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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文物交流
中心与南京市博物总馆联合主办，六
朝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太平天国
历史博物馆承办的“只此中国色·青”
展览在六朝博物馆开幕。

展览以中国特有的青色为主题，展
品来自国内10余家文博机构，涵盖玉
器、瓷器、书画、服饰等类别共计180余
件（套）文物，以及众多现代艺术作品。
展览分为何为青色、青雅如玉、天地青
翠、只此青绿、青韵中华五个单元，通过

品类丰富、色相多变、造型优雅的青色
系文物展品，展现色彩美学和古人审美
情趣，阐释中国青色文化深刻内涵。

此次展览是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与南京市博物总馆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一次生动实践。展览以色彩为引线，
对“青色”这一中国独有的文化色彩
概念进行深入挖掘阐释，呈现中国古
代辉煌文化的缩影。

展览将持续至10月27日。（文展）

“只此中国色·青”展在南京开幕

（上接1版）他多次与项目部沟通，通过绘制草图、放大样
等方式，确定了塔刹基座的修复方案。在异形砖加工、青
砖剔补及卷草造型制作三个修复环节中，杨永胜凭借丰
富经验，巧妙地对设备进行了适当改造，既提高了工作
效率，又确保了异形砖的质量，修复成果赢得专家一致
好评。

没有古建修复任务时，杨永胜的主要爱好就是做砖
雕。“我喜欢这个行业，喜欢砖雕。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才是有意义的，经常一做就是一天。在别人看来或许
有些枯燥，但是我却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砖雕的技术
含量高，杨永胜也没有系统学习过，全靠自己去揣摩、观
察。“一开始，我在雕刻房檐下的樨头时，时常出现失误。
后来我自己买砖，一块块尝试，直至熟练。”爱好砖雕的
他每到一处，都会探访周边古建筑，拍照留存建筑物上
的精美图案，以便日后作为雕刻素材。原本平凡的砖瓦，
在他精心雕琢之下，变身为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去年
他参加“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精准完成比赛
内容的基础上，更完成加分项——在方砖上创作出“柿
柿如意”的雕刻作品，最终荣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
目”一等奖。

如今，杨永胜从事泥瓦作工作已有36年，手工砌筑、
砂浆配制、砖瓦剪裁、泥瓦修补等传统泥瓦工艺的操作
技能早已炉火纯青，文物修复所需的精细技艺他仍在努
力不断提升、精益求精。年复一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
地，他的技艺让承载文明印记的一座座古建筑能够继续
矗立在山川之间，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本报讯 5月 27日至 29日，文化
遗产研学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推
介活动终评会在郑州召开。本次活动
由中国文物报社、河南省文物局、中华
文明研学旅游联盟、中国文化遗产传
播中心共同主办，郑州市文物局承办，
郑州博物馆协办，北京森泰恒智科技
有限公司支持。

经文物、博物馆、旅游、教育等领域
的11位专家现场评议和实名投票，产
生了中华文明研学“古代中国”通识系
列活动、“走进沈阳故宫 认识世界文
化遗产”、共饮一江水——长江下游文
化遗产研学活动等文化遗产研学十佳

案例和“探寻工业遗产 触摸铁路红色
根脉”、应时循节学非遗：“24节气”系
列研学、大都的半径——水系行走主
题研学课程等三十个优秀案例；“何以
山西”博物馆主题研学、“跟着苏博去
旅行”主题系列研学、“非遗茶香”西湖
龙井老字号特色文旅线路等文化遗产
研学十佳线路和信仰的力量——青年
学习社线路、“常州地域文明探源”研
学线路、“西湖寻宋”文化遗产研学游
线等十个优秀线路（详见5至8版）。郑
州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研学专
业委员会、北京森泰恒智科技有限公
司等获评优秀组织单位。 （推介办）

4月 16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首次发布武王墩
一号墓阶段性重磅发掘成果，确定武王墩墓是迄今为
止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
墓，也是目前国内首次见到的、结构清晰明确的九室楚
墓，是楚国最高等级的丧葬礼制。

武王墩墓北依舜耕山，南为开阔平地，距离楚国都
城寿春城十余公里，位于楚国的高等级墓葬区，是安徽
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室虽被盗扰严重，但目
前已提取各类文物仍有3000多件（组），以及大量动植
物遗存等。

