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颁布
50周年，11月7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
保护工作办公室主办的“数字传承，链接未来”世界遗
产公约 50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举办，北京中轴线官
网同期试运行上线。

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谈绪祥，国家
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
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莉，北京市委宣传部一
级巡视员王野霏，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
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名杰，新京报社党
委书记、社长刘军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
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
裁肖黎明出席活动，并共同启动北京中轴线官网试运
行上线仪式。

北京中轴线官网正式试运行上线，成为继《北京中
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施行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保护的又一个里程碑，开启“数字中轴”的新篇章。

探索数字化技术助力中轴线保护传承的新模式

2021年，北京文物局与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
联手发起“数字中轴”项目，借助多种数字化手段，共
同打造生动的数字中轴展陈空间，意在探索数字化技
术助力中轴线保护传承的新模式。

北京中轴线官网的试运行发布上线，代表关于中
轴线的阐述有了权威的平台。通过北京中轴线官网，
公众可以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北京中轴线历史文脉、阅
读感知北京中轴线魅力记忆、共享传承北京中轴线文
化精髓。官网不仅传达实时、全面的新闻资讯，还深度
纳入中轴线保护研究信息，同步更新中轴线学术研
究、考古发现、保护及监测等动态。

在设计上，官网采用一屏一景、一步一洞天、一线
一中轴的设计理念，细致地拆解了北京中轴线保护传
承的价值和意义，创新性构建了中轴遗产、中轴历史、
中轴文化、中轴保护、中轴导览、中轴线时空舱等核心
版块。这样的设计理念，映射了中轴线一步一景的空
间层次，每一屏都展示出不同视阈下北京中轴线的文
化景观；采用“一步一洞天”的交互巧思，希望公众在
浏览过程中能有别有洞天的交互体验；“一线一中轴”
则是将中轴元素融入整体设计中，让公众在浏览官网
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感受到中轴理念。

据悉，依托腾讯数字技术能力，北京中轴线官网
创新性开发了九个跨时空展界面，充分发挥空间信
息、云计算、大数据、虚幻 5引擎等前沿技术的力量。
比如，公众可以“云参观”中轴线上的皇家宫苑和市井
民俗，还可以聆听城市管理和礼仪祭祀等相关知识的

“云解说”。以市井民俗为例，通过手绘古画和钟鼓楼
授权的老北京吆喝声，还原当年四九城的烟火气。

另外，官网还将上线“北京中轴线时空舱”4D时
空产品（3D数字孪生空间+时间维度）。产品利用腾讯
数字孪生、云渲染等技术，通过4D时空再现中国古都
的历史沿革，展示中轴线700年来延续不断的脉络变
迁，并用故事详解北京中轴线的选址和规划由来。

让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更好地传承

11月5日，专注于文化遗产申遗保护的公益性基
金会——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换届改选，
选举赵凤桐为理事长，梅松、王嘉川、陈菊红为副理事
长，梅松为秘书长，审议通过了《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
公益基金会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等内部制度，进一
步推动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

一条 7.8公里长的北京中轴线，穿起了北京城的
文化精髓和历史脉络。1272 年，元朝在北京兴建都
城。此后，虽然几经朝代更迭，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
始终清晰可见。从钟鼓楼一路往南，途经万宁桥、景
山、故宫、太庙、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这条全长
7.8公里的中轴线，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盛赞为“全世界
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明秩序和美学观念基础上
都城核心建筑群的杰出范例。都城的营建不仅是一个
城市构建秩序的过程，更是国家秩序的表征。北京中
轴线作为都城核心建筑群，从建筑的规模、形式、布局
到装饰细节，无不是对这种基于中华文明传统观念的
秩序进行了极致的表达，形成了统领全城的格局形态。

