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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山东高唐县博物馆在对梁村镇辖区内朱氏家族墓
群进行抢救性发掘过程中，发掘出石刻墓志两通，为聊城清代名
宦朱弘祚及其夫人王氏的墓志。朱弘祚为康熙时期重要官员，在
平定三藩后巡抚广东、总督闽浙，为维护地方稳定、发展地方经
济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墓志可以补阙史料之不详，对于了解朱弘
祚事迹及当时政治背景有一定帮助。

朱弘祚墓志的发掘

朱弘祚墓是朱氏家族墓群之一。朱氏家族墓群位于高唐县
梁村镇朱楼村西南约 2公里处，为聊城市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共
有墓冢九座。

朱弘祚墓曾被盗，原为六室连排，现仅存四室，横宽9.65米、
纵向5.37米。从封土前的墓碑文和棺尸装殓及陪葬品分析，可认
定该墓为朱弘祚一夫五妻合葬墓，自西而东六墓室分别入葬敕
赠太孺人刘太君、诰封一品夫人继配蒋太君，诰封一品夫人姚太
君、朱弘祚、诰封一品夫人王太君和敕赠太孺人何太君。

朱弘祚墓发掘出的两合墓志均由墓志碑和墓志盖组成，为
青石灰质，长宽各为 0.87 米、厚 0.17 米，碑文 71 列、67 行，共计
2611个字。墓志盖篆书为“皇清诰授光禄大夫总督福建浙江等处
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级厚庵
朱公墓志铭”。其夫人王氏墓志亦为青石灰质，长宽均为0.84米、
厚0.17米，墓志盖篆书为“皇清诰封一品夫人朱母王太君合葬墓
志铭”。

朱弘祚生平

朱弘祚（1630-1700），字徽荫，号厚庵。19岁中举。康熙九年
（1670），任盱眙县令，期间遭旱成大灾，他在上报求助的同时，变
卖自家私产，施赈救灾，使全县家无外逃，人无饿殍。政绩颇显，
被举荐入京，初为御史，改刑部主事，后迁贵州司员外郎，又调兵
部督捕司郎中。康熙二十二年（1683），升直隶天津道从事，晋直隶
守道。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参议总理八郡钱谷。由于他尽职
尽责，康熙二十六年（1687）皇帝诏见，越级提拔，任广东巡抚，赐
御马一匹，黄金千两。巡抚广东期间，除浮征，惩贪吏，整盐政，免
赋税，捕盗贼，维治安，使民众生活得以安宁。不久，晋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继而署两广总督事。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闽浙总
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因上疏奏章中有“福建地
瘠民佻”之词，被责“失言”，罢职，归家闲居。康熙三十九年
（1700），受命督修淮安高家堰，酷暑大水中，临阵指挥，积劳成疾，
卒于任，终年 71岁。在其夫人王太君的安排下，朱弘祚之灵柩运
回原籍高唐，在朱氏祖茔下葬。其子朱缃，奔求舅舅王士祯撰文，
表哥王懿书丹和龚翔麟篆盖，营成墓志一盒，亦随棺下葬。五年
之后，王太君病故，其子再求铭于王士祯等人，铭成之后，同棺一
起入墓合葬。

撰文者、书丹者、篆盖者

撰文者王士祯。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后人为避
世宗（胤禛）之庙讳，改名士正。到乾隆三十年，赐谥文简。乾隆三
十九年，帝诏谕赐名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

新城（今桓台）人。出身仕宦家庭，兄弟四人三位进士，皆有文集
问世。顺治十六年（1659），任扬州推官，五年后调任京职，先后在
户部、礼部、吏部、兵部、翰林院、国子监任职。

士祯善古文，兼工诗，清初即为最著名诗人，渐成诗坛一代
宗师。所任之职，政绩卓著，但皆为诗名所淹。71岁时，王士祯因
一命案失察错审，被革职。回家之后，以著述为业。著述 50多种，
诗作 4000余首。有《带经常集》《渔洋精华录》《渔洋文略》《蚕尾
集》等文集传世。