武王墩一号墓发掘工作于 2020年 9月开始，相继
完成封土和填土发掘；2023年 12月，提取椁室上铺设
的竹席。这期间，建设了一号墓现场保护大棚和文物库
房、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必要的配套设施。至202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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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进入椁室发掘第二阶段，即椁室内
部的发掘清理。

墓主人是谁？为何拥有如此高等级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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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已经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
会，专家认为，武王墩墓出土文物的形制、纹饰、组合
等具有战国晚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结合墓葬规模、
结构、出土文字材料与文献史料等综合分析，武王墩
墓主身份可能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

楚考烈王何许人也？
他是楚顷襄王之子熊元（前 263 年－前 238 年在

位），曾是秦国的“人质”，后在春申君黄歇的帮助下逃
归楚国，继承王位，成为第 39任楚王。他一生的成就，
可以用“灭鲁、救赵、退秦、强楚”来概括。成语“毛遂自
荐”“无妄之灾”，便和他有关。

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正在进行

墓室内的文物是如何提取的呢？
“提取之前要对文物的位置及状态进行测绘记录。

提取之后，首先要进行初步判断，分辨是什么。能清洗
的小一点的个体，现场会用纯净水进行简单清洗，拍照
存档。然后进行称重，观察其是否完整、是否有残损，残
损的具体位置，都要第一时间做好记录，然后再包装好
运到文物库房里去。文物提取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的。”宫希成说。

走进位于考古实验室最深处的展示区域，考古发
掘人员 5月 18日从武王墩一号墓东一室 15米深处提
取的青铜大鼎映入眼帘。远观，厚重、大气；近看，鼎足
上巨大的兽首装饰令人感觉到肃穆、威严。

“目前，鼎的清理工作还在进行，内部发现的大量
骨骼遗存推断是牛骨，未进行提取，暂未发现铭文。”国
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武王墩考古项目实验
室负责人张治国介绍，经初步测量，该鼎口沿直径为
88.9厘米，高度 111.5厘米，鼎耳间距约 111.7厘米，大
于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铸客大鼎），是目前发现最
大的楚国大鼎。起吊时测量毛重680公斤，后期还会做

三维建模，用数字化的方法进行更为精确的测量。
实验室内，对外展示的文物共 9件，包括 5件青铜

器、4件漆木器。武王墩考古队执行领队方玲介绍：“正
在展示的铜簠，口沿处有‘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
尝’十二字铭文，‘酓前’即楚考烈王‘熊元’，这是判明
墓主人身份的有力佐证。”

实验室最靠里的区域还有两件漆木瑟面板，分属
于不同的瑟，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瑟的形制，工作人
员将其放在一起展示。此外，还发现了瑟的其他部件，
有待后期进一步整理拼对。

使用木俑随葬，到战国中期，已普遍流行。方玲说：
“木俑出土于西一室和西二室，目前已发现 200多件。
有的木俑唇部绘有红彩，两腿分立、有配套的小木鞋，
还有一种是连裆俑。木俑出土时身、首分离，之前是依
靠竹钉连接。”

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成效显著

邻近发掘区的考古实验室内，低氧灭菌室、分析检
测室、纺织品文物保护室、无机质文物保护室等分区明
确，一排排架子，一层层密封箱，还有一群专注于手头
文物的工作人员。

张治国介绍：“对提取到室内的各类文物，已经及
时采取了应急保护措施。”

低氧灭菌舱可以实现温湿度和氧气的精确控制，
能够减缓易腐变的有机质文物样品劣化速度，墓室内
提取的有机质文物会先存放在这里。

分析检测室进行的相关工作主要包括体视显微镜
观察，如对东一室青铜表面纺织品、西一室木构件表面

纺织品、西一室漆纱等进行观察分析，确定其成分；此
外，还通过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确认了编钟
架立柱图案的组成元素，并绘制出元素分布图；对提链
炉、鼎等文物进行了元素成分分析；利用红外相机对椁
盖板上的墨书文字信息进行了提取，为后续分析识别
打好基础。

在有机质实验室，“椁盖板上方的竹席较为脆弱，
所以采用薄荷醇加固的方法将它提取出来。椁盖板是
整体包装提取，现在都在实验室进行稳定性保存。”张
治国介绍，有机质文物清理后需要泡水保护，对于西二
室出土的木俑，开展了清洗和泡水保湿处理，着衣俑表
面织物已利用丝蛋白技术原位加固。

