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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案例终评会侧记
张小筑

冬春之交，大地回

暖。2月 28日，经过一整天

的项目汇报与专家评审投票，由

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共同

主办的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案

例从诸多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本届终

评会进行了全程直播，为全国各地文博

人提供遗址保护与展示经验交流切磋的

平台。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

古学会秘书长刘国祥研究员，中国文

物报社社长柳士发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

史学部主任王巍研究员担纲

评审专家。

数字科技助力如虎添翼
龙飞凤舞尽显遗址魅力

良渚遗址申报的两个项目，“良渚遗址5000+”数智
应用与“文化+亚运”立体式展示传播均入围终评，终评会
随机抽选的汇报顺序恰好是一个打头阵、一个压轴出场。

发挥数字化优势，让智慧赋能遗址治理研究。2022
年刚刚启动的“良渚遗址 5000+”数智应用聚焦大遗址

“发掘-保护-研究-利用”全生命周期，打造空间管治、
网格智治、价值研究、“文物+”四个场景，推动多规合
一、聚力精密智控、深化科技赋能、激活数据潜能，重塑
大遗址保护管理机制流程，推动着文物资源禀赋有效转
化为文化发展动能。

当被问及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这一世界性难题时，良
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副主任冯倩表示：“目前，我
们研究出了南城墙遗址半开放环境干燥保护技术和老虎
岭遗址封闭环境高湿保护技术。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与
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等机构联合攻坚，尤其针对老虎岭
水坝玻璃保护罩中微生物滋生、青苔地衣等情况，采用了
以环保植物精油作为防治材料，对遗址本体表面微生物病
害进行处理的保护方式。喷洒后能有效抑制考古剖面地
衣、苔藓、霉菌的生长，可以说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那平台对良渚考古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的管理
与展示呢？”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
究员提问。相关负责人介绍道：“一方面针对新发现文物
起到安保作用，采用可移动式5G现场安全管理模式；另
一方面，针对最新研究成果，系统中有板块对已发布的
成果进行收集和整理，进行信息分层。设置不同权限，对
工作人员、考古学者、公众设置分层次开放。”

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杭州拥有
“良渚”这样一张文化金名片。斗转星移间，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如果说 2019年申遗成功是
良渚古城遗址的高光时刻，那 2023年则又让良渚站在
了聚光灯下。这一年，良渚遗址相继完成两大任务，有杭
州亚运会火种在大莫角山的成功采集，也有以“践行全
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首届“良渚论
坛”。从“琮琮”头上的神人兽面纹到亚运奖牌“湖山”的
设计灵感，从采火装置再到火炬设计创意，良渚元素“无
处不在”，这是杭州亚运会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表
达。“以良渚遗址‘文化+亚运’的立体式展示传播为契
机，最大化亚运的‘聚光灯效应’，让亚洲、让世界感受到
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底蕴与脉动。”良渚遗址管委会摇慧
敏说道。

数字化不仅助力一眼五千年的世遗良渚，也赋能岭
南两千年中心地——南越国宫署遗址，让王宫重现。为
了让宫署遗址“活”起来，提高大遗址展示的亲和力、参
与性与体验性，自2018年起“南越王宫博物馆遗址数字
化展示提升项目方案”逐步推进，项目综合利用先进的
互联网、多媒体、互动体验等技术，推动文物、遗址资源
科学合理利用。据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介绍，
2023年已完成项目第一、二期的数字化复原展示。从南
越宫苑曲流石渠声光电演绎到弯月池全息纱幕场景演
绎，从MR建筑复原增强展示到广州原点灯光秀。“考古
务实、研究求真，我们委托北京大学建筑考古科研团队
对考古建筑机制进行复原研究，为数字化展示提供可靠
的学术支撑。观众透过透明屏，能看到遗址之上‘长起
来’的立体建筑空间，实现虚拟图像与遗址实景的对应
匹配。从而大大提升了遗址的可读性和活力度。”李灶新
补充道。“大型考古遗址，尤其是宫殿遗址，往往苦恼于
如何让观众去了解当时的建筑形态。南越王宫博物馆的
数字化展示提供了一个让大型建筑遗址活起来的新思
路，具有示范性，让人印象深刻。”评审专家表示。