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古以后古代中国的都城和现
代中国首都的核心，它的选址、建设与北京西部、北部
的山脉，与从西向东穿越北京的河湖水系相互关联，
构成了文化与自然、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
史遗存与当代生活的整体性。无论是作为中华文明的
独特载体，还是作为东方文明传统都城核心建筑群在
城市规划、建筑、景观设计上的杰出范例，都使北京中
轴线具有了突出的世界性价值。

北京中轴线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遗产，更在于它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影响。它是北
京城市的核心，是当代生活的重要载体，是今天国家
礼仪活动的中心，也是政治、文化中心。这种历史功能
的延续，使其具备了巨大的当代影响力。

让文物活起来，不仅仅是要赋予历史建筑当代的
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要使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
值被社会和民众认知、理解，真正焕发活力。保护传承
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价值，需要你我一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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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起，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为了配合“丝
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遗产，编制
了《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2008-2020）》与《麦积山石
窟管理规划（2012-2018）》。两本规划在麦积山石窟
的环境整治、设施建设、学术研究、安全监测、宣传展
示等管理工作中起到引领作用，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
着调整、完善与改进的空间。

保护规划是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工作的法律依据，
也是各级政府指导、管理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手段。
为了满足麦积山石窟新时代发展要求，自 2020年开
始，管理单位希望借着新一轮保护规划修编工作的展
开，与高校科研团队深入合作，全面挖掘麦积山石窟
的价值，促进中国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当下发展。

在本次保护规划的修编过程中，麦积山石窟将深
化现状评估，重新厘清家底。伴随近年考古发现与石
窟认知的不断深化，麦积山的洞窟统计与编号体系变
化，信息系统纷杂，也造成此前的《保护规划》与《管理
规划》中石窟遗存统计数目不一致等情况。本次修编
将在最新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1953年以来前
后四次的窟龛调查与编号数目做一梳理整合，并将本
体病害治理、生物防治、日常维护以及栈道安全稳定
性评估等最新保护工作融入其中。对目前管理工作中
具有分散性、模糊性的基础信息进行统一整理评估，
在深入掌握保护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发展方
向，为未来的管理工作做好全面铺垫。

本次保护规划修编的目标，将以“多规衔接”为重
点，切实改善由于“多头管理”而造成的麦积山管理体
制性难点。麦积山石窟保护范围内，除了文物保护单
位以外，还有天水市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小陇
山林业实验局麦积山植物园和麦积区麦积镇人民政
府。四家管理机构在权责范围与规划方向上存在诸多
发展矛盾。本次规划修编希望以多规衔接为切入口，
在积极沟通中实现多本规划方向的宏观协调、一体统
筹，兼顾未来的考古挖掘、参观游线、展示利用等问
题，在游客讲解、学术研究、展览规划、员工培养等方
面综合提升石窟整体管理品质。同时加强石窟周边的

遗产地社区参与，平衡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增强
麦积人的自我认同感，为麦积山石窟的整体文化保护
利用探索新方向。

尤为重要的是在保护规划修编方法上，本次研究
将发挥高校团队多学科、跨专业、综合视野等优势，在
深入实地调查基础上，坚持以价值研究为中心，推动
佛教美术、石窟考古、岩土工程、石质文物保护等基础
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转化。在了解分析并掌握石窟专
项保护规划行业现状的基础上，编制团队根据 2018
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正在
探索石窟寺专项保护规划的制定规范与理论研究的
创新应用。根据石窟周边山形水势等环境特点，挖掘
石窟的历史发展历程，以文化景观方法论为引领，寻
找符合麦积山石窟管理现状与发展特色的规划方向。

2017 年，麦积山石窟被划归纳入敦煌研究院统
一管理。本次修编工作，也希冀通过保护管理规划合
编的方式，带动麦积山石窟未来在研究、保护、弘扬、
管理方面的一体发展，在保留麦积山自身特色的情况
下，进一步学习并实践敦煌经验。“以研究促进规划，以
规划深化研究”，在确保价值引领、科学合理与可实施
性的基础上，提升修编后规划的扎实依据与管理效
力，为未来中国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整体方向拓展思路。

