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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
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
汉简、悬泉汉简……这些书写在汉简
上的生动内容，以小见大，弥足珍
贵，填补了许多史籍记载“盲区”，
再现了汉代边塞防御体系和丝绸之路
繁盛景象。9 月 9 日，历时四年建设
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千余枚见证汉代丝绸之路繁盛的珍贵
简牍首次集中亮相，其中绝大部分为
考古发现后首次展出，包括国宝级文
物《四时月令诏条》墙壁题记、居延
里程简、康居王使者册。

简牍，中国古代书写用的竹简和
木片，为未编成册之称。在纸发明以
前，简牍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
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甘肃是中国简牍大省，20世纪以来共
出土 6 万多枚简牍，其中汉简居多，
占全国汉简总数一半以上，被誉为

“汉简的故乡”。 然而，由于缺乏展
陈场馆，这些珍贵简牍文物大多只能

“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
如今，新馆的投入使用，让一批

简牍精品得以走出“深闺”绽放光
彩。其中，汉代的居延里程简和悬泉
里程简极其珍贵，这两枚里程简“接
力”勾勒出汉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
至敦煌的具体线路走向和重要节点，
详细记录了“从长安出发到敦煌，一
路上要经过的31个驿站，驿站间的距
离远近不一，但大致都是一天内可到
达”。里程简作为重要实证材料，助
力“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在2014年申遗成功。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省级简牍专题
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主要承担甘
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
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是一座集
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宣传、教育和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共文化空
间。藏有从秦代至魏晋时期的简牍近4
万枚，绝大部分是汉简，还有与简牍相
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
器、骨器、陶器等文物1万余件，其中一
级文物达到1679件（组）。

目前，馆内常设“简牍时代”
“简述丝路”“边塞人家”“书于简
帛”4个基本陈列，涉及简牍发现的
历史、简牍中的丝路故事、汉代边塞
人的日常生活、汉简中蕴含的书法艺
术等，通过实物展示、图文解说、影
像互动、场景复原等展示手段，为公
众全面、生动地展现了甘肃简牍里的

丝路文化与中华智慧。
“简牍时代”以敦煌汉简的发现

为起点，从居延到金关，全景式展现
河西边塞地区简牍考古的历史纪实，
探寻简牍考古出土时的情境，发掘简
牍考古的历史源头。展示自殷商到魏
晋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简牍时代”，
记载于简帛上的各类文书、典籍，为
观众详细介绍了简牍文书类别、简牍
形制和制作工艺、西北地区汉简的考
古发掘史、有代表性的简牍学研究成
果等。

“简述丝路”以探寻“丝路”为
主线内容，通过对话式的提问，揭开
丝绸之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丝绸
之路的“路”在何处？沿途的塞防是
怎样的？这条路上往来的到底是哪些
人？这些问题都能在展出的简牍和文
物中得到解答，向观众清晰展现了丝
绸之路的历史原貌。

“边塞人家”以居延地区出土的
简牍为主，以一封家书为发端，解开尘
封千年的河西边塞岁月记忆，用诸多细
节还原了河西走廊的边塞生活。

“书于简帛”从书法的视角展现
了简牍遗墨的艺术之美，通过“汉字
流变”“诸体之源”“一笔千年”3个
部分梳理了汉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书
法流变与时代经典。

此外，在展馆一楼展出的特展“二
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
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
籍博物馆）联合主办，通过“殷墟甲骨”

“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4
个专题，凸显了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
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展示了中华文明
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简牍学被称为“冷门绝学”。为
做好简牍的解读、展示工作，让简牍
活起来，甘肃简牍博物馆通过声、
光、电与场景相结合的方式，将简牍
中描写的人物、事件更加直接展示出
来。通过影像互动复原汉塞边关、驿
站遗址空间等多种形式，向公众展示
简牍文化，解析简牍故事，让简牍真
正走近观众。

本报讯 9 月 5 日至 7 日，文化和
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
群在甘肃调研文物工作，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考察甘肃
重要讲话精神，加大文物保护利用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为推动文化
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
献甘肃力量。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胡昌升会见李群，省委常委、
兰州市委书记张晓强，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张伟，副省长赵金云等参加会
见、陪同调研。

李群先后考察榆林窟、蘑菇台西

路军左支队会议旧址、甘肃简牍博物
馆、炳灵寺石窟等地，深入了解石窟
寺、革命文物、简牍文物保护和博物馆
改革发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文物
工作者，出席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并致辞。

