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出土于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
一粒“万年稻米”。它长逾3.7毫米、宽近
1.7 毫米、厚约 1.7 毫米，是稻作文化起
源的实物见证。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发现
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在长江口
横沙水域打捞出水的“长江口二号”。
古船残长38.1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实证。

地处长江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同时，这
片区域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在长三角探寻中华文明

“根脉”，近年来公布的一个个重大考古
发现给世人以不断的惊喜和启迪。

从 2020 年起至 2023 年，距今约
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又
相继发现了约 20 条水坝遗址。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研究
员王宁远说，5000年前，良渚周边水利
系统极为复杂，当地的水利开发程度远
超想象，这为全面认识良渚水利系统的
完整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级考

古机构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国家文
物局的指导下，开展了“考古中国：长江
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课题。良渚
遗址聚落考古研究是这一课题的重点
内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方向明说，除了新发现水坝遗址之外，
考古工作廓清了良渚遗址群经历的三个
发展阶段。这反映了良渚人群的聚落管
理和城市营建理念、信仰体系不断成熟
的演进过程，显示出良渚文化在我国新
石器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在“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中，安徽省郎溪县磨盘山遗址榜上
有名。这处遗址同样列入“考古中国”的
上述课题，至今仍在发掘中，发现了从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
漾文化至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连
续文化堆积。它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
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持续近 4000年
的中心性聚落。

考古项目负责人、南京大学历史学
院副教授赵东升表示，这一遗址同样对
于探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
文明化进程，青铜时代的中原化进程，

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方式具
有重要价值。

与前两处遗址同属“考古中国”相
关课题的，还有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
区的寺墩遗址。它与良渚古城遗址年龄

“相仿”，是一处距今 5500 年至 4500 年
的中心聚落遗址，以崧泽-良渚文化遗
存为主体。

从 2019 年以来，寺墩遗址考古发
现了崧泽时期的墓葬区、干栏式建筑、
水井等大量遗址，以及良渚时期以圆形
土墩为中心，有 10 余处台地和双重水
系环绕的聚落形态。南京博物院副研究
员于成龙说，这处遗址的变迁，生动反
映了太湖地区史前社会最终迈向早期
国家形态的过程。

“长江下游早期文明为中华文明作
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涉及水稻栽培、独
木舟制作、犁耕技术、玉礼器和瓷器制作
等多个方面。”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曾表示，从现有考
古成果看，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奠基于
约1万年前；像良渚发明的玉礼器系统，
经过夏商王朝的吸收，向周围进行了又
一次强力的辐射和传播。 （下转2版）

从1.7毫米到38.1米：在长三角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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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由故宫博物院和凡尔赛
宫殿、博物馆及国家园林公共机构（以
下简称“凡尔赛宫”）联合主办的“紫禁
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
往”展览在故宫文华殿开幕。

2023年 4月，习近平主席和来华访
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宣布于 2024
年两国建交 60周年之际共同举办中法
文化旅游年。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
要项目，“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
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以中法两国外
交、文化和艺术交流为主题，通过故宫
博物院、凡尔赛宫以及其他收藏机构的
约 200件文物精品，展现百年间双方彼
此尊重、相互欣赏的政治交往史，彼此
借鉴、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史。

中国和法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
要代表，虽远隔千山万水，但文化交流
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和法国巴黎的
凡尔赛宫，历史上都曾是国家行政中
心、宫廷生活场所、文化艺术荟萃之地，
引领过各自国家的时代潮流。而今作为
各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象征符号，彰显
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以紫禁
城和凡尔赛宫为中心，两国之间人员往
来、思想交汇、文化交流广泛而深入。

龙与百合花的相遇

龙是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创造和精
神标识，百合花是法国王室的标志，龙
与百合花的相遇源于 1688年。这一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
家”到达北京，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正
式开启了中法间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
流。中法之间的交往呈现出两国宫廷始
终高度关注积极推进、以科学和艺术交
流为主旨、以服务清宫的耶稣会士为沟
通桥梁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与历
史著作的西传，促成了法国近代汉学的
诞生。

