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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28 日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
部分构成，全长近 3200 公里，开凿至今已有 2500 多
年，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世界上距离
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
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大
运河沟通黄河、长江、海河、淮河、钱塘江，串联京津、
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经过历朝历代的建造
和维护，大运河成为古代中国交通线路的关键枢纽，
为百姓生存提供粮食物资、为领土的统一管辖、军队
的运输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条件。直到今天，大运
河仍是重要的内陆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
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年 6月，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申
遗的重要时刻，大运河考古追本溯源，揭示大运河原
真性价值，为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和充
分实证。走进新时代，大运河考古的重要性愈发凸
显，据不完全统计，新时代以来大运河沿线 8省（市）
共开展200余项运河考古工作，60余项考古工作取得
重要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7项，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2项，新时代百项考古发现6项。在考古工作
者的铲释下，运河文化内涵更为清晰和丰富。

2024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5月14日，由国
家文物局指导，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河北省
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安徽省文物局、
山东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主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与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业委员会共同承
办的“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在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运河沿线8省（市）
24家文博、考古单位240余件（套）最新考古出土文物，
分寻迹、探胜、见证、融汇四个主题板块，从大运河水工
及附属设施考古、大运河城市考古、大运河工商及海丝
文化考古、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四个视角，以新发现遗
址和新出土文物为线索，展现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新变化、新成就。

寻根探源是运河考古的首要任务，历史沉积，很
多运河故道、附属设施已淤埋于地下。“寻迹——大
运河水工、附属设施考古”部分主要展示与大运河本
体直接相关的重要考古成果，包括“故道重现”“长河
经营”两个单元。“故道重现”展示属于浙东运河的浙
江绍兴亭山遗址群，属于京杭运河的江苏淮安板闸
遗址、河南濮阳会通河台前段滚水坝遗址、北京白浮
泉遗址，属于隋唐运河的安徽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
河遗址、安徽淮北柳孜运河遗址、永济渠（河北段）考
古勘探、河南开封州桥遗址等。

其中，淮安板闸遗址是 2022年江苏田野考古十
大优秀项目。淮安板闸位于淮河和京杭大运河的交
汇点，明永乐十四年（1416）平江伯陈瑄所设，是大运
河清江浦段上五闸之一，在明清大运河运转中发挥
着重要节点作用。2014-2015年开展板闸遗址考古发
掘工作，发掘揭示出明代闸体及附属设施，是目前所
发现的全国唯一一座木板衬底的水闸遗址，也是明
清两代大运河淮安段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安徽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是2020-2021年
安徽十大考古新发现。首次发现了利用自然河道拓宽
通济渠的证据，实证了《隋书》中关于通济渠开通的记
载。完整地呈现出运河开挖、使用、淤塞、清淤及废弃的
全过程，并确认了运河上主、副航道的漕运模式。

河南开封州桥遗址是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州桥是开封城中轴线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汇
处上的标志性建筑，又名“御桥”。始建于唐，明末淹
没于洪水泥沙之下。2018-2022年对州桥本体及汴河
河道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河道、水工设施、桥梁、道
路、神庙等各类遗存遗迹117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6
万余件。汴河南北两岸发现的宋代石壁上雕镌有海
马、仙鹤、祥云等浮雕纹饰，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
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
至明清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汴河开封段的
发展演变过程，填补了中国大运河开封段遗产的空
白，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

大运河是王朝的命脉，历代对于运河的管理极
为重视，“长河经营”展示大运河职官机构、漕运仓
储、闸坝船政等。包括山东济宁河道总督署遗址、江
苏淮安丁英丁裕家族墓园、河南洛阳回洛仓遗址、河
南浚县黎阳仓遗址、天津十四仓遗址，以及江苏东台
缪杭遗址、大丰后北团遗址等盐业生产遗址，江苏常

州 金 龙 四 大 王 庙 遗
址、河南开封金龙四
大王庙遗址代表
的金龙四大王信
仰（金龙四大王本
名谢绪，明朝时成
为黄河、运河沿
岸盛行的河神）。

元代大运河
裁弯取直后，济宁成
为治黄保运的关键地
带，元明清三代皆派驻
官员到济宁督漕督
运。作为元明清三朝
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
机构，河道总督衙门
历经 600余年，先后有
188任河道总督，至清光
绪二十八年（1902）裁撤后
废弃。2020年的考古发掘基本揭
露出了清代河道总督署的结构和
布局，为研究明清运河修治、漕运
制度和河道总督署提供了新材料。

