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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何家村 1970年 10月以金银器为主的珍贵文物的发
现，学界曾称“何家村窖藏”“何家村遗宝”，因遗物数量巨大、
种类齐全、纹饰精美、工艺高超、内涵丰富，声名远播，受到了
社会各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侯宁彬：《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
文物集成》序一）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就何家村的重要发
现，一直没有编辑出版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现在，参照考古
发掘报告体例，完整收录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何家村窖藏文物
959件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终于出版，补足了以
往的缺憾，而以后的研究会更上一个台阶（齐东方、侯宁彬：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序二）的学术前景，也因此得
到了实现的条件。

何家村遗存，当时被有意深埋在地下。土层千百年的封
压，却并没有杀灭这些基于饱满艺术热情和蓬勃美学追求而
创造的旷世珍宝的文化活力。金走龙，共 12件，“因系手工打
制，金龙身姿和步态都略有不同”，双脚及四肢与躯体用“焊
接”方式连接。角与头部颈部的组合，扬抑倾向也各自“不同”。
与步履的对应，都表现出富有生命力的动态。著名的鎏金舞马
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形制表现出和草原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

“银壶上的舞马形象为今人再现了早已失传的唐代宫廷舞马
祝寿娱乐活动的场景”。壶底与圈足间的“焊接”痕迹以及“焊
料脱落”情形，也值得研究者注意。这些文物精品华美的艺术
特质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表现了鲁迅曾经赞美的一个时代“魄
力究竟雄大”的“豁达闳大之风”。在后来的历史时期，这种文
化风格“消歇净尽了”。鲁迅是在欣赏一面“古董店家都称为

‘海马葡萄镜’”的古镜时发表这样的议论的。他认为这是汉代
的镜子。“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
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鲁迅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
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
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
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
古人。”、汉唐“豁达闳大之风”的表现，多见于经由丝绸之路的

“通”“致”“取”“来”。
丝绸之路的考察、理解与说明，是现今社会共同关注的文

化主题，也是许多研究者看作主攻方向的学术任务。确如谭前
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所说，何家村发现不仅反映

了大唐王朝的艺术水平、科技成就和社会风
貌，也多有外来文化的精品，从来源上看，既
有来自域外的舶来品，也有唐人的仿制品；
既有中央官府作坊的产品，也有地方的进贡
品。全面反映了大唐文化的世界性和唐人的
开放精神，对于研究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的手工业工匠在制
作时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萨珊等中亚和西
亚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造型和纹饰，还
使唐代的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
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何家村遗存中，我
们看到直接来自域外的文物，如属于中亚粟
特产品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来自西亚的镶
金兽首玛瑙杯、凸圈纹玻璃碗，具有典型波
斯风格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水晶八曲长
杯等。而更多物品造型与纹饰体现中西合璧
的特点。如狩猎纹高足银杯，其造型源于东罗马。摩羯纹金杯可
见印度文化的影响，其装饰方式又具有西亚文化的特点。仕女
狩猎纹八瓣银杯，体现出典型的粟特金银器风格。正如有的学
者所指出的，“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唐代金银器、玉器，系统、
完整地反映出外来文化的取用、模仿、融合进而改造、创新的过
程，是唐代乐观开放、积极进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精神文
明物化的体现，从物质文明的角度再一次证明，唐代是中国历
史上放眼看世界、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时期。”
（申秦雁：《重见天日的遗宝》，《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
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版）经过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介
绍，人们普遍认识到，汉唐丝绸之路促成了文化联系与文化传
播。然而具体说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仍然是具有学术
前沿意义的新课题。而考古发现所获信息的保护、整理、研究与
再发现，往往可以促成全新的学术认识的获得。《西安何家村唐
代窖藏文物集成》出版，发表了新的资料，提示了新的判断，增
益了新的知识，也启示我们进行新的思考。

谭前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述》其实并非简单的
平面性的“综述”，而是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一定
研究水准的学术总结。对于这批文物有总体的分析研究，而相

关研究论著均予收集消化，学术概说大致
到位，发表评议基本得体。有些认识的提
出，充实了我们的知识。比如关于“秘密埋
藏”以“保存金银”的方式，齐东方《唐代金
银器研究》引《因话录》载范阳卢仲元得金
百两，密埋于居室内；《朝野佥载》说长安人
邹骆驼发现伏砖下瓷瓮有金数斗；《旧唐
书·王稷传》云“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
中”，这些故事，都有助于说明何家村窖藏
文物发现的缘由。论者指出：“可知埋藏金
银财宝的做法在唐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唐代金银器的发现与其他器
类最大区别是，它们主要发现于‘窖藏’。