铜镀金表壳、中央用郁金香花围出
圆形开光，开光处是一男性头像，为法
国国王路易十四；珐琅二针表盘，表盘
中心描绘金色百合花图案，为法国王室
标志；指针也是郁金香形状。打开机芯，
可见摆轮保护罩上镂雕一条中国式五
爪金龙。机芯夹板上有制作工匠的名款
和产地，黑鲨鱼皮表套，皮套上用金钉
镶嵌出团花图案。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
的这件怀表极有可能是路易十四赠送
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为两位帝王之间交
往的重要物证。

1687 年路易十四派传教士菲利
普·阿弗里尔从马赛出发，通过陆路前
往中国，回到法国后出版了《欧亚行记：
探寻通往中国的新道路》，记述了路上
的见闻，这本书在整个 18 世纪一直为

人所传阅。展览中出现的这本为路易十
四的旧藏，后传至路易十五之女。

随着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和历史著
作的翻译、传播，欧洲掀起中国热。法国
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等，对中华文
明进行了深度解读，中西文化在碰撞中
激荡出推进世界文明发展的思想火花，
中国文化向世界贡献的智慧在中法交
往中得到充分体现。

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

清代宫廷收藏中，来自法国的物品种
类丰富，或来自两国交往的礼品，或来自
传教士的贡献，或来自两国之间的贸易。
同时，随着中法交往的不断深入，不乏清
宫向法国定制物品的情形。

壶身为黄色珐琅釉地上彩绘折枝
菊花纹，四面凸起椭圆形菊瓣式开光，
内饰彩釉大团菊纹。展厅中这一别致的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吸引着观众驻
足观看，此壶底署“乾隆年制”款，并有
工匠签名。壶盖沿内侧有金匠标章、巴
黎地区征税标章、金属纯度标章戳印痕
记，可确定为 1783 年在法国巴黎地区
由金银器工匠 Jean Daniel Doerffer 制
作金质胎体，珐琅画师 Joseph Coteau
烧制珐琅。此壶由粤海关画样后，送到
法国制作，乾隆四十九年（1784）被送入
清宫。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绕彩玻璃螺
旋纹瓶，以白玻璃为胎，瓶口、瓶足以湖
蓝色玻璃贴附。外壁用红、蓝两色玻璃
液分别浇淋缠绕，同时旋转胎体，形成
白底上红、蓝两色螺旋纹路盘旋的装饰
效果，外底阴刻“乾隆年制”钱币式款。

清宫玻璃融汇中西技艺，运用吹

制、添色、雕刻、抛光等技术，创造出丰
富多彩的作品，位于蚕池口（今西安门
内）法国天主教堂旁边的清宫玻璃厂，
自康熙三十五年建立始，法国传教士就
参与其中，他们请求从法国玻璃厂中选
派熟练玻璃匠来华，制作玻璃和玻璃
镜。乾隆时期，在法国人纪文和汤执中
参与下，发展新技术、创制新品种，清宫
玻璃制作达到巅峰。

清宫内有诸多受到法国技艺影响
或带有法国文化印记的器物，法国的钟
表、油画、纺织品等成为清宫内艺术创
作借鉴的对象。地理测绘、数学、医学、
建筑等科学领域，珐琅、玻璃、绘画、版
画等艺术领域也受到法国的深刻影响。

比例尺、直尺、矩尺、圆规、测角
尺……三十余件各类仪器放置在绘图
仪器盒内，这套绘图仪器为康熙时期由
造办处将法国制和清宫自制仪器组合
配套而成，盒内分上下两层，盒内另有
铜镀金三角支架及蓝色珐琅水丞，水丞
底部镌刻“康熙御制”款，整套仪器功能
齐备，摆放有序，简单实用。（下转2版）

本报讯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是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 13个国家级试点之一，开展古
墓葬普查试点工作。截至 3月 29日，已完成 2
个试点乡镇已登记的58处古墓葬和新发现14
处古墓葬的实地调查工作，并根据国家要求和
技术标准，全面完成试点区域实地调查和数据
录入工作。

试点期间，通江县精心论证筛选点位，全
力落实经费强化保障，整合各方力量加强业务
培训，全面落实责任细化职责，不断创新方式
方法确保试点工作有序开展。

通江县位于四川省巴中市东北部、米仓山
东段南麓大巴山缺口处，辖区面积 4119.83平
方千米，人口 70.87 万人。通江有 5000 年的人
类活动史，古属巴国，秦属巴郡，西魏置县，迄
今已有 1500多年的建县史。全县有不可移动
文物 816 处 902 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处 44点）。有古墓葬 329处，呈现时代接续、规
模宏大、形制完整、雕刻精美、书法精湛、彩绘
鲜艳等特点，是研究川东北历史文化、民俗文
化、丧葬文化的重要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文
物价值。

