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博物馆是一座综合类博物
馆、国家二级博物馆，拥有中国华侨
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山西省家庭教育
创新实践基地试点单位等荣誉称号。
长期以来，太原市博物馆为充分发挥
博物馆“第二课堂”作用，以青少年
为受教主体，以“实践育人”“活动育
人”为目标，充分发挥阵地优势，建
立多处宣教活动场所并通过举办各类
社教活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诠释和体现。同时，太原市博物馆力
求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积极建立馆
校合作，通过“小小讲解员”“暑期研
学课堂”等形式，践行“讲好太原故
事，弘扬传统文化”宗旨。

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强”起来。青少年社教活动作为太原
市博物馆的重头戏，一直以来坚持

“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的教学理念，
不断研发有趣新颖、精彩纷呈的教学
内容，以“文化解读+教育实践”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深入挖掘蕴含在历史
文物中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和家国
情怀，将博物馆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历史智慧传播出去，引导青
少年增强文化自信自觉。

近年来，依托“锦绣太原历史文
化展”基本陈列及明清瓷器展等临
展，太原市博物馆举办“喜迎元旦·

新年纳福”“新春特辑——太原市博物
馆与您携手过春节”“古风诗词忆清
明”“文物里的中秋”等传统文化主题
活动；举办瓷器鉴赏修复、瓦当雕版
拓印等专题活动；开展“万木有灵
——非洲雕塑艺术展”“寻觅古人身
影，感悟书画魅力”研学课程，让博
物馆成为促进学生素养全面发展的校
外课堂。另外，结合基地建设，还开
展“守护童年·牵手共成长”“立足传
承好家训、用情培养好家风、言传身
教好家教”等亲子教育专题讲座，在
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试点建设的同
时，充分提高了博物馆亲子教育活动
的影响力和社教活动的知名度。

丰富暑期活动，吸引青少年“走”
进来。每年暑期，太原市博物馆会选拔
出80名“小小讲解员”走上岗位。在整个
暑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接受专业
培训和岗位锻炼，从讲解技巧到文物知
识，从志愿服务到心灵培育，从感知历
史到热爱文博，每一位青少年均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着文化殿堂的熏陶。

2022年暑期，太原市博物馆首次推
出的“锦绣太原·研学课堂”，从远古时
期“石头的故事”到名城涅槃“走近太
原”，将太原城市发展变迁史与中国重
大历史事件相连接，透过文物向青少年
讲述古城发展的兴衰存亡。活动运用专

业解说、实地参观、互动游戏、动手实践
等方式，带领大家一起穿越时空，回溯
千百年人类文明的浩瀚和浪漫，开启邂
逅晋阳之旅。其中，最吸引青少年的当
属动手实践环节，“竹简临摹古诗”、雕
版拓印、扇子涂鸦等项目，都让参与者
跃跃欲试，兴趣满满。

建立馆校合作，促进文物资源
“活”起来。为有效促进博物馆资源与
中小学课堂教学、综合实践活动的有
机结合，太原市博物馆会同来自高
校、中学的多名教师，将语文、历
史、地理、美术等学科教学和综合实
践活动有机融入博物馆教育内容，并
进一步挖掘博物馆资源，研究开发历
史类、科技类等系列课程，同时会同
学校共同组织开展爱国主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国家安全等主题研学实
践教育活动。目前共研发完成小学、
初中阶段系列课程各 14节，高中阶段
课程10节。

此外，太原市博物馆还于 2022年
年初向全市中小学发出邀请函，希望
与各学校建立良好联系，共同讲好太
原故事，做好青少年文化素质教育工
作。本年度已与 10所中小学签订合作
协议，开展“流动博物馆进校园”活
动 22次，为学生们带来别开生面的历
史文化体验。2022 年 9 月，在全国科

普日来临之际，太原市博物馆以“喜
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为主题，前往
太原市实验小学开展专题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的形式，与该校400余名学生
共同探索太原市博物馆历史展陈列之

“东山大墓”的秘密，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文物知识，激发文物保护热情。

积极探索转化，线上活动“火”
起来。目前，太原市博物馆通过官
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基本陈
列、专题临展及往期展览共 10项展览
通过 VR 同步呈现，实现足不出户