王士祯交游甚广，其友中不但有达官文友，还有工人、农民，
还有僧道。蒲松龄也是他的好友，他曾评点《聊斋志异》，并提诗
共勉。康熙四十九年，帝念旧臣，诏复官职，士祯回朝。康熙五十
年卒，享年 77岁。王士祯为朱弘祚和王太君撰写铭文时，系刚刚
升为刑部尚书之时。

书丹者王懿。王懿（1651-1723），字子文，青岛大枣园人。康
熙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改任翰林院编修，纂修《资治
典训》。后又任会试同考官，文林郎，刑部、户部掌印给事中，顺天
府府丞，中宪大夫，大理寺少卿兼任经筵侍讲。是康熙子爱新觉
罗胤禛（雍正）的老师。王懿常罚皇子“跪读书”。康熙偶见此情后
曰：“学，是天子；不学，也是天子。”王懿则正色答道：“有学问为尧舜，
无学问为桀纣”。据此，康熙升其为大理寺正卿。后又升工部右侍郎，
会试总裁。平定噶尔丹之后，王懿被派新疆总督屯田，加授通议大
夫，为正三品之职。康熙并手书“危石江中起，孤云岭上还，相逢
皆得意，何处是乡关”的字幅，赐予王懿。康熙驾崩，胤禛继皇位
之后，念及自己的老师王懿，着即调他回京，此时王懿已73岁，因
长途劳顿，病死兰州。书丹之时，王懿任户部、刑部掌印给事中。

篆盖者龚翔麟。龚翔麟（1658-1733），字天石，号蘅圃又号稼
村，晚号田居士。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二十年副贡生，授工部
主事。后擢陕西道御史。政绩有声，文章称世。尤工诗词，与当时的朱
彝尊、李良年、李符、沈日皞、沈岸登齐名，合称“浙西六家”。同时工
于书法，尤长篆书。有诗集传世。龚翔麟不但是清代的文学家、书法家，
还是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玉玲珑山馆”藏书数万卷。

相关问题

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十一月，朱弘祚任广东巡抚，次
年一月赴任。朱弘祚任巡抚广东六年，为政宽简，治绩显著。
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朝廷以朱弘祚政绩卓越，特遣内务
府营造司员外郎董殿邦、畅春院总管李煦到广东传旨慰问。

朱弘祚广东巡抚任内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盐政改革。
当时，广东的盐务由广东巡抚兼管。康熙二十七年四月二

十五日，朱弘祚抵达广州接任广东巡抚，八月遂上书请整顿广
东盐法，称：“粤东盐政，弊坏已极，亟宜立法整理”。提出改
革广东盐政的方案——《整顿盐政八疏》。主要内容是：一、
革除陋规。二、革除三年换埠。三、量地拨引，以清壅课。
四、驱逐流棍，另募殷商。五、巡缉私盐，当严专责。六、生
熟盐引，宜从民便。七、盘掣夹私、偷贩。八、酌定远近盐
价。皆切中机宜，得到康熙帝的肯定。这八条的目的是试图抑
制不法官僚和商人的强取豪夺，其内容在当时还是比较适宜
的，一些条款有利于一般制盐者和食盐者。时人赞其“以实心
行实政，大有造于吾粤。”

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浙江福建总督兴永朝调任漕运
总督，广东巡抚朱弘祚升任浙江福建总督。《清史稿》《康熙起居
注》记载：（康熙三十四年）朱弘祚上疏言称“福建地瘠民佻”，
康熙责弘祚失言，征询吏部及“九卿”意见后，将朱弘祚降四级
调用。