史前时期，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
早期发展阶段，“戴冠”文明就是丰厚文化
底蕴的真实写照，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
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并且延续
至今，未曾中断。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
成和发展进程中，“戴冠”文明发挥了延续
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等重要作用。

红山文化，起始于五六千年前，延续时
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在东
北西部的热河地区，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
化痕迹之一，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交
汇产生了多元文化，当时的手工业达到了
相当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
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整身陶塑人像，高
度写实，整身盘坐，陶人头部戴冠，冠顶正
中有一圆孔，长发挽起，从圆孔中穿过，并
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在额
顶正中还有一个与发髻平行的长条状饰
物，酷似“帽正”。中国古代形成过一套完整
的衣冠制度，或许由此可见端倪。

红山文化陶塑人像作为重要考古实
证，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具备一定的专
业技术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红山文化全
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
征和内涵。

红山文化人像中戴冠具有代表性的还
有草帽山遗址石人像和牛河梁遗址女神头
像。草帽山遗址出土的 1 件石雕人头像，
系用红色细砂岩雕琢而成。头部有冠，面
部写实，双目紧闭，口呈闭合状，神态安
详，身体部分残缺，仅存颈、胸部上端。牛
河梁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1件女神头像，头
顶以上部位略残，额顶有箍饰，鬓角部位
有竖行的系带。

现在内蒙古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和服
饰穿戴与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石器、
玉人的造型和服饰样式极为相似。草原人
喜欢戴各式各样的帽子，草原人将自己的
梦想、寄托、崇拜放在了帽子上，文物就是
日常生活的表现和结晶，来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唐宋元明清是这样，夏商周春秋是
这样，红山文化也不例外。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
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
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
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
艺。它的中心区域在朝阳市牛河梁。牛河
梁出土的三眼人首器可明显看出两侧的人
首是戴帽的，而且这种帽子的形状非常具
有传承性和标志性，笔者认为就是当时流
行的牛角帽子，直到现在草原蒙古人还在
戴这种帽子，这是对牛的崇拜。

台北震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
神玉人，色泽青黄，质地温润。首部似牛，呈

倒梯形，顶端两对角状物竖直高耸，两侧各
有一尖立耳，耳下对钻一横向穿孔，五官以
浅浮雕凸显，梭目上挑，鼻吻微翘。肢体为
人形，作半蹲踞姿，上肢近鼻吻，叠交于膝
头，膝部弯曲，臀部悬空，双足踏于月形台
状物之上。立耳与角状物尖缘琢磨为刃边，
上肢以中间宽深、两端尖浅的对角线区隔
左右，足趾则以平行竖线表现，前额处一渐
进式折纹带，将首部区隔为上下段，上段角
状物如一“高冠”戴于兽首，额前、后脑及颈
后下方另雕琢有斜向网格纹，具有典型的
红山文化玉器风格特征。时至今日，世界各
国皇冠的样式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形状。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打开了中国远古
文明史的一扇窗口。过去，我们常说，中国
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
追溯到夏代，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
顼，只是传说而已。而“三星堆”的发现，众
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代之前的700年辉
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可以
说，三星堆的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
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
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比
如：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代算
起，也就是3000多年。“三星堆”千多件的青
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
明，早在夏代之前 700年，就已进入到了高
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我们知道如此高水平
的青铜铸造技艺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决不是一日之功。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该
从何时算起呢？还有待更多文物的出土才
能确定。

三星堆青铜器人物服装、佩饰，尤其是
头顶戴冠形象，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同时牵
扯到一个文化起源问题。

兽冠人像残高 40厘米，出土时仅存上
半身。兽首冠造像最为引人注意的便是其
奇特的兽首冠。兽首冠作昂扬之势，兽口宽
扁，口部两侧各饰一太阳纹。冠两侧为兽
眼，冠顶中部铸一劲拔的兽鼻，冠顶后部两
侧铸呈外展开张之势的兽耳。兽首怪异莫
名，显然是综合多种动物局部特征的复合
型神兽形象。从兽鼻和兽耳的造型特征看，
当是以意象手法仿拟大象的鼻与耳，与现
在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的高原与
沿海丘陵之间的彝族头饰极为神似。

