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淮南，春风浩荡，田野葱茏，梨花
胜雪，武王墩墓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恢宏浩瀚的中国历史上，战国具有极为
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战国七雄之一，雄
踞一方的楚国，在那灿烂的历史天幕，宛如
一颗灼灼明星，闪耀星河。

楚国人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4月16
日，国家文物局在安徽省淮南市召开“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发布武王墩墓
考古新发现。历史的厚土徐徐揭开，向世人还
原两千余年前楚国的真实样貌。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现
保存有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
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2020年以来，考古工
作者重点对主墓（一号墓）进行了发掘，确认
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武王墩墓
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初步
推断可能为战国晚期楚国迁都寿春城之后
的楚国王级墓葬，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
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
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

已提取漆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千件
文物数量种类空前

公元前241年，楚国迁都寿春，位置在今
天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武王墩墓，正位于楚
寿春城遗址东边约15公里处。

武王墩墓历史上多次被盗，地下文物安
全面临威胁，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2019 年
以来，国家文物局指导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制定系统的考古工作计划，开展全面的考
古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与国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和淮南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武王
墩墓进行考古发掘。

2020年9月起，一号墓发掘工作开始。至
2023年 11月，完成封土和填土发掘，12月提
取了椁室上铺设的竹席。这期间，建设了一
号墓现场保护大棚和文物库房、文物保护实
验室、宿舍等必要的配套设施。2024年 3月 7
日开始拆解提取椁盖板，至3月27日，四层椁
盖板全部安全提取完成，共计443根，总重约
153吨。现已进入椁室发掘第二阶段，即椁室
内部的发掘清理。

目前，武王墩墓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作为
主墓的一号墓展开，通过近四年持续的考古
工作，一号墓有哪些新发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武王墩
考古项目负责人宫希成介绍，武王墩一号墓
外围设有独立陵园。陵园内发现有车马坑、
陪葬墓、祭祀坑等遗迹。车马坑位于武王墩
一号墓西侧，南北长约 148 米，东西宽约 14
米，是已发掘探明楚墓车马坑中最长的一
座。武王墩一号墓为陵园主墓，是一座带封
土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是已发掘楚墓中
最大的一座。封土堆整体呈覆斗状，总面积
约 1.2 万平方米，整体营建工艺由夯筑和堆
筑相结合。发掘出土有铁锸、铁锛、铁矛、扇
面、竹筐等遗物。

墓坑为方形，墓坑中央建有“亚字形”椁
室，四周分列 8个侧室，椁室中部设有棺室，
均由长条形枋木构筑，顶部覆盖多层盖板。
墓坑四壁有逐级内收的台阶共21级，形制规
整。发掘出土有铁锸、铁夯头、箭镞等遗物。
墓坑底部边长约22米，其中央用巨大枋木构
筑出呈“亞”字形、九室、多重棺椁结构的木
椁室。椁顶部覆盖竹席，之下以枋木与薄板
依次交替，形成多层封护。中室在第一层枋
木之下使用了一套半肩透榫套接的“井”字
形框架结构。

“盖板表面发现大量墨书文字，每块板
上的文字内容不一、数量不等，大部分字迹
通过红外设备可以清晰辨识。目前已发现和
采集 100 多句、近千字。”宫希成告诉记者，

“这些墨书文字，标示每根椁盖板的位置、次
序和各个椁室的功能。从已知情况来看，椁
室东是青铜礼器、南是生活用器、西是漆木
俑、北以乐器为主，与椁盖板墨书文字标示
的椁室功能基本符合。”

“目前已提取漆木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
超过千件，包含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
乐器、俑等珍贵文物。”让宫希成惊喜的是，其
中漆木器数量、种类都是空前的。已提取的文
物中，虎座鸟架悬鼓、瑟等体量都是迄今最大
的。青铜器中，东Ⅰ室南端放置出露的一件
鼎，粗测口径不小于88厘米，大于已知最大的
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铸客大鼎）。正在发
掘的西二室，全部放置木俑和乐器，现已提取
出 300多件，其中木俑个体不少于 100个，这
种现象也是首次发现。

现场科技保护与多学科研究齐头并进

4月16日下午，记者在探访武王墩墓考古
现场时看到，考古发掘与实验室保护研究工作
正在同步有条不紊地推进。

武王墩一号墓位于淮河流域，椁室内文
物常年浸泡在水中，水面以上的椁盖板和竹
席也处于饱水状态，出土文物需要及时进行
现场应急保护。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研究员、武王墩考古项目文物保护负
责人张治国说，“在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前，
根据时代相近墓葬出土文物类型，对武王墩
一号墓出土文物进行预判，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出土文物现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预案。”