朱弘祚之子朱缃，幼年即聪颖俊异，才华出众，博览群书，
凡经、史、子、集，无不淹博，尤喜诗文，潜心于诗歌创作，唯
不喜科举之程文制艺。后循例纳资捐官为候补主事，学诗于王士
祯，受知于田山姜（田雯），喜与四方之文人骚客交游，日以饮酒
赋诗为乐，诗名颇着，惜其寿不永年，卒年三十八岁。其诗作总
集为《橡树集》，共分四卷，为《枫香集》《吴船书屋集》《观稼楼
集》《云根清壑山房集》。朱缃与蒲松龄初识于康熙三十二年
（1693）蒲松龄赴喻成龙署衙之时。之前，朱缃已从他人处借阅了
部分《聊斋志异》书稿。康熙三十五年，朱缃借蒲松龄应乡试暂
居济南之机，主动赴寓所探望蒲松龄，言宴甚欢，遂订忘年之
交。其后，朱缃得到了不断借阅和抄录《聊斋志异》书稿的机
会。由此，朱缃成为最早读完并抄录《聊斋志异》全书的人。惜
朱缃早逝，其《聊斋志异》抄本陆续为人借走而致大部分散佚。

《聊斋志异》中“老龙船户”乃是蒲松龄由朱缃处得知其父朱弘
祚抚粤时的故事。

复旦大学文博数字艺术研究中心携手郑州
商都遗址博物院，以河南新密出土的汉代墓葬
——打虎亭汉墓为灵感，历时四年，倾心打造了
沉浸式数字艺术展“雕画汉韵——寻找汉梦之
旅”，为我们提供了一张追忆往昔的船票，让我们
登上数字技术之舟，踏上寻找汉韵的汉梦之旅。

作为河南省首个不可移动文物在博物馆展
示的沉浸式特展项目，展览通过数字艺术沟通古
今，用沉浸互动的表现手法消弭时代的隔阂，重
新诉说尘封千年的汉时故事，展现了数字艺术
与文物资源创新性结合所迸发出的新魅力，是
数字艺术赋能文物保护与展示的新场景和新体
验典型示范。团队以对打虎亭汉墓的实地考察
为基础，深入研究考古报告和历史文献，提取墓
中最具代表性的纹饰与图案进行再创作，将其
中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思想运用数字媒体技术进
行新的诠释，以生动形象的可视化效果呈现历
史文化内涵，同时兼顾美学与人文色彩。展览从

“世俗”“美学”“信仰”“社会”等几个部分展开，通
过近二十个数字艺术作品表达出深藏于打虎亭汉

墓石刻壁画中“天、地、人、神”的社会故事和精神信
仰，借由数字化的光影声画，让观众尽情穿梭于东
汉车水马龙的繁华市井，或是在奇禽怪兽与神人
世界中领略汉代的绚丽想象和神仙信仰。

千灯万华，光影之韵

“雕画汉韵”给我们的“船票”就是一幅以打
虎亭汉墓中各式神兽为灵感来源的《汉灵引册》，
在寻找汉韵的旅途中，按照《汉灵引册》上的提
示，打卡展厅的各个部分，收集藏匿其中的各个
神兽，就能得到一幅完整的《汉灵引册》，记录寻
找汉韵之旅的点点滴滴。千古华章、万家灯火，千
灯万华——由九十一个汉灯组成，象征道教思想
九九归一，万物皆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但终究
落叶归根，终于始归，也恰似中华文化的历久弥
新。汉灯外形取汉代符文为元素，灯罩结合云纹
镂空设计，灯芯借鉴打虎亭汉墓中的菱形纹饰构
建，打造天圆地方的中式哲学思想。作品借以新
媒体手段，利用程序化光影与交互技术相结合打