金沙遗址的青铜立人则体态矮小，橄
榄形大眼圆睁，嘴如梭形，微微张开，脑
后拖着三股一体的长辫子，头戴圆涡形
冠，与四川彝族男子戴的头帕英雄结极为
相似。

彝族男子多蓄发于头顶，彝族称“字
尔”或“字木”。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装束。
男孩在四五岁时，头前顶留一块方形的头
发，成年后将其挽成一个发髻。人们视其为
天神的代表，认为它能主宰吉凶祸福。所以

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能触摸、戏弄。因
此汉语称其为“天菩萨”。头上缠着青蓝色
棉布或丝织头帕，头帕的头端多成一尖锥
状，偏鉴于额前左方，彝语称为“兹提”，汉
语名“英雄结”。青年人多将英雄结扎得细
长而挺拔，以示勇武，而老年人往往是粗似
螺髻，以表老成。

三星堆二号坑B型人像中唯一一件平
头顶戴冠头像，其顶盖与头像分铸。人像所
戴头冠为回字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
其面容消瘦，双眉似皱，表情凝重肃然，威
严直透而出。其头冠有何具体含义，今已不
详，与现在彝族男子的头饰极度相似。

二号坑 A 型人头像头顶较圆，面部戴
有面罩，头顶盖和颅腔分铸。其脸形瘦削，
刀眉栗眼，蒜头鼻，耳廓丰厚。人像头顶的
辫绳状装饰可能是头戴的帽箍或是将发辫
挽在头顶上，这与今天四川一些地方的人
头上缠绕的头巾形式相似。

在三星堆众多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
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雕
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
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
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
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
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
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
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
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
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有意思的是，广汉“三星堆”与古埃及
人建造金字塔的年代相当，甚至还要稍早一
些。古埃及法老的纯金面罩，发现于尼罗河
畔的帝王谷王陵，时间是3000年前，比“三星
堆”直眼人的纯金面罩还晚一千多年。古埃
及大批青铜器的出现，是在距今 4600年的
中王国时期，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相
当，甚至还稍晚几百年。因此，正确认识“三
星堆文化”，对深化对中国文明史，文明起
源的认识，至关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2001 年中国和埃及联合发行了《古代
金面罩头像》邮票两枚。头像分别为三星堆
金面罩头像和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金面罩头
像。可以看出，这两个面罩不但造型非常相
像，且时间都在大约3300年前。

艺术来源于生活，当我们试图通过红
山文化及三星堆文化的“戴冠”文明来解答
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
时，似乎又是那么片面，物质文明是社会发
展的基础和前提，当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
高度时，伴随它的一定是精神文明的升华，
这两种文明从何而来，最后又去到何处，都
无从知晓。如何让文化遗址“活”起来，是我
们在加强文化遗址探索、保护、开发、利用
以及弘扬与传承的同时，更应该深刻思考
的问题。

保护规划修编
助力麦积山石窟管理新方向

李天铭 杜晓帆

红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戴冠”文明
牛怡燕

三星堆青铜兽冠人
像与彝族男子戴的
十峨尔（金冠帽）

敖
汉
旗
草
帽
山
红
山
文
化
积
石
冢

出
土
的
红
山
文
化
戴
冠
石
雕
神
像

那
斯
台
遗
址
戴
冠
石
人
像牛河梁遗址戴冠女神头像

三
星
堆
遗
址
戴
冠
头
像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随着
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作为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传承的载体，博物馆对发挥自
身教育职能有了更多倾向性调整与转变。
博物馆如何从一件件真实文物中，让观众
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文明时空？今年暑期，江
苏吴文化博物馆“文明的样子——亚欧大
陆古代文物精品展”做了一系列探索与
尝试。