‘窖藏’是指文献中屡屡见到的有意埋藏珍
宝的遗迹。”《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综
述》采用了这一意见，指出：“（唐代金银器）

绝大多数都出自窖藏或居住遗址，只有极少部分出自墓葬。”
唐代“埋藏金银财宝”故事后一例王稷的“复垣”，汉代称“复
壁”，或用以藏身。更早则有孔壁中书的保存方式。而唐代富家
用以珍藏金银，体现出社会文化史的时代特点。

对于何家村发现的“银香囊”，齐东方进行过细致的研究。
通过“何家村银香囊”与“沙坡村银香囊”“三兆村银香囊”“法
门寺银香囊”“正仓院银香囊”“弗利尔银香囊”“凯波银香囊”

“大都会银香囊”共13种“唐代银香囊”的相互比较，提出了比
较深刻的认识。齐东方指出：“这种器物在法门寺地宫中出土
两件，记载地宫藏品的《法门寺物账》上记述银器时提到‘香囊
二枚重十五两三分’，与出土器物正合。可知这种圆形的熏香
器物的名字应是‘香囊’。”关于其“十分别致”的形制，指出“使
用时，随着最内层半圆形香盂所受重力和活动机环的作用，无
论外层球体如何转动，最里面的香盂总保持平衡状态。香盂盛
装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出，
设计非常巧妙。”（《唐代金银器研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
文物综述》也采用“香囊”的名号，还在“了解唐代科技文明的
实物资料”一节高度评价了这一器物的“科技”品质：“在设计
上运用了常平架原理（陀螺仪原理），无论怎样转动香囊，其内

的焚香盂始终保持水平状态，根本不用担心火星或香灰外溢。
这种在欧美近代才用于航海和航空的常平架原理，中国早在
唐代便已掌握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足以反映唐代在金属制造
工艺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其实，《西京杂记》卷一“被中
香炉”条已经写到：“长安巧工丁缓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
中香炉。本出房风，其发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
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这种机械结构的设计
和制作，当在“唐代”以前很久，应当注意“房风”“丁缓”的早期
发明。《西京杂记》的这条材料，其实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
已经引录。至于“香囊”定名，似应当说明通常形制为织品制作
的“香袋”。由曹操高陵出土“香囊卅双”石牌，可以推知应有日
常使用的“香囊”随葬。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也可见

“香囊”铭文，可以看作相类同的文化现象。汉魏的“香囊”，应不
同于何家村所见有学者称之为“香炉”的器物。东汉魏晋时期社
会上层用“香”风习普及。贵族大墓或大量随葬“四方珍香”。对西
域出产“香”的热情追求，也是丝绸之路史所见社会文化迹象。

走笔至此，还想就何家村“金走龙”再说几句话。编者告诉
我们，金走龙“现存 6条，另 6条被盗，至今尚未破案”。这是一
个令人痛心的话题，却经常没有办法避开。拙著《中国盗墓史：
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曾经讨论历代盗墓史迹，提示中国
法制传统对盗墓行为的严惩。可惜，人们在面对科技水准、社
会产能、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的现代进步时，却往往看到背离
文明史发展的历史意识和道德品格的倒退。

回到“何家村”主题，我们在这里还是应该衷心祝贺《西安
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面世，真诚感谢本书编写者和出版
者出于学术责任意识的辛勤付出。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
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
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
主编：侯宁彬
执行主编：谭前学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王少青先生是一位千余万人口大市的
宣传工作者，更是一位文化学者。日前他把
三联书店再版的《青铜不再》文博随笔集寄
给我，展读之后发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其
中的部分文章曾在《中国文物报》“文博随
笔”栏目发表。《青铜不再》选入的文章，大
多围绕作者生活和工作的中原历史文化遗
迹展开，涉及有关的文化典籍、重要历史事
件和人物，并以此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著
名文博专家谢辰生先生曾于 2014年 12月
为本书作序，称作者有开阔的视野和独特
的识见，“反映出作者深厚的文化积累和融
会贯通的能力”。读完《青铜不再》，感受到
作者对文博工作和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及
作为文化学者的现实关怀和社会责任担当
意识。