“云游”博物馆。同时，还开通“文博
讲堂”“文物科普”等网络云课堂，通
过直播与青少年进行知识共享。尤其
是疫情防控期间，特别推出“线上专
题活动”“线上系列课堂”，为大家带
来别有风味的“网课”，“云享”独属
于博物馆里的文化盛宴。

下一步，太原市博物馆将全面促进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更加成熟，“博物
馆+”研学线路更加完善，进一步打造

“博物馆里学思政”“博物馆里学考古”
“博物馆里学非遗”等新的系列实践活
动和专业讲堂，努力蹚出博物馆青少年
教育新路径，不断彰显博物馆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太原市博物馆馆长）

太原市博物馆：

讲好太原故事，开辟“第二课堂”新路径
徐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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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
面积 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 1万余
件，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
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
部边界位于彭山岷江大桥附近。”近日，
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江
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
重要成果。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四川
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
距成都市约 60 公里，南距眉山市约 20
公里。

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的
指导支持下，2022年1月至4月，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
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此
前，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已进行了四次考
古发掘，发掘面积总计18000平方米，出
水各类文物 6万余件，根据文献记载并
结合出水实物，确认遗址的性质是张献
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于 1646年发生
江口之战的古战场遗址，被评为2017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次考古工作主要目的是抢救和
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
认遗址边界。从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保
护研究来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江口
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江
口遗址的主体遗存是 1644年张献忠大
西军与杨展南明军发生江口之战的古
代战场，但同时也包含了从先秦至民国
时期历代文物的沉积，本次考古发掘，
拓宽了我们对遗址内涵的认识。

遗址内发现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
工具，时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
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
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
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
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
介绍，遗址内还出土了 9万余枚历代钱
币，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
机制币均有发现，延续 2000多年，几乎
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
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

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

器集中分布的现象。出土官银数量近
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
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
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
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

“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
口之战中一同沉没。”该遗址考古发掘
负责人介绍，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

区的东侧，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
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单眼铳、三眼
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类型，同时还发现了
部分烧熔的金银器，为文献中关于江口
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
因此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
地点或者很接近发生地点。基本上确认
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位于
彭山岷江大桥附近，对于划定遗址范围
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此次考古发掘，抢救和保护了以
“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
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
大批珍贵文物。

“荣世子宝”金印，方形印台、龟形
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
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
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印

台边长11.24厘米、厚3.28厘米，残重5915
克，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方形印台、
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
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
和印文的释文。印台边长 9厘米、厚 0.8
厘米，重591.2克。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
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
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
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
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
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
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
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
意义。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表面鎏金，
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
崇德书院”六字。印台长 13.9 厘米、宽
4.16 厘米、高 2.53 厘米，重 1245 克。“崇
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
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
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
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
这枚吉府书院印的发现，对研究明代文
化教育，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我们还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
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和保护，并根据出土
文物的类别，同步开展工艺研究工作。”
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
目，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创新
工作理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运
用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探
测手段确定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
用RTK和三维扫描等技术设备记录和
提取出土文物的信息，并通过考古工作
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考古工
作科学、有效地进行，为今后滩涂考古、
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
和经验借鉴。

“接下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
古资料整理工作将持续开展，考古报告
的出版计划也在拟定中。虽然已基本确
定了遗址的南部边界，但北部边界的确
立还需要开展更多的考古勘察。”该遗
址考古发掘负责人表示，相信通过不断
的精细发掘、科学规划、系统保护、深
入研究，对遗址范围、内涵、价值会有
更清晰的认识。

本报讯 记者郭晓蓉报道 今年
是罗哲文先生逝世十周年。11月 9日，
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北京市颐和
园管理处共同主办、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罗哲文基金管理委员会承办的

“哲匠文华——罗哲文生平回顾展”在
颐和园德和园开幕。

罗哲文先生生前任国家文物局古建
专家组组长，从事中国文物古建研究保
护72年，是“中国特色古建保护理论”奠
基人。展览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穿插
书籍、物品等实物，以罗哲文生平为主
线，分为“少年求学”“梁门弟子”“文物卫
士”“万里长城第一人”“申遗功臣”“优
秀党员”“古建护神”“中国特色”“多才
多艺”等篇章，系统回顾了罗哲文先生
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奋斗的一生。