对漆器纹饰和图案采取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
仪进行信息提取，通过漆器表面朱砂硫同位素散点图
可见，朱砂应产自湘黔渝交界处的武陵山区，这些信息
为后续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实验室走廊两侧墙壁上挂着很多展板，记者观
察到有一种被称为“植物编团”的遗存，编团里有黍、
粟、稻米、花椒、锦葵等植物。“中国古人讲究视死如生，
编团是把好多种食材捆绑在一起，这不仅反映了墓主
人生前的饮食偏好，也揭示了当时楚国的饮食文化。”
张治国介绍，墙面的展板上展示了考古所系统开展的
动植物遗存鉴定、残留物分析情况。

经过跨学科、多平台协作，实验室工作人员鉴定出
动物骨骼遗存包括黄牛、猪、狗等10余种动物，还发现
了葫芦、甜瓜、梅、栗等瓜果植物遗存，粟、黍、水稻等农
作物，花椒、锦葵等香料作物，以及传统中药植物吴茱
萸等。

主棺发掘将以方舱形式进行

武王墩一号墓发掘大棚内，阳光从棚顶洒下，凉
风徐徐扑面。站在墓顶最南端俯瞰，这座甲字形大墓
的墓坑夯土台层层内收，纵深的墓道向东延伸而去，壮
观且令人惊叹。其中一个墓室内，一条梯子伸向底部，
旁边，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提取工作。

“武王墩有 9个墓室，目前北室、西室和东一室发
掘已完成，东二室和南一、二室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宫
希成介绍，自 4月 16日以来，按照发掘方案，在专家指
导下，椁室文物清理发掘工作持续推进。

宫希成说：“中室的发掘计划于 6月份进行，届时
会把主棺整体提取到‘考古方舱’里，以便能够更加科
学、精细地同时进行发掘、保护工作。”

据文献记载，楚国持续逾800年。公元前241年，楚
国国君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直至楚国灭
亡。楚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王墩墓
的墓葬形制、营建工艺、出土文物代表了楚考烈王时期
楚文化的最高成就，全面反映出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图景，为研究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和
陵园设计规划、埋葬习俗等问题提供了实例，对进一步
研究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今后，大量的发掘保护研究
展示工作将持续展开。

本报讯 记者杨亚鹏报道 5月31日，“文瀚
聚珍——中国国家版本馆捐赠入藏精品版本展”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开展。

此次展览遴选各方捐赠的部分精品版本共
170 余种/件，分为“公藏单位入藏的精品实物
版本”“社会各界捐赠的精品实物版本”“各方
捐赠的精品数字版本”三部分，包括古籍善本、
书法绘画、手稿手迹、邮票钱币、金融证券、工
艺品以及文献数据库等。金亮先生捐赠的西夏
中后期汉文活字印本、清末名臣丁宝桢五世孙
丁健先生捐赠的晚清名人信札、香港石汉基先
生捐赠的贝叶经、台湾王水衷先生捐赠的《中
俄东北边界草图》等重点展品亮相展厅。

据了解，展览开展当日还举办了中国国家
版本馆第二批版本捐赠入藏仪式，15000 万余
册/件实物版本和 131TB数字版本正式入藏中国
国家版本馆，包括古籍原件、雕版、贝叶经、民国
文献、各历史时期钱币及纪念币等金融版本，各
类精品出版物等实物版本，以及各类文献数据
库等数字版本。

本报讯 时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
学习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河南
省文物局在郑州组织召开座谈会，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两年来河南省
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方面开展的工
作、取得的成绩，并谋划展望下一步的
努力方向和计划推动的重点工作。河
南省文物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两年来，河南文物考古
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深化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五项重点部署，深度参与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推动
科技考古力量融入文明探源综合研
究；以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博物馆
建设为抓手，扎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谋划高
质量对外文物展览，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采用多种手段开展宣传传播，营造
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华

文明探源研究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与会学者表示，为进一步揭示中

华文明早期的发展脉络和特质，河南
需要联合国家、省、市考古机构和高
等院校科研力量，围绕大型重要遗
址，开展大规模持续的考古发掘和多
学科研究，充分挖掘和阐释中原地区
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核
心地位和发挥的关键作用。

会议要求，河南考古工作者要牢
记嘱托，切实做好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等基础工作，高度重视考古资料的整
理出版和研究阐释，积极推动文明探
源成果的展示利用和宣传传播，教育
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
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时
期，河南考古工作者要为诠释中华文
明担当起河南应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和责任，为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
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
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
题贡献河南力量。 （豫文）

