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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沿毛乌素沙漠南缘一路疾驰，途经秃
尾河，而后随蜿蜒山路爬升，入眼是满山恣意
生长的榆树，以及更远处黄土地貌的沟壑
纵横。

盘山公路尽头的山顶台地上，钢结构的玻
璃遮罩盖着青褐色乱石块堆垒出的高大城垣，
这便是石峁遗址的外城，距今 4300年前后、中
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筑城址至此始
展露一隅。峁，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山丘”。石
峁，既是沿用已久的地名，也清晰地反映着遗
址风貌。

石破天惊：文明前夜的石峁王国

1958年，石峁遗址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
查期间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被发现。20
世纪 70年代，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专
门到石峁考察，此后，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
古队陆续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自
2011年起，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
对遗址展开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发
掘。经过十余年的科学发掘，考古人员逐渐
揭露出石峁遗址的文化面貌。

遗址石城以长达 10公里的石砌城垣为周
界，内城、外城重重拱卫着核心区皇城台，
遗址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城内密集分布着大
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
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出土了数以万
计的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石刻、彩绘壁
画等珍贵文物。

石峁遗址的各类遗物遗存涉及军事、宗
教、天文、艺术等领域，所展现的文明程度，远
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和判断：发掘的玉器最
薄处仅 0.03厘米；口簧、骨笛等乐器至今仍然
可以吹响；骨针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针孔直径
最窄达300微米；大小不规则的乱石看似无序，
却垒砌出规直、平整的墙面，门道的墙角呈近
似90度的凌厉直角线；清理出迄今数量最多的
中国史前壁画，画幅保存最大者约 30 厘米见
方，白灰面作底，以红、黄为主色，细黑线勾边，
绘出菱形方格纹、勾连纹等几何图案，系中国
古代美术考古及艺术史的重大发现；外城东门
门道呈东偏北 31度，朝向 4000 多年前夏至日
出的方位，说明石峁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天文
测量方法和历法知识。

虽然大多数墙体已被黄土和青草覆盖，但
沿着皇城台和外城东门的参观步道行进，再结
合东门遗址处放置的微缩模型，一座完备的城
防结构了然于心。这座在考古发掘下石破天惊
的石头城池，自现世便以体量巨大、结构复杂、
功能完备而著称。考古人员对石峁遗址的介

绍，大多喜欢以北京故宫作比。无怪乎如此，中
国古代都城规划理念一脉相承、赓续发展，许
多建城理念的源头，很可能比文字记载的
更早。

石峁古城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结
构布局，再通过墙体上城门、瓮城、角台、马面、
墩台等防御性建筑遗迹层层设防，奠定了中国
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
布局；从外城东门通往内城东门并连接皇城台
的一条大道，连接着宫城区，首开中国都城中
轴线理念先河；皇城台门址由外而内依次由广
场、瓮城、墩台、主门道等设施构成，也开创了
中国古代都城正门设置广场先河。

在依托山势层层筑墙而成的皇城台墙体
中，考古人员发现许多插在石头缝里的柏木。
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古代工匠在修筑城墙
墙体时，“每筑高五尺，横用纴木一条。”即筑城
时使用纴木横向插入墙体进行承重，防止意外
塌毁，作用类似于今天进行混凝土浇筑时预先
搭建的钢筋。学术界一般认为纴木最早出现在
汉朝，而石峁发现的纴木遗存将《营造法式》中
的这一记载提前了2000多年。

4000年前是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发
展的关键节点，石峁遗址以其巨大的规模、多
重的结构、宏大的建筑和大量高等级遗物，显
示其已经成为早期城市并具备国家形态。石峁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为理解
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提供
了全新的资料和独特的证据。

站在遗址区域地势最高的外城东门放眼
四望，耳畔吹过猎猎作响的风，对面山峦上的

古长城和石峁外城城垣遥遥相望、缄默不语，
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掩藏在石缝里的华
夏文明。

发微抉隐：石峁考古人的日常

从东门遗址乘车到皇城台不足 5分钟，当
皇城台近距离展现在眼前，目光立刻被它吸
引。这座高 70米的平顶金字塔形建筑区域，给
人一种雄踞于此、俯瞰疆域的王气，因其体量
巨大而极具视觉冲击力。而更夺目的是一面写
着“石峁考古队”红色旗帜，就在这座庞然大物
最高处迎风飘扬。

