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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
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广州召开。中国考
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英民、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孟宪民、河南博物院研
究员杜启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钱国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郑
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红医、开封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副院长王三营、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李龙彬等学术委员和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慧
明、河南省文物局科技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孟
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参
会，会议由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孙英民主持。

会议向新聘任的学术委员颁发聘书。刘海旺
为新聘任的张强禄、王三营、李龙彬三位学术委
员颁发聘任证书。

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基地广州工作站）分别
作2024年度工作汇报。随后，基地学术委员会对
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课题
进行讨论评审。

孙英民介绍了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

重点科研基地的设立背景、发展方向和社会使
命。他指出，河南拥有众多古今叠压型城市，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建院以来，发掘了众多古城
遗址，包括郑州商城、郑韩故城、上蔡故城、开封
东京城等，在城市考古与保护事业中积累了许多
宝贵经验。综合考量，国家文物局选择在河南建
立城市考古与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是要依托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深入研究，将河南在城市
考古与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全国其他地
区。他提到，城市考古是建立在现代城市和古代
城市双重身份上的研究，“城市更新”的概念，涉
及在现有城市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改建和更新，
与城市考古工作密不可分。因此，站在城市发展
的新阶段，深入研究如何在城市更新与城市考古
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尤为重要。他表示，广州在
城市考古、遗产保护和管理利用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和成功案例，树起了全国城市考古的一
面旗帜，基地需要发挥好平台作用，进一步加强
与全国各地的联络、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中国
城市考古事业的发展。

与会的学术委员对基地下一步需要开展的

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学术委员会充分讨论认为，
基地未来工作要着力从以下六方面开展：

一、要在不同区域的重点城市建立区域性的
工作站。要按照不同的地理单元、文化传统和社
会环境划分区域，例如江浙地区、四川盆地、西
北地区等，在不同区域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且
积极配合基地工作的重点城市设立基地工作
站，对不同文化圈内的城市开展研究，工作站设
立的数量要合理，不宜过多，但是对不同的文化
区域要实现全覆盖。要积极服务“一带一路”，着
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开展工作，例如甘
肃河西走廊、新疆地区、沿海地区等，争取为中
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路线等诸多课题的研究
提供新资料，使城市考古工作真正发挥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二、要围绕各地区近年来在城市考古与保
护领域的新发现，定期在不同区域的城市召开
学术会议，加强会议交流与合作，通过会议的召
开带动不同区域城市考古工作的开展。本次在
广州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之
后要借鉴本次会议的经验，组织更多城市的专家
学者讨论交流。

三、要着手策划国际性城市考古会议。城市
考古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通过组织国际性会议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将中国城市考古的好经验、
好做法传播出去，同时学习其他国家在城市考古
与保护领域的优秀做法。在筹备大型学术会议
时，可以邀请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业委
员会共同组织，增强会议的影响力，号召更多行
业内的学者广泛参与。

四、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基地工作站的
设立不要局限于考古研究所，适当考虑遗产保护
规划、城市建筑设计相关单位和高校作为合作对
象，确保合作领域覆盖广泛，架构更为全面。

五、基地设立的课题和开展的研究要更有
规划性。要通过引导使研究方向聚焦于特定领
域，以期产出具有实质价值的成果，此举旨在推
动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有序地进行。
例如围绕城市考古与保护的某一问题设定课
题，邀请不同城市的学者结合本城市的情况开
展讨论研究，进而归纳出各城市、各区域不同时
代、各种类型的城市遗产保护特点，最终形成一
份全面且具备现实意义或者指导意义的总结性
成果。

六、基地要拓宽视野，增加宣传。基地在各大
平台发布信息不要局限于当前基地的工作信息，
应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化的视野，广泛收集并转载
关于城市考古与保护的重点文章和案例等，将城
市考古与保护最前沿、最精彩的成果宣传出来，
同时将此作为学习和积累的过程。未来要在各个
工作站中培养一支稳定的通讯员队伍，明确分配
任务，将不同地区的信息整合并发布，确保发布
文章的数量和质量，增强基地的宣传效果。

