资源底数、保存状况和管理情况，编
入全国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数据库，
分析评估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保护
管理问题，分类提出对策措施，为下
一步实施全国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行动计划提供科学依据，推
动创新实践，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
好、管理好、运用好。

山东是革命老区，拥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和深厚的红色底蕴，遗留下大

量红色标语。此次调查范围主要包括
1921年7月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
级党组织、人民军队、各类机构和群
团组织等书写、绘制、刻印的红色标
语类革命文物，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根据国家文物
局批复要求，调查确立了“四个一”工
作目标，一是探索制定一套科学严谨
的工作方案，并在工作中不断完善细
化，使之成为推进相关专项调查的标
准规程；二是形成一批有分量的研究
成果，在开展调查工作的同时，加强
资料研究、口述历史的调查收集，深
入挖掘多重价值；三是制定一套红色
标语分类、分级标准，实现对红色标
语类革命文物的系统管理；四是形成
一套科学保护方案，根据红色标语文
物价值、保护需求和险情隐患，组织
实施一批示范性保护工程。 （鲁文）

山东启动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专项调查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博物馆数
字化建设交流会在南京江宁织造博
物馆举办。来自江苏省各设区市文物
局博物馆处负责人、博物馆馆长共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江苏省文化和旅游
厅（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姚文中等出
席会议。

姚文中就数字化建设对文博行
业能级跃升、文博领域转型发展、文
化遗产价值传播的意义、作用等进行
了解读，对加快推进全省文博数字化
建设提出了要求。南京博物院、苏州

博物馆等5家单位围绕博物馆智慧管
理、智慧服务、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的
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交流会后，举办了2022年馆长培
训班。针对数字化建设主题，邀请江苏
省内外专家讲授了国家数字文化战略
与文博事业发展、博物馆数字展览创
新实践、藏品数字化与版权保护等课
程。据悉，江苏省将聚力打造“互联网+
中华文明”数字体验展览，丰富博物馆
数字化体验产品，提升博物馆智慧服
务水平，推动更多文物活起来。（于征）

陕西基层文博单位实现业务问题“网上问诊”

江苏举办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交流会

第三届天津市大学生民族文创设计大赛启动

四项考古新成果揭示
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

本报记者 李瑞

宁夏扎实开展“1234”行动 让文物“活”起来

时隔五年 北京艺术博物馆重新开馆

①后城咀石城遗址出土
遗物
②碧村遗址东门址发掘
现场
③二里头遗址示意图
④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
出土的金覆面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报讯 9月16日，由北京鲁迅
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建设的
武汉鲁迅书店 （美术馆） 正式对外
开放并举行开幕仪式，“曙光·伟业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史”图片展同时开展。开幕式后该
馆领导以“鲁迅的读书生活与美术
收藏”为题做了首场讲座。

武汉鲁迅书店 （美术馆） 位于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新城设法
山三国历史文化公园内，是北京鲁
迅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 走出北京、在京外设立的第一

家机构。更是积极探索博物馆与
地方政府合作助力文化建设发展
的典型范例。该项目自 2021 年启
动到建成对外开放历时近一年，特
别是今年4月正式启动建设以来，在
有关部门和建设方的共同努力下，
仅用 5 个月的时间就建成向武汉市
民开放。

该馆将以此次鲁迅书店（美术
馆）落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为契机，
继续发挥双方人才、资源、区位优势，
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大力弘扬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马海亭）

武汉鲁迅书店（美术馆）建成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