造盛世华彩的视觉盛宴。

斗酒珍馐，人间之韵

汉梦之旅首先抵达的便是汉代的烟火人
间。打虎亭汉墓壁画中汉代生活的车马出行、
饮食文化、宴饮娱乐等场面被通过数字化的手
段活灵活现地复现出来。古今的距离被数字技术
拉近，千年的时间变得触手可及。古往今来，沧
海桑田，但相通的是衣食住行，烟火人间，不变
的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小康社会的祈望。
百戏宴乐，用数字艺术让魔术、踏鼓舞、击鼓伴奏、
舞蹈、顶棍、掷丸、杂技、钻筒、伴奏等等壁画上描
述的百戏“活起来”，让观众体验到汉代集市的喧
闹；翾鼓曼舞，将八面盘鼓延展成一条曲折小
径，鼓面呈现多变的视觉影像，当观众踏至鼓
面之上，声音与灯光将会随观众起舞，用互动
的形式为观众带来更加身临其境的文化艺术体
验，让观众体验到汉代艺术的曼妙；磨砻玉
乳、蒸羹燔炙，则让观众从“厅堂”下到“厨
房”，观众既可以用先进的体感设备沉浸式交互
体验豆腐的制作流程，又可以通过 《庖厨图》
的数字孪生观察汉代烹饪的千姿百态。

瑞兽珍禽，自然之韵

打虎亭汉墓中应用极其高超的中国传统绘
画雕刻技巧，创作了各式各样栩栩如生的珍禽异
兽壁画形象，第二展厅将这些美学元素利用数字
化的手段进行解离与重构，化静为动、三生万物，
将有穷的元素组合出无穷的变化，瑞兽珍禽尽显
自然之韵，水墨丹青描摹艺术之美，千变万化体
现科技之力。卷云藏瑞，从打虎亭汉墓的石门雕
刻和墨绘壁画中提取云气纹和珍禽瑞兽形象，极

具传统文化特色和民族气息，形态如云朵舒卷缭
绕、翻腾盘曲，如云气弥漫飘逸、飞扬流动。这个
大型互动影像装置艺术作品，将打虎亭汉墓中的
元素进行提取、解构与再创作，将静止的壁画与
石刻用动态形式表现，并且用互动的形式增强观
众的参与感，为观众展示打虎亭汉墓的魅力。

仙袂飘飖，道法之韵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蓬莱青鸟、
天上人间这些神话与传说本是古人奇妙瑰丽的
想象，第三展厅却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将缥缈虚
无的瀛台仙境具象化地展现出来，创造了一个属
于汉代人“羽化登仙”的浪漫主义梦境，体现了汉
时人们“天人合一”“得道升天”的道法之韵。寻梦
问仙，探索升仙之路。观众以“挥手”的方式告别
过去，用“挥手”的方式迎接未来，以粒子深浅度、
速度和力度，男女主人形象在全新诠释的空间里
被立体地再构建。仿佛以三维形态存在于观赏者
所处的空间中，作品的空间与观赏者身体所处的
空间因此得以连接并延续。

八方客来，繁华之韵

通过数字技术活化了的《宴饮百戏图》体会
汉朝的盛世繁华。展厅三面都环绕有动画屏幕，
伴随着丝竹之声，观众可以完全沉浸于东汉贵族
迎宾的生活场景。数字媒体让原本静止的壁画活
起来，生动再现了《宴饮百戏图》中宾客盈门献
礼、主人大摆筵席，主客把酒言欢、共观百戏的情
景，汉梦之旅也在此处达到高潮。主人宾客觥筹
交错，或起座高喧、或促膝长谈，人物形象各异、
动静不同，热闹非凡，繁华尽显。八方宾客来，四
面丝竹声。一幅迎宾图，千秋黄粱梦。

虚拟现实，未来之韵

在第五展厅，观众可以通过VR 头盔，云上
连线百里之外的新密打虎亭汉墓，云游现场、实
景体验。VR游览用设备将体验者感官剥夺又通
过场景搭建为体验者重塑“五感”。通过三维数据
建立虚拟环境模型再使用实时三维图形生成技
术为观众提供开阔且刷新率高的三维影像，让使
用者自然融入搭建的新场景。再通过手柄，眼动
追踪等交互方式，让使用者与场景产生密切联
系，观众在虚拟墓室中漫步探索，通过推门、注视
等动作与虚拟环境交互，感觉到作为主角存在于
模拟环境中，沉浸在虚拟现实里。