李群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
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
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加大石窟寺本体保护、渗水治
理、安全监测、科技攻关等力度，提
高价值研究、展示传播水平，让更多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要

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
命文物，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要深化博物馆改革发展，优化体
系布局，提升服务效能，充分挖掘简
牍等珍贵文物的多重价值，讲好中华
文明故事，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要不断提高文物防护能力，健全防灾
减灾救灾体系，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
线。要持续加强文博机构和人才队伍
建设，创新“引、育、留、用”人才
体制机制，激发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活力。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甘肃省文
物局，酒泉市、临夏回族自治州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调研。 （文宣）

本报讯 9 月 6 日至 7 日，全国文
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

“文标委”）年会暨第四届技术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京召开。文标委主任委员、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出席会议并讲
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文物
局相关司室负责同志、全体委员参加
会议。

陆进在讲话中回顾了文物保护标
准化工作取得的新进展，阐述了以标

准化助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认
识，对新征程上如何做好文物保护标
准化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要
从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关键领域标准
制修订、提升标准化能力和水平、强化
标准实施与监督、壮大标准化专业人
才队伍、推进标准国际化等6个方面全
面加强文物保护标准化建设。

第四届文标委由 62名委员组成，
秘书处设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会

议举行了委员聘书颁发仪式，审查通
过了《文物包装与运输规范》等 5项标
准，复审表决《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等
89项标准继续有效，审议通过了文标
委工作报告、工作计划、章程、秘书处
工作细则，提出了标准立项建议。会议
期间，全体委员还听取了专题讲座，围
绕标准化工作意义、标准编写和审核
要求等开展了集体学习和交流。

（文宣）

本报讯 9 月 6 日，文化和旅游
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敦
煌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部部长纳扎
尔别科夫。

李群代表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
平欢迎纳扎尔别科夫访华。他表示，
近年来，中乌两国关系稳步发展。今
年 5月，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中乌两国元首举行重要会晤并签署联
合声明，为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进一

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乌方一道，继
续落实好两国领导人有关重要共识，
推动双方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
体。李群指出，文化交流合作是中乌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两国民
心相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与乌兹别
克斯坦文化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关系，双方在联合举办文化艺术活
动、开展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

深 化 旅 游 合 作 等 方 面 的 合 作 成 果
显著。

纳扎尔别科夫表示，中国是乌可
靠伙伴和亲密朋友，乌方高度重视对
华合作，乌中文化交流前景广阔。乌
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在推动文
艺团组互访、联合考古、吸引中国企
业投资乌文化产业等领域开展广泛合
作，共同推动乌中文化交流迈上新
台阶。

（文旅）

本报讯 9月 8日下午，文化和旅
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
京会见阿塞拜疆文化部部长阿迪尔·
卡里姆利一行。

李群欢迎卡里姆利来华访问，向
阿方宣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
倡议，介绍中国文化遗产工作情况，强
调中国愿与各国积极开展文化遗产交
流合作。李群表示，中方高度赞赏阿塞
拜疆作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成员国

的重要作用，期待阿方为联盟建设贡献
更多力量与智慧，并愿与阿方在联盟
框架下开展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
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各领域的交
流合作。

卡里姆利表示，文化遗产交流是
中阿两国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阿塞拜疆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
也是丝绸之路大家庭的一员，愿向中
方学习相关经验，希与中方商签文化

遗产合作专门协议，为双方尽快开展
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合作等务实
行动建立机制。卡里姆利表示，作为里
海沿岸国家，阿方赞赏中方先进的水
下考古技术，愿与中方加强这一特定
领域的合作。

李群积极回应阿方提议，同意
双方工作团队尽快推进协议商签。

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负责同志参
加会见。 （文宣）

本报讯 9 月 8 日上午，文化和
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在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法尔
霍德·阿尔济耶夫一行。

李群指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
下，中乌近年来在历史古迹保护修
复、联合考古、联合展览等方面取得丰
硕成果。中方高度赞赏乌方积极参与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加入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联盟成为观察员国，欢迎
乌方尽早成为联盟成员国，并期待与

乌方在联盟框架下进一步开展文化遗
产交流与合作。李群表示，中乌两国都
是文物流失国，建议双方积极落实中
国—中亚峰会成果，推动商签政府间
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
化财产的协定，共同保护两国文化
遗产。