不只是旗帜在。皇城台区域对面是稍显简
陋的石峁遗址考古工作平台，同时也是石峁文
物医院，考古工作者日常就驻扎于此，负责石
峁遗址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和长期学术研究等
工作，可以就近对重要文物开展及时的保护和
修复。

石峁考古的室内整理研究工作也并不轻
松。石峁遗址发掘出土了一只大型鹰形陶器，拼
接复原的陶鹰残高 50 至 60 厘米，身体部位塑
造得栩栩如生，作展翅伸颈状。通过对大量陶
片的辨认，类似的陶鹰多达 10余件。石峁文物
医院里，单独有一个房间散落着满地不足巴掌
大的碎陶片，在这里，考古人员要从2000余箱碎
陶片中，寻找“陶鹰遗骸”，极其艰难缓慢地进
行着陶鹰的拼接复原工作。

围绕石峁遗址的研究，才只揭露冰山一
角，这座石头城的许多谜题，还等待考古工作
者在将来为我们进一步解读。

保护利用：助力中华文明探源

近年来，地方政府及文物工作者投入了
更多力量进行遗址本体保护工作。2017 年，
实施了皇城台城墙变形监测工程，常态化监
测遗址墙体变形，建立数据库，分析墙体稳
定性，为制定皇城台墙体保护措施提供科学
数据。2018年，进行了“石峁砂石与沙土遗
址盐害治理和防风化加固”试验项目，调研
石峁遗址病害产生的原因，探究保护技术。
初步整理出了一套适宜石峁遗址的加固方
法。编制了《皇城台稳定性评估及抢险加固
方案》《石峁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前期勘察研
究》。先后实施了外城东门遗址抢险加固支护
工程、外城东门遗址保护展示临时考古大
棚、皇城台南侧护坡 （上段） 加固保护工
程、外城东门东南角台及城墙与皇城台南侧
（下段）护坡加固保护工程。完成了城墙边的
冲沟治理、皇城台顶部及东护墙发掘区域保
护方案。针对突发应急文物保护需要，制定

《石峁遗址文物保护应急预案》，采取防雨布
遮盖、防汛沙袋保护、回填保护、设置三合
土牺牲排水层等多种措施，应对暴雨暴雪冻
融危害。

2017年《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出
台，此后石峁遗址不断加强日常维护、监测
及风险防范。积极推进遗址区监控系统改造
升级和文保巡查常态化，实行文保巡查排班
制，实现全年 24小时全天候值班，及时发现
和处置威胁文物安全行为，建立了市政府、
文旅局、管理处、属地镇政府及村组五级管
理体系。完成石峁遗址保护区和建控区的界
桩栽设工作，栽设了遗址保护区围网、外东
门和皇城台发掘区域围网，聘用 18名群众文
保员，多方位做好防汛、消防物资储备和管
理，为文保巡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提
升了群防群治工作水平。

2022 年 12 月，石峁遗址成功列入第四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宏大的石峁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正持续展开，目前已建成考古工
作站、外城东门遗址现场展示棚、游客服务中
心等。遗址博物馆也正紧张有序建设，该博物
馆规划用地面积80亩，总建筑面积12890平方
米，展览展示区面积约 5000平方米，包括文物
文化展示区、文物库房及办公用房、停车场等
附属设施。目前，博物馆前期准备工作大部分
到位，规章制度已经建立，计划 2023年下半年
启动运营，一座能够展现石峁文化内涵和学术
研究水平的现代化专业博物馆将迎来更热切
的关注、更热情的探究。

本报讯 记者徐秀丽报道 6月22日，由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博
物馆联合主办的“东方故乡——中华大地百万年
人类史”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东方故乡——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依
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
国家博物馆的丰富馆藏，展出 220 余件 （组） 文
物，结合各类场景还原和多媒体技术手段，生动
灵活地将近百年来中国在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
学和古DNA研究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展现出来，全
面讲述人类从猿到人的百万年活动历程，系统阐
释源远流长的文化根系和文明流变。

展览包括“物竞天择”“矗立东方”“智慧灵
长”“现代之路”四个部分。“物竞天择”部分以
古脊椎动物演变历程展现生物多样性及与环境的
依存关系；“矗立东方”部分以元谋人、蓝田人、
泥河湾、北京人等重要发现展示中国直立人的演
变形态；“智慧灵长”部分展现具有承上启下意义
的智人的发展历程；“现代之路”借助基因组数据
成果，展示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即早期现代人的
演变格局。经过旧石器时代的经验积累，人类在
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等方面迅速发展，逐步
形成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
时代的过渡，就是从利用天然产物的“攫取性经
济”转变为以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主的“生产
性经济”的过程。新石器时代是中国远古时期经
济发展、文化进步的新起点，为中华文明起源奠
定了基础。