汉韵跨越千年，数字点亮未来。数字艺术作
为一种技术手段，是文物活化的“催化剂”，以一种
全新的现代手段去对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进
行再发掘与再创造，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一系列
数字技术手段的应用，给观众多感官的沉浸体验、
多模态的互动参与，让传统文化通过一种自然而
然、耳濡目染的体验式观展形式沁入观众内心，
让历史遗迹和历史文物通过一种数字化再生具有
新的能动性，从展示橱窗中跳出来，“活起来”。历史
的厚重感与科技的未来感交织相融，文化底蕴和时
代新潮相辅相成，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数字技术与博物馆的融合、数
字技术与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融合，能够发掘出
深藏于民族记忆中的宝贵财富，能够创造出全民共
享的精神飨宴，助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数字技术赋能博物馆未来，用好数字技术
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观众更好地了解历史、
体验历史，让他们通过新技术能够展望未来、触
摸未来”，是主创团队对这个展览的定位与诠释。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文博数字艺术研究中心）

日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经过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各级文物管理部
门及文物收藏单位对日照市文物进行了重新摸底登记，
建立了初步的文物档案，但在档案的规范程度、保存状
况、管理人员及数字化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从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文物的科学保护与利用。本文结合文物
档案在文物保护利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针对日照市文
物档案建设管理现状，研究探讨文物档案规范化建设与
管理的可行性路径。

文物档案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文物档案为人们认识和考证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对开展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古建筑类文物档案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和复
建提供了参照。近年来，日照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对不
可移动文物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对莒国古城
等已消失的古建筑群进行复建；对丁公石祠、山东省军
区机关驻地旧址等文物建筑进行修缮；在日照记忆馆和
市博物馆日照记忆陈列厅，将齐长城、定林寺、海上碑、
石臼灯塔等古建筑，按比例缩小后以实物形态在展厅内
展示，进一步增强了市民保护文物古迹、保护文化遗产
的意识。

二、遗址类文物档案为规划遗址保护区和建设遗址
考古公园提供了科学依据。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日照市共登录文物点1236处，建立了包括地理坐标、本
体面积、所属朝代、保存现状等信息的文物档案，为遗址
保护建设项目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东海峪遗址因首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
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三叠层”而
闻名。为加强该遗址的保护开发利用，日照市文物主管
部门克服重重困难，于 2021年底完成了遗址本体围护
工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提上议程。在诸如此类
的遗址保护项目中，遗址档案记录的各种数据和参数便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实物类文物档案为文物修复提供了重要实证。
文物修复需遵循“修旧如旧”等原则，修复师要最大限度
地保留文物原有的历史信息，以保护和传承为首要目
标，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在具体修复过程中，记录文物外形特征、工艺流程、修复
历史等信息的文物档案就弥足重要了。一方面，文物本
体及原始档案可为文物修复提供重要实证；另一方面，
在修复过程中又会产生大量的修复记录，从而将文物的
制作、流传乃至修复工艺等全部记录在案。从一定程度
上，又提升了文物档案价值。

四、研究类文物档案为发挥文物的社会价值和教
育功能提供了保障。通过对文物本体研究形成的结论
性档案资料，可以为陈列展览、社会教育、旅游推介和
文创产品研发等提供原始性极强的文献资料和参考证
据。2022 年，日照市博物馆利用革命文物《战地日记》
手稿研究成果，策划打造了“驰援甲子山——《战地日
记》沉浸式党课”，通过看、讲、听、诵、唱、宣的方式，为广
大党员提供了一场丰富生动、触及灵魂的主题党日活
动，让党员干部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也让文物
真正“活”起来。利用精品文物和藏品研发的“奇妙博物
馆——儿童文物涂色手册”“日照农民画拼图摆台”等特
色文创产品，将文物藏品研究成果及时融入了博物馆