其中，“文物卫士”篇章用 12 件罗
哲文先生保护文物的实例以点带面地

介绍了他一生为保护文物所作出的贡
献；“万里长城第一人”篇章，用文字总
结与长城图线的形式，介绍了罗哲文
先生开展长城研究和保护的历程，包
括初次勘探八达岭长城的场景，主持
新中国第一次长城（即八达岭长城）修
复，参与居庸关、司马台、山海关、嘉峪
关、雁门关等众多长城段的修复，重新
确认长城东起点虎山长城，2003年（时
年 79岁）穿越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
布泊寻找长城西终点等；“古建护神”
篇章以罗哲文先生主持修复赵州桥、终
生难舍故宫情、高原雪域留清名、群落
保护显卓见、颐和园里见衷心作为主线
介绍了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古建
筑保护之路。展览还展示了罗哲文先生
历年来出版发行的著作 80余部，他生
前使用的相机、背包、照片放大机、测
量工具等物品。展览将持续至12月。

罗哲文生平回顾展在颐和园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李瑞报道 11 月 7
日，2021 年度北京市博物馆优秀展览
评选结果发布会暨2022年北京市博物
馆策展人员培训班启动仪式在北京举
办，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和
获奖单位代表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发布 2021年度北京市博
物馆优秀展览评选活动结果。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流砥柱——中
国共产党抗战文物专题展”等6个项目
获得“杰出贡献奖”；首都博物馆“伟大
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特展”等10个项目获得“优秀展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党的旗
帜下前进——人民军队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展览”等 8个项目
获得“优秀云展览”。

据介绍，共有 49 家博物馆参加此
次优秀展览评选活动，报送展览70项，

其中申报线下馆内展览 55个、云展览
15个。此次评选活动的举办，为北京地
区各博物馆搭建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2 年北京
市策展人员培训班”。培训班由北京市
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中国知网联
合举办，面向北京地区、北京市支援合
作地区博物馆负责展陈业务的专业技
术人员，就博物馆展览策划、展览大纲
编写、展览形式设计、展览宣传与推广
进行分享。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培训全
程通过线上方式进行。

下一步，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博
物馆学会将制定“优秀博物馆策展人”
专项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
造一批能力素质强、具有国际视野的
博物馆人才队伍尤其是策展人员队
伍，在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中持续发
力，不断擦亮北京文化金名片。

2021年度北京市博物馆优秀展览
评选结果揭晓

“荣世子宝”金印等一大批文物出土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本报记者 徐秀丽

本报讯 近年来，四川安岳县石
窟研究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跟项
目、攻课题等方式，探索建立“名师
帮带制”取得成效，推动了专业人才
群雁起飞，人才队伍水平全面提升。

进来帮，强基础。实施院地合
作，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浙江
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大学文博
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高校、
科研机构合作，成立文物保护利用专
家智库，设立专家工作站。开展专家
授课，2021 年以来，邀请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
院等高校专家在安岳授课 11次。组织
现场教学，邀请大足石刻研究院专家

开展石质文物修复现场教学。近 3 年
来，已有 30余名知名专家到安岳开展
培训指导。

出去学，阔视野。安岳石窟研究
院每年组织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外出学
习深造，开阔干部职工文物保护视
野。2021 年 5 月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
加资阳文物安全管理培训，2022 年组
织专业人员到云冈研究院参加佛教考
古与石窟寺考古研究专题研修班。近
年来，已累计组织参加各类文物保护
专业培训80余人次。

项目带，增本领。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安岳石窟研究院有针对性
地安排专业人员全程参与项目的包

装、设计和施工，通过参与项目实
践来培养锻炼人才。 2021 年派出 4
名专业人员跟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组织实施的茗山寺摩崖造像危岩
体加固项目， 2022 年安排 2 名专业
人员全程参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组
织实施的卧佛院摩崖造像考古调查
项 目 。 通 过 跟 项 目 跟 专 家 实 地 学
习，锻炼增强了专业人员开展文物
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课题扶，创品牌。通过课题合作
帮扶，联合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组织开展文物保护课题攻关，同时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组织专业
人员参与四川大学文博学院研究团队