“在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过程中，国
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科技大学、中
国丝绸博物馆等组成的文物保护团队紧密

配合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多学科、多平台协
作，运用新手段新工具，开展椁室环境控制
及各类出土文物的加固提取与稳定性保护，
保障了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文物安
全。”张治国介绍。

记者发现，武王墩墓考古发掘过程中，
考古探测、文物提取、多学科研究、现场保护
等多项工作应用多种科技手段。

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明了武王墩一号墓
的椁室布局；薄荷醇临时固型技术成功应用
于武王墩一号墓的潮湿环境，完成目前面
积最大的古代竹席提取工作；红外成像技
术提取椁盖板上的墨书文字上千个，揭示
了重要的墓葬营造信息；对400余根椁盖板
木材采取科学的抑菌防霉和保湿处理，使
椁盖板得到安全稳定的保护；低氧考古实
验室为大量有机质文物提供了良好的安全
稳定临时保存场所；开展武王墩一号墓填
土中的木炭、竹席及椁盖板木材进行碳十
四年代测定，为深入研究墓葬营造问题提
供了科学数据；对椁室盖板用材进行树种
鉴定，为墓葬营造形制和相关对比研究提
供科学依据……

“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深入，更多的科
技手段将在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研究、保
护、利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武王墩一
号墓的考古价值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出
来。”张治国说。

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紧
张进行中，谈到此次发掘的重要意义，宫希
成认为，武王墩一号墓规模巨大、内涵丰富，
应是楚国最高等级的丧葬礼制，其年代处在
封建国家体系趋于解体、大一统国家即将孕
育形成的关键时期，为研究周、秦、楚、汉历
史演变和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及文化
形成，为研究楚国东迁江淮以后的社会生活
面貌和历史文化图景，提供了系统性的科学
考古资料。

2024 年 4 月 19 日新 闻2 责编/杨亚鹏 翟如月 校对/赵昀 美编/焦九菊
电话:(010)84078838—6167 本版邮箱:wenwubao1985@vip.sina.com

秦 始 皇 帝 陵 博 物 院

为全国千所高校赠订

《中国文物报》
一版责编 赵 昀 电话：（010）84078838—6163
一版校对 杨亚鹏 翟如月
责任终校 焦九菊
值班主任 赵 昀 徐秀丽
值班终审 徐秀丽 李学良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
和 信 息 网 络 传 播 的 报 酬

本报讯 记者杨亚鹏报道 近日，四川省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现场会在广元市苍溪县召开。四川省
文物局局长唐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四川省委宣传
部、省委党史研究室、退役军人事务厅有关处负责
同志到会指导。

会议总结了近年来四川在持续改善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状况、深入挖掘革命文物价值内涵、充分
发挥革命文物教育功能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分析当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宜
宾市、自贡市、苍溪县、古蔺县、梓潼县分享了赵一曼
纪念馆提升改造、江姐故里提升改造、黄猫垭战斗遗
址群保护利用、古蔺县长征文物保护利用、梓潼县“两
弹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典型案例。

会议指出，四川是革命文物资源大省，革命文
物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价值突出，分布广泛，各地
要按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正确处理保护
与利用、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开发等关系，深挖资源
富矿，持续用心用情用力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

好、运用好。
会议要求，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
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自觉扛稳地
方主体责任，注重革命文物保护的整体性、系统性，
构建“大保护”格局。二要联合各方面研究力量，深
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四川印记，深刻
阐发革命文物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开展价
值内涵“大研究”。三要立足革命历史，彰显主题主
线，加强内容建设，创新展陈方式，推动新时代革命
文物工作与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融合发展，推出一
系列“大思政课”，完善“大展示”体系。四要推动革
命文物与乡村振兴、旅游提质、老区发展相融合，与
民生福祉、社会发展相结合，发展“大融合”产业。

四川省内有关革命文物专家，各市（州）文物局
分管领导和相关科（处）负责人，部分革命旧址保护管
理机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报讯 4月13日至14日，“样式雷”世界记忆
遗产研讨会在“样式雷”故里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
举办，系统阐释了“样式雷”文化传承发展意义。活
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纪念
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等承办。

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样式雷”是清代雷
氏建筑世家的誉称。“样式雷”家族为中国传统建筑艺
术、工艺美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活动期间，多
场研讨通过主题演讲、专家评议和形式活泼的“围炉