粮食是大运河最重要的漕运
物资之一，在大运河关键节点设
置的仓储设施，见证了大运河作
为国家漕运通道的主体功能。洛
阳回洛仓遗址、浚县黎阳仓遗址
是 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
现、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也是世界文化
遗产“中国大运河”遗产
点。回洛仓是隋代大运
河沿线重要的粮仓，是隋
唐大运河的实物例证之
一，是隋唐时期中国南北漕
运发达的见证。回洛仓遗址
的发掘为研究隋唐时期大
型官仓的仓储制度及粮食
储藏保管等，提供了可
贵的实物资料。黎阳仓
位于黄河故道与永济
渠之间，兼具重要的军
事战略地位，是与东都
洛阳回洛仓齐名的隋代
著名国仓之一。2014 年
考古发掘出的隋唐至北
宋时期完整的仓城格局，
见证了当时北方漕运的发
达与繁荣。黎阳仓是目前考
古发现的永济渠沿线唯一的
大型转运粮仓，为大运河永济渠
的漕运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新时代在
运河沿线城市开展的各项考古工作，使一座座因运
而生、因运而兴的城市拂去了历史的尘埃，显现出清
晰的轮廓和身影。“探胜——大运河城市考古”部分
展示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运河城市考古成果，包括
以洛阳城、大名府故城、杭州城为代表的繁华都会，
以扬州城、泗州城、天津卫故城为代表的运河明珠。

（下转6版）

2024 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
致力于教育和研究”。甘肃省博物馆作为国
内最早成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一直注
重深入挖掘馆藏资源，充分发挥博物馆的
教育功能、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将博物馆
打造成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的“殿堂”。今
年围绕“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策划举
办了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吸引了更多观
众走进博物馆，“共享”博物馆。

展教结合，探索老年教育新路径 为
充分发挥博物馆教育职能，让终身教育理
念深入人心，甘肃省博物馆 2024年与甘肃
省老年大学达成合作共识、签订合作协议，
建立馆校共建关系。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
日当天，推出“强国复兴有我 银发翰墨生
辉——迎国庆 75周年·2024国际博物馆日
书画特展”。展览通过 103幅由甘肃省老年
大学师生精心创作的优秀书画作品，以书
言志、以画传情，运用多种艺术形式，从不
同角度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巨变，体现了老年
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向
往。同时，配合此次展览开幕，当天还邀请
甘肃省老年大学的学员、兰州市特殊教育
学校的学生、甘肃省博物馆志愿者老兵合
唱团和小志愿者们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
表演，他们精彩的表演体现出了老年人“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和少年人充
满活力、青春洋溢的蓬勃朝气。此次活动是
甘肃省博物馆与甘肃省老年大学首次合
作，也是在全球老龄化时代背景下，甘肃省
博物馆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教育所做的一
次有益探索和尝试。

寓教于乐，打造青少年教育新阵地
近年来，甘肃省博物馆积极发挥博物馆主
导功能，通过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共建

“文博班”、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研学课
程，开创线上双师云课堂、科普展览等方
式。其中 2023年共计开展各类青少年教育

活动 400多场，服务青少年观众约 13万人，
青少年已经成为博物馆的主要观览人群之
一。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甘肃省博物馆更是
为青少年献上一份文化大餐。推出自然科
普展览“眷恋昆虫——甘肃省博物馆藏昆
虫展”，通过“凤蝶科”“绢蝶科”“粉蝶科”

“蛱蝶科”等9个单元，展出甘肃省博物馆馆
藏的1400余件昆虫标本，约为10目50科物
种，让更多人了解甘肃，了解奇趣大自然的
魅力。整个展览中最为瞩目的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金裳凤蝶”“黑紫蛱蝶”，还有难
得一见的“傲白蛱蝶”“明窗蛱蝶”“乌克兰
剑凤蝶”“丝带凤蝶”等。同时，还联合兰州
百家筝鸣少儿筝乐团在展览大楼中厅进行

“甘博筝鸣”少儿筝乐团演出；在前广场和
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我在甘博修文物之

“邂逅扎染，布里生花”“探觅金石传拓”研
学课程和“永生花团扇”“传统文化京剧艺
术”青少年教育活动，让博物馆的知识生动
化、形象化、趣味化，打造一个独具魅力的
博物馆教育新阵地。

多措并举，扩充社会教育新思路 甘
肃省博物馆作为加强社会教育的中坚力
量，也在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推出了系列适
合成人的教育项目。策划举办专题展览“定
曜天下——定窑瓷器精品展”，通过展出的
157件定窑瓷器精品，全面梳理定窑的发展
脉络，向观众科普介绍中国五大名窑之一
定窑的前世今生，揭示蕴藏在瓷器里古人
的观念、情感及信仰，进一步彰显出定窑的
影响力与地位。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倪润安先生做“河西与
平城：北魏平城墓葬中的河西因素”学术讲
座，通过对平城墓葬的墓葬形制、墓葬图
像、随葬品等观察，讨论河西因素在北魏文
化构建和文明传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沉
浸式数字展厅免费开放，用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带给观众神奇的体验感。在前广场设
置“绿马之家”，限时开放，内含“许愿屋”