古人类学是十分特殊的科学，展览基于科学
理论和成果，通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把
展品的朴素特征和早期人类标本的特殊性和神秘
性，与大众的接受度结合起来，将古代实物展品
和图片，视频，半景、全景画结合，提升展览效
果和观展兴趣。展览还引入关于中国古人类最新
重要科学研究方法，提升展览的学术性，加深公
众对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起
源发展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石峁遗址：韬玉而山晖 文明之肇启
赵军慧

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览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石峁遗址皇城台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记者
王立彬）为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
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我国拟将 8 月 15 日
确定为全国生态日。

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草案
26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草案主要内容包括设立
全国生态日的目的、全国生态日的设
立时间、活动内容等三个方面。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在会上对草案作
说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
2005年8月15日考察湖州市安吉县首
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
论断。赵辰昕在说明中表示，这一论断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将 8 月 15 日设为全国生态日，比较符
合确定纪念日、活动日时间的基本原
则，能够充分体现首创性、标志性、独
特性。

决定草案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举世瞩目成就，给人民群众带来强
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力推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党全社会的
共同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各地区各部门
的共同行动。

决定草案提出，将 8 月 15 日设立
为全国生态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
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我国拟设立“全国生态日”

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
在丝绸之路上有着重要地位。

“敦煌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
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
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
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
料。”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敦煌时说。

融汇东西，煌煌大观；风沙吹尽，绽放新颜。
这，就是敦煌！

代代守护，只为“代代相传”

从飞机上俯瞰，敦煌被茫茫戈壁包围，犹如
一叶孤舟。

公元 366年，云游四海的乐尊和尚踏着黄沙
来到敦煌，莫高窟的营建就此开始。从公元 4世
纪至 14世纪，1000多年间，一代代人开窟造像，
成就一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

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
塑，记录下历史的变迁、艺术的演进，流传下包罗
万象的史料。

千古匠心，造就艺术宝库；代代守望，绵延文
脉气韵。

敦煌市宕泉河畔的沙丘上，长眠着常书鸿、
段文杰等敦煌文物工作者。他们的墓碑，与莫高
窟遥相对望，令人肃然。

20世纪40年代，艺术家常书鸿如当年乐尊和
尚般踏沙而来，与同道者一起，住马厩，喝浊水，用
双手清除了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

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个个“接棒者”奔向敦
煌。他们在致力于保护敦煌文化遗产的同时，埋
头于对这一博大精深艺术宝库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临摹《都督夫人礼佛
图》，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潜心服
饰研究，翻阅了 100多种资料；樊锦诗完成了莫
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敦煌研究
文集》出版、《敦煌研究》创刊、全国敦煌学术讨论
会举办……几代敦煌学人不畏艰苦，坚守开拓，
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向敦煌学研究高地迈进。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的“莫高精神”，成为敦煌研究院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的动力源泉。

2019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
察，首站便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过程中，总书记
不时向工作人员询问莫高窟的历史渊源、文化传
承和文物保护情况，并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
谈会，认真听取专家学者关于文物保护、文化传
承、文明互鉴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从游客数量
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总书记仔细询问。

“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
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
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
话语权”……总书记的谆谆嘱托，为敦煌研究院
做好新时代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工作
指明了方向。

2020年底，敦煌研究院建成我国文化遗产领
域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实验室可模拟-30℃到
60℃、10%至90%相对湿度以及风、雨、雪、太阳照
射等各类气候条件，基础研究能力进一步提升。
其他相关领域也不断追求精进，志在让这一世界
文化遗产神彩长在、代代相传。

兼收并蓄，尽显“文化自信”

敦煌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特色美
食“合汁”开始的。“合汁”有羊肉汤、猪肉丸和各
类配菜，风味兼具游牧民族的奔放与农耕社会的
精细。

美食折射文化，两千多年来，兼收并蓄、和
“合”万物，造就“世界的敦煌”。

汉武帝设置敦煌郡以经营河西、开拓西域。
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路“总凑敦
煌”，敦煌成为“咽喉之地”，东来西往的驼队、使
团带来的商品、文化、习俗、思想等，在这里交汇。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莫高窟里体现得非常
明显。”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