开展的《安岳石窟总录》《安岳石窟铭
文录》 编制工作，提升了专业人员石
窟寺保护研究水平。2022 年，向四川
省文物局申报 《安岳县重点文物保护
项目（工程）管理研究》《安岳县博物
馆资源调查与发展规划研究》等8个课
题，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增强内
在学术水平。

下一步，安岳石窟研究院将进一
步深化“名师帮带制”，实行专家结对
帮带、以老带新、以强带弱，不断拓
展专家帮带平台，推动专业人才队伍
梯次发展，构建梯次合理、结构优化
的文物保护专业人才体系。

（杨秀伟 李纪）

四川安岳石窟研究院“名师帮带制”取得成效

本报讯 11月8日，由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省公安厅联合举
办的“吴钩雪明——江苏省打击防范
文物犯罪成果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幕。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
长，南京博物院党委书记拾峰，省公安
厅副厅长谭永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展览以“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共建文物安全防线”为主题，集中展示
了 2020年 8月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
专项行动以来，江苏打击文物犯罪的丰
硕成果。展览由“文在兹”“亮钩戟”“偕
同行”三部分组成。“文在兹”重点介绍
文物的定义、种类、具有的多样价值以
及文物案件主要类型；“亮钩戟”重点

介绍江苏在本轮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
动中破获的重大案件及追缴的珍贵文
物；“偕同行”展示了江苏公检法、文物
等多部门紧密携手、合力亮剑，完善长
效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打击惩治文物犯
罪与强化文物安全监管，努力营造全社
会共同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环境。

展览共展出文物超700件（套），包
括画像石、瓷器、青铜器、漆木器、金银
器等类型，涉及汉、宋、元等多个时期，
全部系首次展出，其中江阴市公安局
追缴的一批成套的南宋金银器为全国
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
术价值。

展将持续至12月上旬。 （苏文）

江苏省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
在南京博物院开幕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全面开展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志
制作工作，完成了25组保护碑、13副保
护牌、570根界桩，总计608个保护标志
的制作，为这些珍贵文物提供了安全保
障，起到了警示作用。

作为2022年重点工作，黑龙江省文
物管理局从年初即积极推进，组织4个市
地9个县（市）的文物部门，认真开展摸
底调查，对每处文物的保护碑、保护牌、
界桩的制作数量实地测算、分类统计，
科学谋划文物保护标志的制作数量和
地点。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标
志规范进行制作，对保护标志的样式、
材质、大小、内容均有明确的标准和要

求。保护标志碑、标志牌正面书写文保
单位名称、公布单位、树立日期等，背面
镌刻文物简介，注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碑文内容由专家审核把关，确保
保护标志制作工作的高标准、高质量。

通过多年努力，黑龙江省目前已全
部完成了57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348
处省级文保单位保护标志制作树立，文
物基础性工作得到大幅提升，文物保护
体系进一步健全。

下一步，黑龙江省将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坚持新时代文物工作方
针，紧密结合黑龙江文物工作实际，不
断推进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姜涛 张云鹏）

黑龙江完成国保单位保护标志制作

①发掘现场
②柳叶形青铜剑
③银锭出水照
④“荣世子宝”金印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上接1版）要强化跨部门、跨地域统
筹，增强政策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
同时鼓励各地打造各具特色的精品园
区，实现高质量建设、差异化发展。要加
大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力度，全面摸清黄
河文化遗产资源底数，做好重大历史文
化遗产的抢救、发掘、保护和展示，打通
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展示传播全链条，
切实让文物“活”起来。要创新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加强黄河

“几”字形国家旅游风景道建设，培育文
化区域游、古城古镇古村游、红色黄河
游等品牌，让人民群众在领略山河之美
中感悟文化之美。要加大对重大文化项
目的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建立多元化长效资金保障机
制。要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构建人民
群众耳熟能详的黄河文化话语体系，推
出一批以黄河为主题的优秀文艺作品，
借助现代数字技术等打造“智慧文化公
园”，不断扩大黄河文化的社会认知度
和国际影响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陈晓光、
李斌、刘新成出席会议。政协委员曹忠
良、郭卫民、孙周勇、王震中、王爱琴、
马宗保、达扎·尕让托布旦拉西降措、
李维君、王光谦和特邀代表祁述裕作
了发言。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负责人
参与协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