作者借着对历史的观照审思人生，叩
问人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又常常将
眼光聚焦于中原历史遗存的保护和利用。在《修陵俢风与修
心》中，作者通过追溯天下第一陵——河南淮阳“太昊陵”的
历史变迁，从中发掘中华民族敬畏历史、“尊圣贤，重教化”的
精神传统。结合当下出现的问题，如不计后果的商业开发，致
使历史文化遗存在“保护”“弘扬”的幌子下被损毁。他希望历
史文化遗存在科学保护的同时，“把这些项目的历史感和文
化味很好地呈现出来”，把文化遗存的精神提炼出来。《阳春
面与乱炖》这篇文章，作者信笔从平粮台古城遗址写来，谈到
文化遗址如何准确定位、科学保护和利用。针对遗址类文化
遗存保护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有效保护遗址文化的“原
味”，警惕急功近利，避免表面化，以防止文化遗址“营养成
分”的流失。

人文与历史的研究重在求真。近年来，一些地方出于商业
开发动机，对早有历史公论的名人出生地借故争论和炒作，
甚至“不惜搅浑历史”来获取商业利益。对于这种现象，作者
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和求真求实的精神，列举了“老子故里”

“李白故里”等无端之争，呼吁人们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以科
学的态度，“消除无端之争，面向世界负责任地展示中华民族
优秀历史文化”。谈到文化经典的研究，作者也秉持求真的科
学态度。《陈风的失忆》，作者通过考察从汉代《毛诗序》到宋
代朱熹对《诗经》注解，揭示了由于政治伦理的需要，千百年
间，使《诗经》这部富有生命力而又极具审美特质的诗集沦为
教化的工具。作者敏锐发现封建政治伦理及其意识形态对作
为主体的学者的异化，认为《诗经》中的一些作品被“怀有各
种目的和水准参差的学者政客拿来反复研究”，结果诗歌作
品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质朴、清新的诗味，被注解得了
无痕迹”。作者继而提出，当下历史文化和经典作品研究要以
此为鉴，回归历史真实回归经典本身，拒斥“有选择的捕捉，
有目的的解读”。

浓郁的人文意识是《青铜不再》的突出特色。何谓人文，在
作者看来就是超越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地理、经济等一
切文化形态，把握以文为质、以人为本的内核，以个体的精神
境界，汇聚成社会的向上风尚。基于此，作者对一些重要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展现一个学者的不凡见识。《青铜不
再》这篇随笔，作者通过考察淮阳出土的楚顷襄王陪葬的陶
鼎，分析战国后期楚王朝的兴衰与沉沦，通过梳理楚国都城的
历史细节，总结出此时的楚国虽有“积极进取的斗志和姿态”，
但在不可更改的时局和无法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下，终将沉没。

《深处弦歌》，作者通过分析孔子一生求道而不被理解的命运，
发掘孔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及“欲行大道于天下，百折
不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江湖夜雨十年灯》，写汉武帝
时期淮阳太守汲黯深陷复杂矛盾与政治旋涡，但坚守造福于

民的初衷，奉行黄老之学，指出“他在痛苦
中挣扎，在挣扎中选择”的生命状态，展现
出一种强大的为道殉身的人格力量。曹植
是三国时期著名诗人，他的一生怀才不遇
自有公论，但作者在《怀才的遇与不遇》一
文中，不从政治得失论成败，而是以文化成
就论英雄，认为曹植的“不遇感”是自我认
知错位造成的，本质上把政治权位看得高
于文学；曹植流芳千古，不在权位得失，而
在于文学成就，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观照，这
恰恰是“遇”。作者继而认为，“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是传统文人根深蒂固的价值
认同和思维定式，希望凭自己的学识和才
华得到权利和名望，扭曲了心性和才华。作
者的这种发现直指问题症结，既是对历史
的深刻反思，又是对现实中“官本位”问题
的深刻洞悉。河南省扶沟县的大程书院是
一道文化风景，此书院为宋代著名理学家

程颢创办。作者在《终是过客》一文中，通过发掘有关人物掌
故、历史材料，以及对现有文化遗存的考究，进而剖析皇权统
治对学者思想的奴役，指出程氏兄弟扬名立身的理学，其功能
不过是构建统治者意志的社会秩序——“如果说人民群众是
一群羔羊，二程理学终于给统治者找到了牧羊的鞭子。”作者
继而追问，倘若随着历史的进步，“羔羊站出了主人翁的姿态，
鞭子又有谁再去扬起？”