本报讯 记者翟如月报道 6月 1 日，由北
京市文物局、市电影局合作举办的 2024 北京
博物馆月“电影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古代
建筑博物馆举办，为期一周的电影周活动正式
拉开序幕。

电影周以“博物馆之城里的光影”为主题，

创新博物馆与电影跨界融合，打造博物馆电影
之夜。电影周期间（6月 1日至 7日），首都博物
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孔庙
和国子监博物馆等 20余家博物馆在露天区域
或公共空间搭建观影场地，连续推出近40场观
影活动，《雄狮少年》《流浪地球》等10余部优秀
影片轮番登场。部分博物馆还精选与自身主题
相关影片在电影周期间放映，让观众可以在真
实场景中穿越历史，感受人文氛围。同时，每
场博物馆观影活动都专门设置了“读懂一座博
物馆”线上讲座和“看懂一场展览”线下观展环
节，让观众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
博物馆和展览的认识，深度欣赏博物馆之美。

下一步，北京市文物局和市电影局将以
本次电影周为基础，继续深入合作，为广大
市民游客提供更多新鲜有趣的观展和观影
体验。

本报讯 记者肖维波报道 5月
30日，作为2024“‘京’彩文化 青春绽
放”行动计划之一的“中轴线文化遗
产大讲堂进校园”活动走进首都师范
大学，邀请北京市政府参事于平为师
生们带来主题讲座《世界遗产视角下
的北京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都城营建
的杰出范例，专家以壮美中轴、文化中
轴、永恒中轴为主线，讲述了北京中轴
线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次讲座采取线下讲座与线上

直播相结合的方式，面向“‘京’彩文
化 青春绽放”的参与高校与社会公
众同步开放讲座内容，普及中轴线文
化遗产知识，吸引更多人自觉加入中
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来。

据了解，“中轴线文化遗产大讲堂
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讲座加强对中轴
线文化的内涵挖掘、价值阐释与传播，
更充分地讲好中轴线故事。之后还将走
进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多所
高校，启发更多师生自主探访、了解中
轴线，成为中轴线文化传播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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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召开座谈会
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北京博物馆月“电影周”启动

“中轴线文化遗产大讲堂进校园”
活动走进首都师范大学

科学发掘 科学保护 武王墩墓主棺发掘将使用方舱
本报记者 何文娟

首届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和
十佳线路遴选推介活动终评结果揭晓

（上接1版）

共赴展览盛会 推动文明互鉴

在法国凡尔赛宫邂逅“中国风”，在中国
故宫欣赏“百合花”。中国人心中，法兰西有着
独特魅力；法国人眼中，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
令人钦佩。双方通过博物馆这扇“门”、借由展
览这扇“窗”，让彼此间文化交流愈发深厚丰
富，人民交往更加相知相亲。

2014年10月21日，中国“汉风”吹到巴黎，
作为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的重要文化合作项
目之一，“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在吉美博
物馆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法国总
统奥朗德分别为展览题写序言，并共同担任监
护人。展览精选来自中国9个省份27家文博单
位的150组、456件文物及3件辅助展品，珍贵精
美的文物、灿烂丰富的中国文明史，让法国公众
大饱眼福，展期4个月，观众近10万人次。展览
期间，中国还派出由考古学家、博物馆学专家
组成的代表团到法国博物馆、高校进行系列
汉文化主题的学术演讲等活动，进一步加深
了法国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了解。

展览恰逢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之后，国家文物
局践行“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思想，注重发
掘文物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从多个侧面
呈现统一、开放、自信、多元的中国汉代社
会全貌，分享中国智慧、中国风格与中国情
怀。国家文物局得知法国初中历史教科书中
增加有关汉代的泛读内容后，积极促成法方
在展期内组织多批法国中小学生参观，并由
法国教育部印制了1000余册讲述中国历史的
官方教辅材料分发各校，努力为文物外展增

添教育与人文的高附加值，面向法国年轻一
代培养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此外，国家文
物局还通过正式渠道向吉美博物馆赠送“文
物带你看中国”3D 数字触摸屏，这也是我
国官方首次以“捐赠人”身份向法国国立博
物馆进行捐赠，可谓创新之举。