在刚刚过去的龙年春节，地处乡村和都市中的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吸引了大批游客。根据各地初步统计汇
总，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全国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观
众达 881.7 万人次。2 月 26 日，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
放，成为近期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今，全国考古遗址
地正在融合多方资源，积极开展丰富多元的活动，在更
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诚如王巍所言：“这是一次各具特色、精彩纷呈的展
示。我们欣喜地得知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案例今
后每年都会举办，这为促进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周边环
境整治提升，面向公众的科普教育和遗址活化利用等方
面提供了一个交流切磋、相互学习先进理念和具体做法
的平台。博物馆从门可罗雀到一票难求，体现了博物馆
更加接地气了，好的博物馆要让民众看得懂、看得有兴
趣、看得有收获，如今围绕这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进步，
这也预示着新时代遗址博物馆事业乃至整体文博事业
迎来全新局面。”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
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时代的进步，以文化的繁荣
为鲜明标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也是我们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源泉。

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案例推介活动今年系首
次举办。缘起于 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中
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活动时，从挂牌的考古遗址公园中推选出5个考古遗址
保护展示优秀项目对外公布。

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拓展思
路，2023年 9月正式启动首届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
案例宣传推介活动。《中国文物报》及“文博中国”微信公
众号刊登、发布了活动公告。遴选范围和标准为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和立项单位及其他考古遗址地，近两年内在保
护管理、研究阐释、展示利用、宣传服务等方面的成功案
例。初评阶段，13个省份的近 40个项目积极参与，最终 20
个项目脱颖而出走上终评会的展示舞台。这项活动旨在
通过丰富的传播形式，深化考古成果的价值研究阐释，让
社会公众在了解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更深一步了解考古
发掘之后的故事，了解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工作，
从而推动形成考古事业全社会共同参与、考古成果全民
共享的良好氛围。

博采众长 集思广益
确保优中选优

“一个遗址的保护，带动了城市新经济商圈的勃兴。一
座文化的地标，成为城市居民休憩的心灵家园。”这是成都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终评汇报时的结束语。近年来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深入发掘古蜀文化遗产价值和内涵，
实现文化与经济结合、博物馆与商业体的联动，助力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可以说，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在金沙遗址
博物馆的不断融汇，眼下已成为成都文化旅游新地标，也
为成都历史的“文化基因”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推动着
古蜀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提起金沙遗址，王巍感慨道：“将遗址的展览展示扩展
到城市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活化利用方面堪称典范，展览
方面其创新性理念也值得全国博物馆借鉴与学习。”金沙
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表示，未来，金沙将牢牢抓住创新
发展的钥匙，继续夯实基础，突出重点，彰显亮点，让文物
活起来，让遗址亮起来，发挥文化遗产地的吸引力、吸附力
和传承力，稳步推进古蜀文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
其真正成为连接城市历史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湖北省的两个项目盘龙城遗址创新性保护展示、铜绿山
古铜矿遗址保护展示均入选十佳案例。作为保护展示工程类
项目，终评会上相关项目负责人的汇报，也让我们看到到湖
北在这方面的工作成果。

近年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致力于遗址保护工作与展示
工作的相互融合，通过专业的学术研究，创新性地采用新材
料和新技术对遗址进行保护和修复，让遗址本身成为最美最
大的展品之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宋若虹在终评会汇报时强
调，盘龙城遗址的创新性保护展示，严格遵循以考古为基础，
遗址保护展示坚持原真性，所有遗迹无论是柱洞位置、墙体
厚度，还是建筑材质，都严格按照考古资料进行。以城墙保护
展示为例，特别寻找本地土源40余处，比对与其性质相似的
土壤，通过严格检测选中后对城墙和周围覆盖并夯实。