为切实做好古墓葬普查试点工作，通江县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
《通江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成立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政府
分管副县长任双组长的普查试点工作专班。
根据工作需要，分设综合协调、数据业务（普
查队）、专家指导、技术保障、宣传报道 5个工
作组。通过对县域 33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
已登记的古墓葬价值、级别、数量及新发现古
墓葬线索等方面进行论证，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麻石镇、龙凤场镇为普查试点镇进行普查，
对普查过程中新发现古墓葬作进一步实地
调查。

通江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通江县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麻石镇、龙凤场镇两个试点乡镇
均属于高山地区，点位分布较散，且大都
被荆棘灌木包围，野外调查难度较大，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普查工作的保障。在
县本级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及时划拨
30 万元试点工作经费。同时，在普查过程
中加强经费管理，专款专用，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确保资金使用的规范、安全、有效
并加强普查设备的登记、使用与管理，防止

国有资产流失。
古墓葬大都处于乡间野外，文物周边植

被茂密，试点镇负责安排专人对复查和新发
现古墓葬周边环境进行先期清理，普查队伍
到达点位即可开展工作，大大缩短了普查时
间。普查人员在普查过程中，详细记录墓葬尺
寸、形制、单体、雕刻、位置、文字等，严格
对标对表，数据录入到位。普查人员对每个细
节进行多方位拍摄，严格按照要求精选至少8
张以上，能清晰反映文物全景、单体、局部、
年代、保护标志等照片，确保文物信息直观、
全面。对新发现的文物线索，经普查工作队认
定，征询墓主后裔同意，再按要求进行数据采
集等工作。现场授予村社文物管理员及墓主后
裔“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标志牌，并悬挂
予以公告保护。截至发稿，普查已新发现 17
处古墓葬线索，麻石镇7处、龙凤场镇10处；
完成 58 处复查和 14 处新发现文物数据录入
审核。

通江县边普查边总结，试点期间，普查
工作队不定期开展业务讨论会，互相交流试
点期间出现的疑点、难点问题，寻求解决
办法。

据了解，通江县分别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西南财大、技术服务公司合作，成功组建
30余人的普查队伍。结合“三普”工作经验及

“四普”试点工作要求，对普查队员开展线上线
下培训，重点对技术路线、信息采集、数据提
交、分级审核等各个技术环节予以解读和模拟
操作，技术力量、人才支撑进一步强化。“四普”试
点工作所涉及乡镇村社较多，时间要求紧，技术
要求高，工作难度大。为了将此项工作抓细抓实，
综合考虑人员专业特长、年龄结构、工作经验等
因素，以推进工作和培养后备人才为目标，普
查队员被精心分成两支队伍，拍照、测绘、制
图、描述、数据采集等定岗定责定人，每个岗位
实行以老带新和 AB 岗制，通过试点锻炼队
伍，为“四普”工作全面开展奠定人才基础。

通江县还坚持将“四普”宣传工作贯穿始
终，在试点工作开展前，通过电视、新媒体、村
村响广播、会议等形式广泛宣传发动，使文物
普查家喻户晓；在试点工作过程中，通过举行
启动仪式、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村民宣传
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文物普查目的意义等，营
造全民支持普查工作、保护文物的浓厚氛围。

（社综）

触碰电子屏上的琴弦，投影墙上
的数字壁画便“动”了起来——画面中，
古代乐工们正在弹奏琵琶。这是山西太
原北齐壁画博物馆里观众进行互动体
验的一幕。2023年底向公众开放的太原
北齐壁画博物馆，针对古墓葬壁画原址
保护难题，运用VR（虚拟现实）技术，配
合数字艺术互动装置，让千年壁画再
现华彩。