中法互办互换展览，受到两国元首的亲
切关心和亲自主导，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十年前，“汉
风——中国汉代文物展”由中心承办，十年
后，中心与吉美博物馆达成此次新的合作意
向，将相约一场秋天的盛会：唐代文物主题展
览。同时将举办一项吉美博物馆藏品来华展
览。作为2024中法文化旅游年重要项目，该展
览以中国历史上因疆域辽阔、政治开明、经济
繁荣、文化璀璨、民族多元交融著称的唐代为
主题，拟选取陕西、河南、新疆、甘肃、江苏、浙
江、青海、辽宁、天津、宁夏等 10 余个省（区、
市）近 30 家文博机构 200 余件/套展品，展现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多元融合的大唐璀璨文
明成果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为法国观众献
上来自大唐盛世的文化与美学盛宴。

作为我国从事文物对外交流的专门机构
和专业机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成立半个多
世纪以来，与法国文博机构广泛交流、密切合
作，共举办 12项赴法中华文化展览和来华展
览，累计接待观众超过 130 万人次。1973 年 5
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首站
在巴黎市美术馆小宫殿开幕，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首个大型文物出境展览，打开了“文物外
交”的新局面，也叩响了中心文物对外交流事
业的大门。近年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立足展
览交流主责主业、坚持守正创新，同法国文化
机构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化遗产工作者一道，

策划举办了一批彰显中国内涵、中国精神的
高质量进出境文物展览。除“汉风”展外，2018
年6月，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心主办的“感
知中国——中国文博创意产品海外巡展”在
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2019年，由法国拿
破仑第十骑兵协会举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支持的“法兰西的雄鹰——拿破仑文物（中
国）巡回展览”在云南、贵州、山西、河南、广东
等地巡展……中心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坚持“走出去”，不断擦亮文物
展览“金色名片”。同时，积极“引进来”，通过
联合策展、互换展览、引进巡展等方式，积极
引进世界优秀博物馆精品展览来华展出，与
中国文物同台展示，在展示人类文明优秀成
果的同时，更好满足公众日益多元化、个性
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保护修复研究 凝聚共识向未来

中国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与法国巴黎圣母
院，同为闻名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深受中法
两国人民喜爱。此次中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与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的
缘起与落地，均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完成，肩
负着新时代中法文化遗产领域合作的使命与
愿景。

从中法双方初步达成保护合作意向到今
年协议签署，历时五年。2019年初步达成土遗
址保护合作意向，2020年深化合作研究基础，
2021年拓展木质遗存保护合作意向，2022年
持续开展合作交流，2023年推动合作项目实
质性进展形成合作协议初稿……经过调研、
座谈、多方沟通、协商讨论，统筹考虑双方文
化遗产保护的共性与个性问题，确定将在木

质遗存与土遗址保护科学研究两个方向上共
同努力。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中
国秦始皇帝陵与法国巴黎圣母院均曾使用大
量的木质材料且存在过火木质遗存。如秦兵
马俑坑的建筑使用了大量棚木、枋木、立柱、
地栿等木质构件，也出土了战车、兵器局部构
件等木质遗物，这些木质遗存在历史上遭到
过不同程度的焚烧；而巴黎圣母院也保有大
量木质建筑构件，其木质屋架在 2019年被严
重焚毁。“我们选择木质遗存保护这一共性问
题作为双方合作的切入点，将两个世界文化
遗产地联系起来。”该负责人说。另一方面，秦
兵马俑坑等考古遗址主要为土质，这类土遗址
的保护与常见的露天土遗址不同，需要结合其
自身环境与病害特征，面向考古、保护、研究、
展示、利用的全链条需求，发展可持续的保护
利用科学体系。“因此，我们希望同法国的遗产
机构一道开展考古土遗址的保护研究，在国际
上推广中国特色的考古土遗址保护理念，通过
文化遗产科学研究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精神。”

下一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围绕合作
协议所确定的框架，制定详细的研究计划，深
入探索秦始皇帝陵与巴黎圣母院两处文化遗
产中的木质遗存（尤其是火烧木质遗存）以及
考古土遗址的材料性质与历史价值信息，在室
内试验与模拟试验的基础上，总结遗产劣化机
制，开发适用于文物实际的保护技术与方法体
系。与此同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也将通过本
次合作，与法方共同培养文化遗产科技保护
的青年人才。进一步深化中法两国间文物联
合保护修复工作和世界遗产地之间的交流合
作，努力为中法两个文化遗产大国保护人类
共同文化遗产贡献中国经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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