对现实问题的殷殷关切也是《青铜不再》的思想特色，不
仅体现出一个人文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出一个人
文学者的独立思考和社会批判精神。作者拒斥“为学”的功利
化和学者的“被工具化”。他认为，当下一些知识分子，自觉或
不自觉地为名利所诱惑，“有意无意地放弃了社会批判的责
任，扮演了技巧化与工具化的社会角色”，他担心长此下去一
旦成为风气，就如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智慧出，有大伪”。这
样，一个社会就会出现看似文化繁荣，实则人文疲软的现实，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功能已经丧失。在城市化
浪潮的滚滚洪流冲击之下，如何传承文化传统、如何科学地保
护和利用人文遗存，作者有自己的思考和洞见。《让城市的灵
魂更有趣》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
个性，个性可以千差万别，而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灵魂至关重
要，文化灵魂之于城市是一种标杆、一种精神所在。城市的灵
魂是由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起来的，是城市蕴含
的最深层、最顽强、最活跃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气象。他提出，

“文化的根本，是要塑造人格和灵魂。”而今天的城市建设应该
顾及不同城市的历史传统和人文遗存，并加以科学保护和合
理利用，这样让一座城市的灵魂和精神变得更有趣、更健康、
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

《青铜不再》文字有限，但我想王少青先生关于文博工作
的思考不仅仅是这本书中所呈现的这些。多年来他在繁忙工
作之余，坚持读书，坚持思考，沉下心来写作；疏离浮躁喧嚣繁
琐俗务，以清醒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品格，保持着对现实问题
的关切和对人文历史的探究。这种生活习惯和生命状态实在
难能可贵。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王少青先生日复一日的坚持与
坚守，在心灵深处已筑起了高高的“弦歌台”，而《青铜不再》中
的文字就是他的“歌声”，这“歌声”呼应着大时代，不仅传达了
他对历史人文的深切感悟，同时也传达出一个人文学者心灵
深处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最真实的热爱。

《青铜不再》
作者：王少青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近期，山东省文物局等单位编写
的《齐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一书由文物
出版社刊行，可谓长城保护史上的一件
要事，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者、研究者乃
至广大长城爱好者而言值得奔走相贺。

齐长城，山东古代一项伟大的边
防工程，中国历史上修筑最早的长城，
距今已有 2600余年历史。其西起古济
水东畔，东到黄海之滨，途径18县（市、
区），跨越 1500余座大小山峦，横亘齐
鲁，逶迤而行，绵延千里。齐长城不仅对
春秋战国时期燕、赵、魏、楚、秦等列国
长城的构筑提供了先导实例，也为后世
历朝历代长城之修建确立了范本，被称
作“长城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
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与守望和平的重要
标志，那么齐长城则是齐鲁文化的代
表，是岱海之地的精神脊梁。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齐长
城已成为不朽的传奇，凝聚了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齐长城见证了列国争霸的历史风云。齐长城是春秋战
国大争之世的产物，与齐国国运相始终，见证了先秦诸侯
的争霸称雄、合纵连横，承载了两千余年的刀光剑影、铁马
金戈，绘就了山东大地丰富的历史底色。东周时期，王室衰
微，诸侯互相攻伐。齐国在参与争霸过程中，为免除大军远
征的后顾之忧，防备晋、鲁、楚等国的侵犯，在西、南边境修
筑长城，后经过数百年的增筑和修补，终成规模，为齐桓公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和齐国国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公元前 484年，吴鲁联军在艾陵大败齐国，全歼十万
齐军，吴军乘胜追击，最终止步于坚固的齐长城脚下，面对
溃逃的齐军无可奈何。《左传》“（晋鲁之师）会于鲁济，寻湨
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清华
简》“齐人始为长城于济”、《骉羌编钟铭》“唯廿又再祀，骉
羌作戎，厥辟韩宗徹，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

《史记·赵世家》“七年，侵齐，至长城”、《史记·田敬仲完世
家》“遂起兵，西击赵卫……赵人归我长城”等文献记载，表
明终春秋战国之世，齐长城乃是列国征战过程中不可忽视
的重要一环。

齐长城蕴藏着先秦兵家的思想精华。齐地先民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遵从《孙子兵法·行军篇》“丘陵堤防，必处其
阳，而右背之”的原则，充分利用断崖、陡峰等险要的自然
条件，在边境地区“依山为纲”构筑起大型、连续的线形防
御工程，显示齐人在军事领域的禀赋和造诣。齐长城在平
原地区多以夯土墙为主，在丘陵地带多为土、砂、石混筑
墙，在山地区域则多以干摆石墙为主，将《孙子兵法·地形
篇》中“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齐长
城以延绵不绝、高大厚实的城墙为线，构成难以逾越的防
御阵地；以坚固的关隘、堡垒为点，造就“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的态势，达到以最少兵力延缓大规模入侵的防御效果；
以散布的烽燧、兵营为面，快速传达敌情、准确调配后续兵
力。以上这些无不闪耀着先秦兵家军事思想的光辉。呈

