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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
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月 10 日，我国迎来第十八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
化自信自强”，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
单位组织开展 7200 余项线上线下活动。适逢《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 20 周年，今年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主题为“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促进可持续发展”，各省份
举办 9800 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其中线下活动 6300 多
项。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呈现新气象。古老的文化遗产，在中
华大地焕发勃勃生机，绽放时代新韵。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规划密集出台，《关于让文物活
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意见》《关于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等印发，《全国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纲要》等编制，《长征文
化和文物资源保护传承专项规划》《长江文物保护利用专
项规划纲要》等印发实施，拯救老屋行动、文明守望工程
等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
落保护监管机制日益健全，各地区各部门联动合作日益
频繁。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常
委会公布的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修改文物保护法在
列。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上海、福建、山东、广东、重
庆、陕西等 10 个省份出台革命文物、地下文物、社会文

物、文化遗产等地方性法规。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社会各界依法履行对

文物资源的守护之责、全社会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强
大合力逐渐形成。”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
说，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有力支撑。

挖掘文化遗产价值宝矿

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及夏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等“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深海考古谱写新篇章……中华
文明研究持续深化，充分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
值，丰富人们的历史文化滋养。

2022 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 382 家，全国博物馆总
数达 6565 家，排名全球前列。全年举办线下展览 3.4 万
场、教育活动近 23 万场，接待观众 5.78 亿人次，推出线上
展览近万场、教育活动 4 万余场，网络浏览量近 10 亿人
次，新媒体浏览量超过百亿人次，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进一步彰显。

在有效保护前提下，我国利用非遗资源发展乡村旅
游等业态，推出一批非遗特色鲜明的主题旅游线路，推动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与现代生活充分联结，展现亮丽风
采、焕发勃勃生机。

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利用是保护成果的转化。相关
专家表示，“要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通过有
效利用，让保护成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高
品质生活，同时唤起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文化遗
产发挥更大作用。”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
价值符号，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文化遗产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
世界。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
在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中，应更加深入挖掘文物、非遗等文
化遗产资源的优势。

4 月 25 日，首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在西安
举行，正式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各方将推动城
市和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围绕“人类探源”“文明起源”“丝
绸之路”等主题，实施合作考古，挖掘亚洲文化内涵，支持
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共同推动博物馆馆际合作和文物展
览交流；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开展学术交流。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持续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
动，我国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公约缔约国大会
副主席国和附属委员会委员国，构建起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常态长效机制，与中亚五国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取得新
成效，与法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签署文化遗产领域合作
协定。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要
认真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方针，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力度，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深化文物国
际交流合作，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提供有力支撑。

（据《人民日报》）

重温历史 汲取力量
近日，我市税务系统离退休老干部 30 余人，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贺村抗日战

争纪念馆参观学习，缅怀抗日先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斗力量。本报记者 夏泽辉 摄

在灵宝市区北十五公里处的函谷关镇孟村境内
有一座函关夹辅，夹辅分为亭子和过道式门洞两部
分。门洞呈拱形，洞内为斜坡式过道，洞外上方有砖
框，框内用砖雕刻“函关夹辅”四字，洞内外分别刻有

“孟尝逆旅”“灵竹善在”两块匾额。函关夹辅于 1981
年在当地文物部门的文物调查中发现，同年被当地
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 年被河南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史料记载和当地群众口口相传，函谷夹辅
的由来与战国四君子之一孟尝君有关。

孟尝君借用门客的“狗盗之术”离开秦都咸阳
后，一路奔逃到函谷关，时值半夜关门紧闭，关规是
鸡鸣开关日落闭关，此时又有门客学鸡鸣叫“赚”开
关门，于是匆匆出关。出了函谷关东门，孟尝君让人
化装成自己模样，与马车随从一起向南奔去，他则一
身下人打扮，顺小路向北摸黑行走。当他走进一片
竹园时，天已大亮，于是他换上教书先生的装扮，来
到当地一个村庄。由于孟尝君学识渊博，深懂礼仪，

被竹园深处村庄的富裕人家留下教儿子读书。当时
村里识字人少，凡有书信往来，都来找这个自称孟先
生的人。

三年后，孟尝君带领齐、魏、韩三国攻打函谷关，
村里的老百姓才知道当年的孟先生原来是大名鼎鼎
的孟尝君。人们为了纪念孟尝君，就把这个村改名
为孟村（今函谷关镇孟村），并在村东出口处建一亭，
前书“函关夹辅”，后书“孟尝逆旅”。