夜话”，围绕“样式雷”家族与图档研究、“样式雷”与中
国营造技艺遗产、遗产阐释视角下的“样式雷”世界记
忆遗产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与会专家认为，“样式雷”家族是中国古代建筑
师的杰出代表，他们留下的建筑设计图纸、烫样和家
信、日记等档案遗产与其参与设计、建造的宫殿、苑囿
和陵寝等文化遗产，以及“样式雷”故里浓厚的家风文
化传承，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文化名片。

（高文思）

四川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场会召开

“样式雷”世界记忆遗产研讨会在江西永修举办

（上接1版）
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对文物系统性

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文物保护正在从重
点保护向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转变。
我国分别于 1956 年、1981 年、2007 年开始开展
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加强文物系
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当前，按照新时代加强
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作要求推进的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践行
应保尽保，将 1911 年以前的古建筑、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全部纳入普查和认定
范围；丰富文物内涵，将六大类59项文物类别细
化扩展为 63项，首次明确将文化景观纳入普查
对象；推动系统保护，将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认定、
登记和公布列为主要任务，把普查成果作为各行
业名录公布的基础，为构建以文物资源为核心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以普查绘就的全国文物资源地图为基础，文
物工作将着力统筹加强各级各类文物资源保护
管理，整体保护文物本体和改善周边环境，合理
保存传统文化生态，协同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遗产、科技遗产
以及文化和自然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
护，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
化延续性，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城市文
脉、农耕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让人民群众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改革，对文物保护利
用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
是一项需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社会
参与、全民共享的系统工程。今年是邓小平同志、

习仲勋同志“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题词40周年。
40年来，《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等相关文件印发，
顶层设计加快完善，协调机制逐步健全；近 300
项保护维修项目相继竣工，持续改善长城本体保
护状况；全国各地近 7000 名长城保护员加强巡
查力度，接力守好总长21196.18公里的历代长城
遗存；科研工作者开展长城保护关键技术攻关，
以科技力量破解保护难题……各方携手、握指成
拳，共同守护巍巍长城。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得到全社会前所未
有的关注与支持，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
存在，必须花大力气提升创新思维，运用改革方
法，打通淤点堵点，切实解决难题，全面加强工
作。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推进观念创新，妥善处理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发展的关系，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通
过利用、发展增强保护意识、凝聚传承合力；大力
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
心，深化文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集成，突破一批关键装
备、器件、软件系统及专用材料；大力推进方式创
新，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中国文物云），
推动文博单位提供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
浸式体验的信息产品和网络服务，发展文物数字
内容新业态。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赋彩人民美好生活，对文
物合理利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24年春节期
间，全国 6800多家博物馆共接待观众 7358万余
人次，“博物馆热”持续升温；55家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观众达881.7万人次，远超去年同期数量。在
文博场馆里感受浓浓的文化年味，祈福纳吉迎新
春蔚然成风。从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宫廷禁
苑”变身“人民公园”，到《寻古中国》、《何以中国》
等文博节目阐释文化新知，再到考古盲盒、文藤种

子等文博创意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丰富
厚重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日益成为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

把文物保护利用与服务保障民生更好地结
合起来，要求我们无论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修
缮中，还是在国家文化公园、考古遗址公园、博物
馆纪念馆等建设中，都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改善群众居住和生
活条件，丰富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
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全体
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
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

严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制度体系，对文物工
作制度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13年6月，圆明
园鼠首、兔首铜像回归祖国牵动亿万中华儿女的
心；2024年1月，西周文物丰邢叔簋重回祖国怀抱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有
助于重续断裂的历史记忆与情感链条，背后是文
化遗产领域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逐步
建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与27个国家签署
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政府间协定，丰邢叔簋“回
家”正是与美国政府第3次续签防止中国文物非
法入境美国政府间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成果。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
不可挑战的国家意志，加强制度建设是长远之
策、根本之策。要健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从
严从紧修改文物保护法，积极推动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法和相关条例制定修订工作，有序推进长
城、大运河、红色文化资源等法规建设，筑牢文物

“应保尽保”法治屏障；加快构建国家文物督察制
度，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推动文化遗产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有效落实；健全社会参
与机制，研究制定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文物系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政策举措，在全社
会形成守护文化瑰宝、守望中华文明的浓厚氛
围；提高制度执行力，实施好文物保护前置机制，
推动地上文物“先调查、后建设”、地下文物“先考
古、后出让”的制度设计落实落细。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全面提升文物保
护利用水平