“产学研”开发模式中。

日照市文物档案建设管理现状

文物档案建设和管理现状，还存在很多不足。一是
缺乏科学的文物档案管理办法。日照市关于文物档案规
范化建设和管理没有统一的办法和标准，尤其各级博物
馆的文物账本模式都是自行定义或设计，缺乏统一的范
本。二是文物档案建设不规范、不完善。文物收藏单位的
文物档案基本等同于文物登记账，建立时间久远，信息
项目单一。个别区县县级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还没有划定公布，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

案还需完善。三是缺乏专业的文物档案管理人员和软硬
件设备，文物档案数据库系统尚未在全市范围建立和普
及，文物档案数字化建设滞后。

文物档案建设管理路径探析

鉴于文物档案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结合
最新技术手段，对文物档案进行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实
现文物档案建设、管理现代化，保障文物档案科学有序
传承。

一、文物档案建设方面
加大文物档案软硬件建设力度。增加文物档案建设

专项经费投入，配备相应的硬件设施设备，如专业橱柜、
电脑、摄影、扫描、打印设备等，为规范文物建档工作提
供必要的保障。加强档案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对文物档
案从业人员业务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建立长效培训机
制。在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上，增设档案专业，提高从业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

建立健全科学完备的文物档案体系。对尚未建立的
文物档案，严格按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一次全国
可移动文物普查和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物藏品档案规
范》等标准要求，全方位做好文物建档工作。对已经建立
的文物档案，要及时查漏补缺，做好缺失信息资料的收
集、整理以及后续信息资料的补充和完善。文物的发现、
保护、利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初始档案内容应该随
着与文物有关的各项业务工作的不断开展，而获得新的
补充和完善。除了文物本体的基本信息，其来源方式、保
护修缮、陈列展示、评估定级、巡展交流、损坏注销等记
录，都需要填充和追加到文物档案中。另外，有关的研究
成果、宣传报道等资料，也都应该作为附件补充到文物
档案中。如此，才能充分有效发挥文物档案在文物保护
利用工作中的作用。

加快文物档案数字化建设步伐。文物档案数字化是
利用数字、电脑、通信和自动化等技术，对文物信息进行
全面采集、记录和转化的过程，目的是为文物建立起科
学翔实完备的档案体系，使之可以永久保存并可持续再
现。同时，还要加强文物档案信息化网络平台与共享机
制建设，让文物信息存储、利用更加便捷，最终实现文物
精细化管理、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三位一体，使文物保
护成果惠及全民。

二、文物档案管理方面
增强文物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各级文物管理

部门和收藏单位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文物档案管理制度，保证档案管理工作有据可
依、有章可循。针对可移动文物档案，要按照文物级
别量化、细化各项记录，定期归档、更新；针对不可移
动文物档案，要探索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区分重点进
行相应管理，达到越到基层，“四有档案”越翔实完备
的目标。

构建文物档案数字化管理安全防范体系。建设数字
化文物档案的同时，要构建完善的数字化管理安全防范
体系，确保文物信息安全。制定合理的安全规章制度，规
范工作流程，提升管理人员的规范操作意识和安全防范意
识，防止档案数据被恶意窃取或丢失，定期对数字档案
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维护。

与多部门加强交流联系，提升文物档案管理水平。
传统的文物档案往往只局限于对文物总账、分类账和编
目卡的建立，与专业的档案管理体系相差甚远。这就需
要加强同档案部门和先进地市同行的交流联系，学习借
鉴相关的文物档案建设和管理工作经验做法。从档案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业务知识等方面进行系统学习的同
时，做好引进档案管理专业人才、建立档案管理机构和
符合标准要求的档案室等工作，真正实现文物档案工作
与文物事业同步发展。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加强文物
档案建设和管理工作至关重要。需要通过制度的完善，人
员能力素质的提升，以及数字化管理水平的加快，来实现
文物档案建设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从而有效发挥
出文物档案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山东日照文物档案规范化建设
王娟 程红 杨程

清朱弘祚墓志
纪善勤

“雕画汉韵——寻找汉梦之旅”数字艺术展启示
任紫钰

“卷蕴藏瑞”现场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