“拍照打卡区”“快乐互动区”以及免费盖章
处，还独家首发文创新品“黑马”限定玩偶，
以满足年轻观众的需求。同时，还有中国文
物报社、抖音电商联合 60家博物馆推出的

“与博物馆同行·文创礼遇季”活动、“人民
日报新媒体”宣传活动、中国广播电台联合
各馆的大型直播活动和“打开淘宝发逛
逛”，邀请观众发话题领好礼等活动，多方
为观众献上一份丰盛的文化大餐。

文物是一粒粒的种子，博物馆就是这
样一所满载种子的学校，而教育使它们开
花、结果。甘肃省博物馆始终坚持发挥博物
馆的教育功能，利用自身教育资源，积极尝
试与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有效衔接，不断拓
展博物馆的教育边界，从而实现博物馆的
教育职能向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的转变。

（周飞飞 曾俊一）

2024 年国际博物馆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物馆围绕“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
究”这一主题，在 5月精心筹备了丰富多样
的博物馆日主题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新疆
博物馆教育和研究的丰硕成果，共同看“国
宝”、看“文化”，以史育人、以文化人。

新博社教研学与各族青少年共同成
长 今年的博物馆日，新疆博物馆组织举
办了“博·览——‘博’览古今”“博·学——
探寻新博珍藏”“博·雅——墨韵华章”三项
教育活动。一大早，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
员”就在大厅迎候全国各地的观众，他们带
领一批批观众参观，热情认真地讲解“新疆
历史文物展”，在互动知识问答的环节，“小
小讲解员”表扬“大朋友”观众并发放纪念
品的场景引来了无数掌声。

在“博·学——探寻新博珍藏”“博·雅
——墨韵华章”活动中，小朋友们在社教老
师的带领下，一起探寻国宝“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锦护臂和纸质文书的历史，大家还一
起动巧手制作“五星锦”、书法临摹《兰亭
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吸引了各族
小朋友 80余人次参与其中，并得到了新闻
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新博文创”激发创造活力 2024 年，
为持续增强“新博文创”的推介宣传和教育
作用，新疆博物馆策划了“金鳞开运 绘龙
少年”和“我在博物馆里画文物”等活动，鼓
励大家用丰富多彩的文化创意，全方面、多
角度展现大美新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金鳞开运 绘龙少年”活动历时 5个月，吸
引了全疆各族 3224名少年儿童报名参与，
围绕国宝文物“八龙纹金带扣”为灵感挥洒
创意。经遴选，有 304幅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并在新疆博物馆从春节展出至今。博物馆
日当天，该活动圆满落幕并举办颁奖活动，
共有183名“小画家”受到表彰。

同时，“新博文创”还启动了“万里同
风 金鳞开运”系列新品的设计，该系列是
新疆博物馆首次联动全国 5家博物馆进行
联合创意，产品以湖南博物院、安徽博物院
等 5 家博物馆藏的汉代文物“八龙纹金带
扣”为原型，创作旋转冰箱贴、鼠标垫、香
囊、布艺徽章等广受观众欢迎的产品，下一
步全国五馆新品将同步上新。

流动博物馆促教育促交融 流动博物
馆进校园是本次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重要
内容之一，2024年 5月 9日至 11日，新疆博
物馆流动馆深入巴州库尔勒市、若羌县、尉
犁县等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疆博物馆四史主题流动展”活动。校
园里，讲解员围绕“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
臂”“伏羲女娲绢画”“绢衣彩绘木俑”等珍
贵文物，通过课堂提问、文物模型复原操作
比拼等形式，生动地向同学们传递文物背
后的历史内涵，共有各族师生近700人次参
与其中。同时，还向学校赠送了四史流动展
手册及故宫博物院捐赠书籍等。本次流动
展览意从多方面向青少年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和精神，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

和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据不完全统计，5月至今，共有国内外

观众 10万余人次参观新疆博物馆，博物馆
日当天观众近 8000人次。全疆及国内近 20
家新闻媒体关注报道了新疆博物馆的各类
活动。下一步，新疆博物馆将继续努力保护
好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社会共
创共享文化遗产资源，讲好中国故事、新疆
故事。 （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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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
甘肃省博物馆致力于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

国际博物馆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举办“共赴文化之旅”活动

观众选购文创产品观众参观

“定曜天下——定窑瓷器精品展”观众在“触摸定窑” 我在甘博修文物之“邂逅扎染，布里生花”研学课程

参观“‘眷恋昆虫’——甘肃省博物馆藏昆虫展”

体验“我在甘博修文物之‘探觅金石传拓’”

“博·学——探寻新博珍藏”社教活动

钿钗礼冠（复原）唐 2013年江苏省扬州市曹庄隋唐墓（萧后墓）出土

鎏金铜铺首 隋
2013年江苏省扬州市

曹庄隋唐墓
（隋炀帝墓）出土

扬州城遗址出土的文物

“金鳞开运 绘龙少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