“人”字形布局的齐山地长城与济水岸防，连接渤、黄，构成
了完整闭合的军事防御体系，使齐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四塞之国”。
齐长城守望着齐鲁之地的文脉传承。齐风泱泱、鲁韵

汤汤，齐、鲁是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两个最重要的诸侯
国。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革新，鲁文化
尊传统。二者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有机的整
体、现代山东的名片。《管子》云：“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
阴，齐也。”可以说，齐长城是齐、鲁两国的分水岭，同时也
是齐、鲁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和门户。平阴要塞、长城铺、

锦阳关、黄石关、穆陵关、西峰关，这些
齐长城上的关隘连接着齐鲁两地，沟
通了双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孔
子适齐，向齐景公阐述儒家君臣之义；
齐桓公开设稷下学宫，成为百家学术
争鸣的中心园地。而发生在齐长城地
带的夹谷会盟，王道与霸道抗衡，弱国
与强国交锋，则是齐鲁文化的一次直
接碰撞。孟子、荀子、墨子、孙武、孙膑、
淳于髡、邹衍等诸子先哲都曾驻足齐
长城脚下，思考人生哲理，谋绘治国大
道。齐长城，见证了齐鲁文化的融合和
华夏文明的盛放。

齐长城承载了千年不变的家国情
怀。“孟姜女哭长城”这一家喻户晓的
传说，原型乃是春秋齐庄公时期“杞梁
妻哭夫”的故事，而被“哭倒”正是齐长
城，非秦长城。杞梁英勇杀敌、为国捐

躯，孟姜哭夫斥君、感天动地，经过两千多年来的演变和经
久不息的传诵，长久地存留在当时及后代的记忆中，赋予
了齐长城忠君爱国、追求家国永安的精神内涵。历史的车
轮前进到现代，齐长城沿线又成为抗日游击战的重要战
场。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长城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觉醒，齐长
城所在的大峰山地区被开辟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地军民
配合八路军 115师将大峰山建设成“泰西小延安”，共筑山
东地区的抗日长城，对日军给予沉重的打击，扩大了中国
共产党的影响和号召力。1942年，在齐长城重要隘口——
马鞍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战斗，八路军战士宁死不屈、气
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山东版“狼牙
山五壮士”英雄事迹传遍全国。一场场浴血奋战，为古老的
齐长城注入了当代爱国主义的基因。齐长城所承载的坚韧
不屈的家国情怀在齐鲁大地上回荡。

秦统一之后漫长岁月里，齐长城除部分建筑承担过一
定的军事功能，大部分墙体基本湮没于历史的长河，逐渐
演变成遗址形态。为响应国家文物局号召，加强对齐长城
的保护，山东省有关方面根据《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
年）总体工作方案》要求，对齐长城资源的分布、结构特征、
走向、长度、保护现状、修建年代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信
息采集，基本摸清了齐长城资源的家底，确认了城墙的走
向、长度、构筑方法、用材，以及关隘、寨堡、烽燧和沿线相
关遗迹的基本情况。此外，本次调查还有两个重要成果：一
是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比对齐长城西端起点附近夯
土的特征，结合《清华简》等文献记载，考证出齐长城始建
于齐桓公时期；二是发现青石关堡及青石关长城的构筑风
格和齐长城有明显的差异，但与章丘锦阳关段清代重修的
长城极为相似，通过梳理民国地方志等文献，明确青石关
长城乃是咸丰年间当地官民为了防御捻军而自发修筑。此
次调查为有史以来，对齐长城进行的一次有计划、有方案、
最科学、最全面、最详尽的实地调查，为《齐长城总体保护
规划》《齐长城分段保护方案》编制，以及长城保护工程的
实施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齐长城是中国长城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现存最古
老、最宏大的文物古迹之一。诚如编者所言，随着社会的发
展、保护意识的加强和技术的进步，包括齐长城在内的长
城遗迹必将得到持久地保护和传承，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
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更新、更好的作用。

《齐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编著：王永波 李振光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走龙舞马：动态的金色丝路史
——读《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

王子今

心灵深处的弦歌
——评王少青的文博随笔集《青铜不再》

张俊梅

“长城之父”齐鲁脊梁
——读《齐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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