莫高窟第 285窟营建于西魏，是莫高窟最早
有纪年的洞窟，是一座“万神殿”。壁画中，有来自
印度的飞天，有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女娲，有道教
的朱雀、玄武。壁画中的日神形象，就有古希腊的
太阳神阿波罗、佛教的日光菩萨、婆罗门教的太
阳神等诸多解读。

敦煌以神奇之手，将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融
合，呈现出具有鲜明敦煌特色的文化艺术样式！

物换星移，驼队远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
精神特质，在敦煌延续。

20世纪 50年代，莫高窟迎来捷克斯洛伐克
的专家，为千年石窟的保护问诊把脉；到了80年
代，敦煌研究院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与日本、
美国、英国等多国机构在风沙治理、壁画保护、文
物数字化、人才培养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其中，
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持续 30多年的合作，成
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典范。两国专家
携手对“壁画癌症”酥碱等病害突出的莫高窟第
85窟进行研究，历时7年终于成功修复了这一洞
窟。基于此一合作探索出的保护流程，直接推动
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对各种先进文保理念、技术的学习、吸收、转
化，敦煌研究院在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实
现了多项突破，在壁画和土遗址等领域的保护走
在了世界前列。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
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
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习近平
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
鼓舞着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传承敦煌文化的信
念：不忘本来、接受外来、面向未来。

交流创新，铸就新的辉煌

人行道的花砖纹样，取自唐代遗址中的莲花
纹、石榴纹；路中央，是反弹琵琶雕塑；城市建筑
外墙，饰以敦煌壁画中之金色、红色……漫步敦
煌，如入汉唐。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院中，垂目的
菩萨款款走来，飞天几欲翱翔，洞窟壁画纤毫毕
现……观众如临其境。

窟区，年轻讲解员靳晖拿出手机，用VR 技
术向游客展示不一样的莫高窟。屏幕中，身披丝
带的九色鹿竟从壁画中“飞身而下”。

敦煌大剧院，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创新性
引入芭蕾舞的表现手法。音乐光影中，舞台梦幻
般展现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下凡，观者无不动容。

……
创新之变，敦煌自古有之。
距今 1500多年的莫高窟北魏第 254窟有一

绘画杰作，用5个关键场景描述释迦牟尼佛前身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传自印度、艰深晦涩
的佛经，被古人创造性转化为通俗画面，让大众
易于接受。

1979年，甘肃艺术家和我国敦煌学家合作，
创新推出舞剧《丝路花雨》，“飞天”“反弹琵琶”等

敦煌壁画形象在舞台横空出世，在国内外长演不
衰，被称为“中国民族舞剧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
会时，向专家学者询问了《丝路花雨》《大梦敦煌》
等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和“走出去”的成功经
验。他强调，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
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
更加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近年来，在“数字敦煌”基础上，敦煌研究院
又推出“敦煌遗书数据库”“数字藏经洞”等平台，
持续推进敦煌数字资源的全球共享；接下来，还将
对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经洞文献进行全面的
整理与收录，对丝绸之路沿线遗址进行文物数字
化保护利用。一条“数字丝绸之路”正在铺就。

开放、包容、创新的气质，让敦煌别具魅力。
湖南人申洪杰迁居敦煌近 20 年，经营着一

家展现敦煌壁画神韵的木雕画店，成了“新敦
煌人”。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专家内维尔·阿根纽一
次次飞到敦煌，因为“莫高窟每幅壁画都像伦勃
朗的名画一样珍贵，这是世界上保护最好的文化
遗产之一”。

莫高里工匠村将文化研学与旅游市场结合，
吸引着青少年参与彩塑制作、壁画临摹，鼓励创
造有个性风格的敦煌作品。

敦煌市委书记石琳说，历史上，无数工匠在
这里留下艺术巨作。未来，敦煌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仍需要走进大众、面向大众、依靠
大众。

“世界任何传说中神奇的地方，只要去过一
次便不再神奇。但惟有敦煌，在你造访之后，心里
的感觉反倒更加神奇。”作家冯骥才感叹。

新时代，敦煌将进一步发挥多元文化交流荟
萃的特点，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
流，增进民心相通；以海纳百川、积极自信的态度
深入推进国际合作，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助力文
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华社兰州
6月22日电 记者向清凯、宋常青、张钦、张玉洁、
何问、张智敏）

融 汇 东 西 成 大 观
——解码丝路重镇敦煌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