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 5 月在山西
运城博物馆考察时强调：“博物馆有很
多宝贵文物甚至‘国宝’，它们实证了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要深入实施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
引向深入。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
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水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山西着力提升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不断完善文
物保护机制，全面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
用。全省遴选 39 处国宝级文物，在人
才、技术、经费保障等方面予以倾斜；免
费定向培养 600名“文物全科人才”，缓
解基层人才短缺；使用地方政府一般债
券3.58亿元，实施低级别文物的保护利
用工程；批准设立山西省文物保护基
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

运城市芮城县永乐宫三清殿内，
工作人员手拿三维激光扫描仪采集各
类数据、进行近景摄影测量。“在推进
永乐宫元代壁画本体修复的同时，我
们通过数字技术扫描文物，对壁画进
行数字修复，恢复其原本的精美图案
与色彩。”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
席九龙说。

山西启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程以
来，迄今已实施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
宫等145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家博
物馆馆藏珍贵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初步
建立了重点文物数字化信息资源库。
2023年6月，山西文物数字博物馆正式
上线。从 2023年起，山西省级财政每年
投入 2000 万元，进一步推进濒危文物
的数字化保护工作。

在 深 圳 博 物 馆 举 办 的“文 明 丽
迹——北魏平城与云冈石窟艺术”特展
上，被称为“音乐窟”的云冈石窟第十二
窟气势恢宏、绚丽多彩，VR眼镜沉浸式
体验、人机互动游戏等让观众流连忘
返。山西省文物局负责人介绍，基于文
物数字资源，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山西
越来越多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呈
现在国内外观众面前。

在阳泉市城区大阳泉古村，一座明
清古学堂被社会力量“认养”，经过专业
修缮成为阳泉市研学实践活动基地。

“我们请专业团队对古学堂定期开展维
护保养，并设立 15 门传统文化研学课

程，让青少年在实践中领悟非遗文化和
工匠精神。”认养人闫伟曾是一名教师，
对文物的育人功能和文化价值有着自
己的认识。

山西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
保护，着力建立“文物认养”等长效机
制。迄今，全省已有 421 处文物建筑得
到认养，累计吸引社会资金5.4亿余元；
设立文明守望主题专项基金，募集社会
资金 2500 余万元，对 22处受灾文物实
施了抢险修缮。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工作，
山西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群众。走
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醋坊、平遥
牛肉、推光漆器等老字号店铺内，顾客
忙着挑选特色产品；老街上，游客沉浸
式体验古城旅行拍摄；剧场里，大型情
景体验剧《又见平遥》赢得观众广泛喜
爱，截至 2023 年底，观演人数达 517.9
万余人次，收入8.78亿余元。

“平遥古城坚持统筹好旅游发展、
特色经营、古城保护，举办平遥国际电
影展、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中国年
等系列品牌活动，传统文化绽放新活
力。”平遥县委书记魏江峰介绍，平遥古
城2023年共接待游客909万人次。

“山西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
思想，着力推进一系列文物保护工程，
全面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切实把文
化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表示。

不断完善保护机制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山西全面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人民日报记者 何勇 刘鑫焱 郑洋洋

四川巴中通江普查试点：整合各方力量实地调查到位

文明之光 互相映照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印象

本报记者 徐秀丽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发挥新时代博物馆社会教育
功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讲解队
伍业务能力，4月1日，由国家文物局指
导、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的首届“博协
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决赛在宁波博
物院举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罗文利出
席并讲话。

罗文利指出，国家文物局一直高度
重视博物馆教育工作，出台指导性文
件，对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提出明确
要求。博物馆讲解工作是增强中华文

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广大讲
解员要努力做研究型讲解员，练好内
功、做到内外兼修。他强调，国家文物
局将加大对各级文物部门和博物馆的
指导力度，鼓励和支持通过人才培训
和招录、完善奖励机制、推介优秀案
例、举办比赛和活动、规范引导社会讲
解力量等多种举措，进一步优化完善
激励机制，加大保障力度，不断激发讲
解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
打造一支讲政治、有情怀，专业精深、
富有活力的人才队伍。

首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
赛自 2023 年 12月启动以来，共有来自
全国 31 个省区市各级各类博物馆的
20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积极参赛。历
经三个多月的初赛、半决赛、决赛，专业
组和志愿组最终分别评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20名。

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央社会工作部
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浙江省文物局、宁
波市政府、宁波市文物局有关负责同
志，业界专家评委，各省区市领队、参赛
选手二百余人参加。 （文宣）

首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决赛在宁波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