阿尔济耶夫表示，中乌都是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乌方感
谢中方为两国文化遗产合作付出的务
实行动，高度赞赏中方发起成立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将向国内建议加
快申请成为联盟成员国的进程。乌方
认同中方关于加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
合作的建议，将积极推动中乌政府间
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
化财产的协定商签工作。

双方还就“一带一路”文物考古
合作展、“乌兹别克斯坦之夜”等活
动交换意见。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及
直属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文宣）

李群会见乌兹别克斯坦
文化部部长纳扎尔别科夫

李群会见阿塞拜疆
文化部部长阿迪尔·卡里姆利

李群会见乌兹别克斯坦
驻华大使法尔霍德·阿尔济耶夫

李群调研甘肃文物工作

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在京召开
甘肃简牍博物馆开馆 千余枚珍贵简牍首次亮相

本报记者 肖维波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经中共
中央宣传部审定，《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第二卷线装本已由线装书局、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发行。

这部线装书以人民出版社2023年
4月出版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卷为版本，繁体大字竖排，16开，
全套 16 册，分装两函。典雅精美的装
帧，加上独特的印制材料和工艺，使该
书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韵味，是可供
学习、收藏的珍本书。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
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在 2012 年 11 月

至 2022 年 10 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
作。以富于中国传统特色的线装书形
式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
二卷，突出了这部重要著作的文献价
值，丰富了其版本品类，使我国的线装
典籍中又增添了一部重要的当代经典
文献。

《 习 近 平 著 作 选 读 》
第一卷、第二卷线装本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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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庞博报道
日前，陕西省检察机关“寻访革命旧址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革命精神”工作推进
会在陕西延安召开。

会议指出，该项工作开展以来，陕
西省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从“国之大者”
高度，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检察监督履
职、保护革命文物相融合，截至2023年
7月，共寻访革命旧址 2214处，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 501 件，推动认定文物 19
处，确定文物等级25处，推动纳入革命

文物名录66处，发布3批17件“寻访革
命旧址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革命精
神”专项活动典型案例，2起案例入选
最高检典型案例。

会议强调，要以“寻访”为途径，组
织干警全面寻访、瞻仰辖区内革命遗址
遗迹，排查掌握革命文物保护状况，夯
实革命文物司法保护工作基础。以“保
护”显担当，坚持全省检察一盘棋、“四
大检察”齐发力、全体干警共同参与，履
行好检察机关诉讼职责、监督职责和社

会职责，彰显革命文物保护检察使命。
以“传承”为目标，把专项活动作为深化
理论学习的实践课堂，把革命旧址遗迹
作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

“教材”，请英烈模范来做“教师”，推动
形成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社会共识。

会上，陕西相关市县检察院就能
动履职持续深化红色资源保护进行
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观摩学习志丹县
保安革命旧址、抗日红军大学旧址检
察履职点。

陕西召开检察机关保护革命文物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卢阳报道 9 月 8
日，“中华古籍资源库”古籍数字资源
暨“民族文字古籍特藏”专题库发布座
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中宣部出版
局、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国家民
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有关同志
出席会议并致辞。天津图书馆、广西壮
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
心、广西教育出版社等参与联合发布
单位、专家学者以及民间藏书家代表
等参加会议。

本次活动是国家图书馆（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组织的第八次古籍数字
资源联合发布。此次发布国家图书馆
馆藏“民族文字古籍特藏”和“各地民
族文字古籍特藏”“珍秘公天下”3个新
建专题库，新增发布古籍资源 1672部
（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
还有多达19个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
籍，为各领域专家学者和历史文化爱
好者研究利用提供更加丰富的文献
资料。

此次“中华古籍资源库”新增发布
的古籍资源包括国家图书馆藏传记
类、文字训诂类、蒙学类汉文古籍 748
部，佉卢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
特文等 16 个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
籍 60 部；天津图书馆藏明清刻本 808
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古籍保护研
究中心藏壮族、毛南族、仫佬族等 3个
文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38部；杜泽
逊、芷兰斋、励双杰、李兔园 4 位藏书

家捐赠私藏古籍影像 18 部 1.7 万余
叶，包含清代抄本、稿本、刻本、活字
本等。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古籍数
字资源建设和合作服务机制、古籍数
字化成果共享方式、古籍数字化标准
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悉，“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实现
免登录阅览，访问速度得到提升，受到
社会各界肯定。

古籍数字资源发布座谈会在国图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