“晴天硬如刀，雨天一团糟。”会上，宋若虹还讲述了传
统工艺在盘龙城多雨环境和黏土土壤双重挑战下，复原展示
一波三折“水土不服”的故事。据回忆，宫殿本体保护展示完
工仅3个月便被大雨冲垮。在考古专家组的指导下，团队试
图摸索出一条适合盘龙城的道路，提出宫殿展示新方案。材
料方面，最终选用GRC改性土材料，加入三维扫描和3D打
印技术。此外，需要彰显灵动性的木柱则邀请非遗传承人“泥
人胡”胡作林先生现场雕塑创作。值得一提的是，新工艺和新
材料承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与周围环境完美协调，为我国的
土遗址保护展示提供了“盘龙城方案”。如今，该方案也在良
渚、屈家岭、二里头等遗址得到广泛推广。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和盘龙城遗址有着共通之处，前者
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古铜矿遗址中采冶延续时间最长且采
冶链完整、保存完好的一处古铜矿遗址；后者是长江流域
早期青铜文明中心、商王朝南土都邑，也是中国青铜器早
期的制造基地。两者之间形成了开采冶炼制造一条线。都
是中国古代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

去年6月，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让
老遗址重新焕发青春。王巍点评时说道，“围绕遗址究竟是
保下来，还是继续开发，老一辈学者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
力，国家放弃几十亿元的矿产资源不开采，也要把遗址保
下来，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的确，三十多年前围绕铜绿
山古铜矿遗址“原地保护”还是“搬迁保护”的论战持续了8
年之久。直至1991年，宣布将铜绿山7号矿体的古铜矿遗址
进行原地保护。“从两个时代的博物馆建设能够看出变化，
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范例，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王巍说。

除了湖北外，由洛阳市文物局申报的“隋唐洛阳城大
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和谐共处”和由舞阳县贾湖遗址阿岗
寺遗址保护中心申报的“探源贾湖文化寻根中华文明”也
双双入选十佳案例。

“你或许没去过贾湖遗址，但总会听说过大名鼎鼎的
‘贾湖骨笛’，没错，这件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就出土于
此。”娓娓道来的汇报让与会者心驰神往。近年来，漯河市
深入推进贾湖农文旅融合示范带建设，打造以贾湖考古遗
址公园为核心，涵盖历史文化、休闲观光、现代农业等各类
旅游资源于一体的文旅强县，让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反哺地
方经济，形成良性互动，更好地传承弘扬贾湖文化。依托当
地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围绕贾湖田园综合体，
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形成了原粮酿酒、种植有机蔬菜食品、
花卉基地等高效农业产业。

悠悠厚土、河洛岸边，一处宫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令人
震惊，这就是隋唐洛阳城。近年来，洛阳积极探索大遗址保
护新形态，力争在全国率先打造国家遗址公园3.0版本。目
前，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宫城核心区的遗址展示
面积达 930亩。隋唐洛阳城以打造“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
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文旅新业态、着力塑造大遗
址活化利用的文旅文创融合新品牌为导向，把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现代化演绎，为观众打开了感受文化魅力的新窗
口。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有力促进了洛阳
文物活化利用、老城改造更新及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新
的城市名片和文化地标。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所在的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文化的
发现地和命名地，也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独立自主发现
并发掘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
义。据城子崖遗址博物馆馆长张宗国介绍，“城子崖史前研
学项目易于推广，其内容包括参观博物馆和探访遗址，还
有大量体验活动，如钻木取火、石器磨制、植物印染、陶艺
制作、城墙夯筑等，希望通过复原四千年前先民的生活画
卷让更多的青少年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他补充道：

“研学发展起来以后，城子崖所在的街道，包括济南的东部
地区兴起了大量的非遗加龙山文化、农事体验加农产文化
等和龙山文化相关的研学模式。希望考古遗址研学成为新
的支柱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对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带动作用。”

让古老遗址重新焕发青春

“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网格智治场景-文物网格划分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外观

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大莫角山举行：暖场节目《良渚之光》上演

盘龙城宫殿基址复原展示效果（南-北）

贾湖遗址博物馆一角

城子崖游学项目陶艺制作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学术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