后来，亭子在 两 千 多 年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屡 遭 损
毁，直到清末灵宝名人薛书常和其子薛国仁于清
光 绪 十 二 年（公 元 1886 年）在 孟 村 重 修 ，并 在 南
门 洞 上 重 新 刻 写“ 函 关 夹 辅 ”匾 额 。 由 于 这 一 建
筑本就是纪念孟尝君出关后在此躲避而修建，且
这里以前确实有竹园，并对掩护孟尝君逃离秦军
追捕起到了关键作用，才有了后来的“灵竹善在”
匾 额 。 除 此 之 外 ，孟 尝 君 在 此 地 ，前 有 函 谷 关 门
紧闭，后有秦军追击的前后相夹之难，被称为“函
关夹辅”也是理所应当。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6
月 9 日，为迎接第十八个文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宣 传 文 化 遗
产，科普非遗知识，陕州澄泥
砚与陶瓷非遗作品展在陕州
人马寨王玉瑞澄泥砚展示馆
举行，来自三门峡市、陕州区
相关部门及文艺界人士参加
活动。

本次展览主要展示了陕
州人马寨王玉瑞澄泥砚展示
馆馆长、非 遗 传 承 人 王 跃 泽
创 作 的 澄 泥 砚 、天 鹅 砚 、金
蟾 砚 、山 峰 砚 等 系 列 作 品 30
件 ，唐 、宋 、清 代 与 民 国 时 期
的响弹藏品 9 件以及陕州区

西 李 村 乡 龙 脖 村“ 90 后 ”青
年 陶 瓷 艺 人 、北 京 林 业 大 学
产 品 设 计 专 业 研 究 生 马 鹏
飞 创 作 的 陕 州 镂 空 响 弹 作
品 20 件。

据介绍，陕州镂空响弹制
作技艺由人马寨澄泥砚窑场
的工匠们世代相传，王跃泽制
砚之余也创作了许多响弹作
品。为进一步将响弹技艺传
承 下 去 ，王 跃 泽 现 场 收 马 鹏
飞 为 徒 ，并 表 示 今 后 师 徒 二
人 会 勠 力 同 心 、刻 苦 钻 研 技
艺 ，创 作 更 多 更 好 的 非 遗 作
品 ，将 陕 州 的 非 遗 技 艺 继 续
发扬光大。

展出文化产品超过 12 万
件 、4000 多 个 文 化 产 业 投 融
资项目在现场展示与交易、共
开展各类活动 500 多项、总参
与 人 次 达 400 多 万 …… 第 十
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 6 月 11 日落下
帷幕。

本届文博会各地推出极
具地方特色、代表区域文化产
业发展最高水平的文化产品
和项目，展现了“历史悠久，博
大精深”的优秀中华文化。非
遗·工艺美术·艺术设计馆挖
掘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

涵的“拳头”作品参展，生动展
示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成
果 。 首 次 设 立 的“ 数 字 中 国
——AI 时 代 的 文 化 创 新 ”主
题展区，全方位展示我国数字
文化产业最新技术、创意和成
果，充分展现了文化引领、数
字赋能、科技支撑、融合创新
的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本
届文博会共有 50 个国家和地
区 的 300 家 海 外 展 商 参 展 ，
108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海 外 采
购商和专业观众线上线下观
展、采购。

（据新华社）

“都城肇始——纪念北京
建都 870 周年考古成果展”6
月 10 日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
馆（金 中 都 水 关 遗 址）开 幕 ，
展览汇集 6 家收藏单位的 187
件/套文物，通过历年考古发
现 与 研 究 成 果 ，展 示 金 中 都
的形制布局、社会生活、京畿
形 胜 等 内 容 ，力 求 再 现 中 都
气 象 ，挖 掘 金 中 都 在 北 京 都
城 发 展 史 上 的 里 程 碑 意 义 ，
以及对后世北京城发展的深
远影响。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

一部分“营国建城”，复原金中
都城市布局。第二部分“繁华
中都”，展示当时城市生活的
繁荣景象。第三部分“中都环
胜”，再现金中都的离宫别苑、
园林胜地。

展览由北京市文物局主
办，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首
都 博 物 馆 、北 京 市 考 古 研 究
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北京市丰
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房
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