该展览由吴文化博物馆、平山郁夫丝
绸之路美术馆、旅顺博物馆主办，汇聚了叙
利亚、阿富汗、伊朗、土耳其、意大利等国近
200件（套）代表性精品文物。“我们努力把
展览做成一个教育展。希望教育变成这次
展览的钥匙，让学生群体通过这个展览打
开文明认知的大门。”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
曾路介绍道。展览也因此特意安排在暑期
档，可以给学生观众提供更多关于历史、文
化、艺术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他们构建一
个对于亚欧大陆文明时空的坐标轴。

展览共分三大版块，从文明的源起开
始，到多样多彩的文明，再到文明的互融互
鉴，非常清晰地介绍了亚欧大陆从早期到
晚期各个时期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这个
展览是从文物出发，从点到线到面，每一件
展品背后有其各自的线索，当几条线索汇
合串联时，可能就出现很重要的一个面。”
陈曾路介绍道，展厅除了突出文物本身，在
展线设计上也增加大量和地理、历史、艺术
相关的信息，观众可以多维度、更立体全面
地对比、认知各时期精彩的文明。

“来通杯”是一种流行于亚欧大陆上的
古老饮酒器，公元前 15世纪开始出现。“展
览中有环地中海的，也有伊朗高原的，而且
它们形制不同，有古典时期南意大利陶制

的，也有比较典型古
希腊样式的，还有伊
朗高原古波斯的金
属制来通杯，同时，
在我们馆藏文物中
也有元代的银槎杯，
也是来通杯的变形。
陕西历史博物馆非
常有名的国宝兽首
玛瑙杯，因为疫情没
有机会借到实物，但
也通过图文展示出
来。”展览通过不同
区域、不同形制的来
通杯，来对比呼应，
进而引发观众探索
思考，陈曾路说：“我们是想让观众感受欧
亚大陆这样一种多元多姿多彩的文明。”

文物与文物之间，特展与基本陈列之
间，在展览里设置了很多类似这样对比的

“点”，有意的设计，同时也为展厅这个“课
堂”增添了趣味性和吸引力。

“这次将更多精力和费用用于策划课
程和教育活动，把展览变成课程的延伸”，
陈曾路说道。据了解，除了从教育角度对
展陈进行特别设计外，展览配套了丰富的
社教活动。邀请文博领域相关专家学者、
馆长、策展人，围绕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
化交流、犍陀罗艺术、两河流域文明的起
源与发展、叙利亚文明史、古希腊神话、古
希腊戏剧及文学等主题，举办了15期系列
讲座；开展了“文明的想象—描摹器像”“文
明的传播—易以书契”“文明的信仰—信仰
缔造”“文明的仪式—以享以祀”“文明的装
饰—美美与共”等研学活动，使不同年龄段
的观众，从不同角度，通过更深邃、更广阔

的探索，寻找勾勒出自己心目中“文明的样
子”。“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这些互动，培养学
生群体，主要是中学生的理性认知、思考这
样一种能力。我们在这块花了蛮多功夫，也
是我们的初衷”，陈曾路说。

同时，展览针对更小年龄段观众进行
亲子规划，从小朋友视角着手，注重培养兴
趣和动手能力。例如，展品中有来自阿富汗
的王冠，在课程设计中加入做小王冠的手
工课，通过做漂亮的小王冠，让小朋友在动
手的过程中，认识、感受古代文物以及文物
背后的故事。展览期间，在吴文化博物馆的
广场上还举办了观影、戏曲、音乐、舞蹈等
活动。如此，展览已不是独立的个体，展览
早已变形，形成文化输出综合体。

陈曾路说：“博物馆还是以传播文
化为主。教育有时候就是埋种子，埋一
个可能性，等到他们长大后有所探索和
收获。就像我们常说的‘念念不忘，必有
回响’。”

陈曾路：让展厅变课堂 展览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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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博物馆举办“古典之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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