肩负新的文化使命，国家文物局将坚持以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
要论述，自觉贯彻落实到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古都
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
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重回福州三坊
七巷，总书记指出“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
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76.7万处不可移动文
物、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星散在中华
大地上、绵延于岁月长河中。这些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所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不
可估量。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就要秉持
对历史、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逐
步构建全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
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推动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再上新台阶。

以更多考古研究成果实证中华文明源流。
2022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

“中华文明是几千年来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我
们要把它梳理清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有很多
事情要做。做好这项工作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
人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做一个中国人

那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仅有辉煌历史，未来
也会更加光明。”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就要树立“大考古”思路，继续实施好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
工程，加强核心遗址考古研究，推动考古探索、
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集
中力量取得一批重大学术突破，进一步实证中华
文明源流。

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2021年
9月，在陕西绥德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找到
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23年6月，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实现传统与现代
的有机衔接”。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就要
深入挖掘、合理利用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
值，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使其在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就要让历史文脉进一步走
进民众的日常生活，融于人们的衣食住行，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春风化雨中润泽人们的心灵，
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景深，更好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文物和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
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
孙后代。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新方位，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倍加珍惜我国文
物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大好机遇，用心用情用
力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各项
工作，必将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长 原文刊载于《求是》4月16日第8期）

楚国最高等级墓葬已提取文物超千件
武王墩墓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本报记者 李瑞

本报讯 记者翟如月报道 4月 18日，由中国
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主办、《建筑师》杂志承办、
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协办，北京市文物局、北京
市公园管理中心指导的古建筑的记录、研究与保护
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建筑测绘大系”丛书首发仪
式在北京天坛公园举办。

古建筑测绘是保护和整理我国古建筑遗产的
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其成果不仅能为建筑历史与理
论研究、古建筑的保护研究提供最翔实的第一手资
料，同时对传承古代建筑文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中国古建筑测绘大系”丛书是由中国建
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项目。丛书全套24册，总体规模2168万字，中英
文双语出版。著名建筑史学家傅熹年、侯幼彬担任丛

书顾问，丛书内容由我国26家资深建筑历史研究团
队和院校机构协力完成，测绘工作成果前后跨越近
80年（1941年-2020年）。丛书按照中国古建筑的功
能类型，分为宫殿建筑、陵寝建筑、园林建筑、宗教建
筑、坛庙建筑、祠庙建筑、古桥建筑、礼制建筑8大类，
每种类型均选取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建筑测绘成果，全面、翔实地
记录和梳理了我国古建筑基本信息和资料档案。

在同日举办的古建筑的记录、研究与保护学术
研讨会上，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等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交流探讨古建筑的
记录、研究与保护工作经验，讨论古建筑的测绘发
展历程和出版历史，充分肯定“中国古建筑测绘大
系”丛书出版的重要意义。

古建筑的记录、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古建筑测绘大系”丛书首发仪式在天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翟如月报道 4月 18日，北京先
农坛神仓建筑群开放暨神仓历史文化展开幕式活动
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先农坛）神仓院落举行，这是
神仓建筑群移建200多年来首次面向公众开放。

北京先农坛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文化遗产
元素，是中国古代皇家祭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也是中国农耕文明恢宏壮丽的祭农见证物。
神仓建筑群是北京先农坛重要的组成部分，始建于
明嘉靖十年（1531）。清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皇帝
下旨将神仓建筑群移建于此。神仓主要用于储存皇
帝亲耕耤田收获谷物，承载着为皇家祭祀活动提供
谷物的礼仪功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
神仓圆廪被称之为“天下第一仓”，为先农坛独有。
神仓院建筑彩画是其他古建筑少有的雄黄玉彩画，
至今仍有部分清中期彩画留存。

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推进，神仓建筑群
于2021年12月完成腾退，先后进行非文物建筑拆除
工程、文物本体修缮工程、彩画保护工程、环境整治

工程，历史风貌得到完整恢复。
为进一步挖掘阐释神仓建筑群的历史文化价

值，“神仓历史文化展”同时开幕。该展览结合神仓
建筑群的建筑特点，以原状陈列配合专题展览的方
式，利用多组建筑展示神仓的历史功能和文化内
涵。展览体验区还设置有互动展示项目，观众可以
通过自主探索认识古代容量单位的变化，透过成语
文化感受“量”的博大精深。作为第一个深入解读神
仓建筑群的展览，“神仓历史文化展”不仅完善了先
农坛历史文化展示体系，还可以补充北京中轴线历
史文化展示体系，更好传播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
值，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北京先农坛神仓建筑群正式对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