（施芳）

陕州区：

举办非遗展览 传承非遗技艺

第十九届文博会闭幕
展出文化产品超 12万件

纪念北京建都 870周年
考古成果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李博）6 月 10 日，2023 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河南主场活动在郑州启动。今年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
强”。活动现场发布 6 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
首批文物主题游径，其中两条涉及三门峡多个景点
景区。

据悉，此次我省推出 6 条文物主题游径，以不可
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主题为主线，有机关联、穿
珠成链，集中展示专题历史文化的文化遗产旅游线

路，旨在更好保护利用文物，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
更好地“活起来”，让文物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和经
济社会发展。这 6 条文物主题游径分别为：文明探
源·仰韶文化主题游、盛世气象·巍巍国都主题游、
大河安澜·治黄史迹主题游、早期中国·夏商文明主
题游、天地之中·历史建筑主题游、赓续传承·红色精
神主题游。

其中，涉及三门峡的两条文物主题游径分别为——

文明 探 源·仰 韶 文 化 主 题 游 ：仰 韶 村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仰 韶 村 博 物 馆）— 庙 底 沟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庙 底 沟 博 物 馆）— 巩 义 双 槐 树 遗 址 —
大 河 村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大 河 村 遗 址 博 物
馆）。

大河安澜·治黄史迹主题游：三门峡大坝风景区
—小浪底水利风景区—花园口风景区—曹岗险工—
兰考东坝头—悬河—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
—嘉应观—济渎庙—黄河博物馆。

近日，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专家王苹主讲，题为《让仰韶
文化活起来——基于仰韶文化彩陶纹
饰的服装设计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的
思路与实践》的专题讲座在三门峡庙
底沟博物馆举办，王苹的讲解生动精
彩，赢得在场听众阵阵掌声，讲座结束
后，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王苹是山东青岛人，1972 年生，毕
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与服装设
计系。2008 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工作，从事考古绘图、美术考
古及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今年 3 月 9
日，她受单位委托，到三门峡庙底沟博
物馆进行仰韶彩陶纹饰的拍摄、绘制
和复原工作，其间受邀义务为第二十
八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第九届
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开幕式文艺
演出设计服装及相关文创产品。接到
任务后，王苹和制作团队不辞辛苦，加
班加点，经过数次打版、选料，最终呈
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仰韶文化时装盛
宴。5 月 19 日晚，《圣地仰韶·花开中
国》时装秀惊艳全场，模特身穿用仰韶
彩陶纹饰设计出 的 亮 丽 时 装 穿 梭 在
舞 台 和 观 众 席 ，远 古 艺 术 穿 越 历 史
时空，添彩霓裳羽衣，绘制了独具魅
力 的 仰 韶 画 卷 。“ 这 是 一 次 尝 试 ，对
我 来 说 也 是 命 题‘ 论 文 ’，演 出 得 到
了大家的认可，我很开心，观众的接
受 能 力 超 出 了 我 的 想 象 ，今 后 我 还

要继续当老百姓和考古研究者之间

的桥梁，让博物馆里的文物走进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王苹说，“在如何更

好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相结合方

面，希望我的设计能抛砖引玉，引导今
后更多更好的仰韶彩陶文创产品被设
计出来。”

王苹长期研究陶器纹饰与服饰文化，并且有独到的见
解。她认为，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代表了史前第一次艺术浪
潮，仰韶彩陶上抽象的纹饰与先民的思维意识有关，这种
高度提炼的审美艺术，既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先民对自然的
了解、美的追求，也充分证明了当时人们高超的艺术水准
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3 个多月来，我对仰韶彩陶纹饰进行研究、活化、普
及，并且把关于彩陶文创的设计无偿奉献给三门峡，希望
大家能更深入了解仰韶文化、宣传仰韶文化。”王苹说，“三
门峡在促进仰韶文化的创新发展上走在了全国前列，用实
际行动让仰韶文化活起来、火起来，此次演出就是一次成
功的实践过程，让我们努力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祝愿未来三门峡仰韶文化发展更加出彩。”

6 月 10 日，人们在黎平县肇兴侗寨的田园中演唱侗族大
歌。

当天，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侗寨，
以侗寨作背景，以田园为舞台，来自黔东南州各县市的歌手与
现场游客、群众约万人合唱侗族大歌等歌曲，展示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美。 新华社发

三门峡多地入选河南首批文物主题游径

孟尝君与灵宝函关夹辅
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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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绽放时代新韵
贵州黎平：

万人唱响侗族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