（供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崔孟龙
肖雅琪）

11月10日，由河南省文物局、广州海上丝绸
之路史迹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指导，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
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广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广
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原出
海——巩义窑与海上丝绸之路”展览在南汉二陵
博物馆正式开展。

此次展览是“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
点科研基地广州工作站”成立后，广州与河南两
地携手推进考古成果阐释与展示的开篇之作，旨
在借助文物展览，将最新考古成果分享给参观
者，增进社会公众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同时，
本展览的成功举办还得益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巩义市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等单位的鼎力
支持，共同为公众呈现一场异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巩义窑兴于北魏时期，唐代达到鼎盛，其主
要烧造区域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大小黄冶和白
河村一带。巩义窑不仅是唐三彩的主要产地之
一，也是唐青花的故乡，是一座彰显非凡创造力

的重要窑场，其产品与工艺在陶瓷为媒、海路畅
通的时代背景下远走四方。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港口和商
业都会，持续繁荣两千多年，从未间断。在陶瓷逐
渐成为海贸商品大宗的唐代，广州扮演了各地窑
口产品集散枢纽的关键角色。历年来，广州考古
发现了各地窑口的陶瓷器，其中有一些来自于巩
义窑的蓝釉、三彩、白釉蓝彩和白釉绿彩器。此
外，1998年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巩义窑陶瓷
以及用广东罐包装的长沙窑瓷器等，表明广州应
该是巩义窑陶瓷器扬帆出海的一个重要节点。

本展览从“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巩义窑产品
切入，分“器韵万千”“匠心冶陶”“彩器盈途”“东
西汇融”四个部分，主要讲述巩义窑纷繁众多的
产品，是为谁而作、作何用途，又如何自中原出
海、驶向远方，从行为考古学的角度系统展示巩
义窑陶瓷器生产、使用、流通的过程。

第一部分“器韵万千”直观展示巩义窑产品
的釉色与装饰，突出白瓷、三彩、绞胎、白釉绿彩、
青花等纷繁的陶瓷器类，重点阐释巩义窑制瓷工

艺的三大变革：白瓷的生产、唐三彩的兴盛、唐青
花的创烧，体现巩义窑“斑驳灿烂 变化万千”的
特点和非凡的创造力。

第二部分“匠心冶陶”展示陶模、素烧器、窑
具等，从器物成型与烧制工艺两个方面诠释巩义
窑如何烧制出种类丰富、工艺复杂的陶瓷器。同
时，借助窑炉体验区、唐三彩制作工序手绘、视频
和陶模互动等多样化的展示形式，引导观众走近
窑火的炽热世界，感受古代匠心与智慧。

第三部分“彩器盈途”探讨巩义窑器物的使
用。以用途讨论较广泛的唐三彩为例，通过考古
发现揭示三彩器既用于日常生活、宗教供奉，亦
作为明器，陪伴逝者安息。

第四部分“东西汇融”呼应前言，尝试回答
“巩义窑产品如何自中原出海，登上‘黑石号’驶
向远方”这一问题。通过展现扬州、广州出土的巩
义窑陶瓷器，追溯巩义窑作为北方陶瓷重镇，自
中原腹地出发，远渡重洋的贸易航线。随着商品
贸易、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与深入，巩义窑陶瓷
器也成为多元文化激荡交融的载体。

此次展览共展出河南、扬州、广州出土的巩
义窑陶瓷器 131件（套），包括三彩鸭衔梅花杯、
三彩雕花杯等一级文物及巩义黄冶窑、白河窑出
土的白瓷、唐三彩、唐青花等，这是巩义窑专题文
物首次集中在广州亮相。丰富而珍贵的文物，生
动再现了匠心独运、辉煌灿烂的唐代陶瓷工艺与
文化内涵，以及唐代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
互鉴，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包容特质。

陶瓷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也是人类的一大发
明。海上丝绸之路是中西方之间商品贸易、技术
传播、文化交流和人员和平往来的大通道。巩义
窑是中国古代陶瓷工艺与文化的杰出典范，也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通过此次展览，我们致
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东西方文化之
间的理解，书写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
新篇章，让陶瓷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在当代
得以传承和延续。

展览展期自 2024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5 年 3
月9日。（供稿：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王
斯宇 许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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