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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
现最早、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水平最高、持续
采冶时间最长、产业链最完整、保存最完好
的古铜矿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是
以矿冶遗址为依托、以现代展陈技术为手
段，以文化、旅游和教育协调发展为路径，全
方位阐释铜绿山地区青铜文化与矿冶文化
全貌的集保护、展示和利用多位一体的文化
教育中心。它不仅在传承与弘扬青铜文化、
矿冶文化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且不断实
践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科学陈列布展，创新展览效果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发挥其文化教育功
能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在以“青铜源·铜绿
山”为主题常设展览的策划和实践上，铜绿
山古铜矿遗址管委会始终坚持展览的“三个
创新”与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相融合的原
则，打造精品展览，被评为 2023年度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奖。

创新展览构思，让文物活起来。在布展
中，以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以科学
研究为支撑，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目
的，用最好的文物展品、最通俗的语言表达、
最先进的展览技术，集中展示铜绿山古铜矿
遗址发现、发掘、保护、利用的全过程，让矿
冶文化遗存、青铜文物等活起来。

创新展览内容，讲好青铜故事。精心打
磨展览大纲，以特色鲜明、简明扼要、通俗易
懂的主题“青铜源·铜绿山”为展览的主基
调。展览内容循序渐进分为“铜山有宝”“找
矿有方”“采矿有道”“炼铜有术”“青铜有源”
等进行布展，注重古人采冶活动的系统性和
逻辑性。在展览文字上，反复推敲、字斟句
酌，力图简洁精准。展览文物的选择上力求
典型性、代表性强，精致程度高，达到见物见
知识见故事的效果。

创新展览形式，实现文化惠民。展览形
式设计是一门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性的
艺术。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的基本陈
列，在形式设计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观
众至上”的理念，充分运用移动滑轨屏、油墨
导电互动投影、合成抠像系统、三维全息、幻
影成像、动漫、裸眼 3D、纱幕、地踩屏等科技
手段让展览活起来，将观众带入古代矿冶场
景之中；同时，采用博物馆与网络媒体端融
合，开发手机小程序等让展览潮了起来、火
了起来，激起观众的探奇之心。

坚持馆园展示结合，发挥遗产价值功用

为了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的展
览与遗址公园的景点建设有机结合好，高质
量保护好、利用好遗址区的各类资源，在遗
址公园建设上，先后编制《大冶市铜绿山古
铜矿遗址保护规划》《大冶市铜绿山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大冶市铜绿山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暨铜绿山片区开发建设控制
性详细规划》等专项规划，完成了文物影响
评估报告及相关配套规划，完善了园区内基
础设施建设。遗址公园发挥着自身的独特作
用，实现“三个功用”相互结合。

发挥保护和传承功用。铜绿山四方塘及
大岩阴山脚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的实施，使铜
绿山考古成果与公园价值实现了完美融合，
有利于保护、展示与传承青铜、矿冶文化遗
产。2024 年 2 月，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评为

“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案例”。
发挥教育和研究功用。在铜绿山遗址公

园区，修复了泉塘映月、九曲溪流、铜草花
海，模拟建设了矿工足迹、矿工墓地、战国冶
铜炉、明代焙烧炉，建设了研学工坊及现代
采矿机械等30多个自然和人文景点，这不仅
为学者提供了研究古代矿冶文明和青铜文
化的实物资料与场所，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
学习历史和传承文化的机会。

发挥价值和培育功用。铜绿山考古遗址
公园的景点与博物馆的展览相辅相成。从铜
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中
抽象出文化与精神，着重培育和弘扬先民们
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
和独具匠心的创新精神，这些精神通过博物
馆的展陈与遗址公园的景点所包含的优秀
文化特质传递给公众。

探索文旅融合，创新发展路径

文旅融合是文化和旅游两个产业的深度
有机结合，通过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形成新
形态消费模式。这种融合能够丰富旅游产品
的文化内涵的延伸，促进旅游服务的质量提
升，同时也能够使文化遗产资源得到更好地保
护与传承，增强其影响力和吸引力。铜绿山古
铜矿遗址管委会以遗址区人文资源和自然资
源为基础，将博物馆的展览与遗址公园的建设
有机结合，做好“四个发展”，创建矿冶文化特
色旅游景区，努力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新路径。

充分挖掘遗址文化内涵，赋能文旅融合
发展。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文化底蕴厚重，已出
土文物标本2万余件，时代上可追溯到夏代，历
经商周至清代，时间纵跨4000余年。文物标本类
别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武器、饰品和矿
冶遗物等。其中，出土的16.3公斤重的大铜斧被
誉为“中华采矿第一斧”，大型木绞车被称为是

“中国最早的矿山提升机械”，鼓风冶铜竖炉
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冶炼高炉”。出土文物标
本还映射出历史时期的文化因素，主要有青铜
文化、矿冶文化；考古学文化可分为后石家河
文化、大路铺文化、扬越文化、楚文化等。管委
会充分挖掘遗址的内在文化价值，全方位阐
释遗产所包含的精神内核，让游客在观景观
展中受到文化涵养，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手段，赋能文旅新质
发展。文旅融合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大力

加持。如何更科学更生动地展示铜绿山古代
先民找矿、采矿、选矿、冶矿、铸造等一系列
过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手段，例如：在“炼
铜有术”展厅，以盘龙城遗址为背景，利用裸
眼 3D技术，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铜原料，
加上铅和锡铸造出青铜器的故事展现给观
众，增强趣味性；在“青铜有源”展厅的结尾，
以古代矿工脚印为构思，用地踩屏装置艺术
空间与古代矿工足印相结合，让观众沿着古人
足印，脚踩铜花，既好看又好玩。

充分建设生态绿色园区，赋能文旅低碳发
展。公园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以
及提供生物多样性栖息地的重要作用，这也是
遗址公园属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铜绿山古铜
矿遗址公园绿化建设中遵循了“考古前置”和
最小干预地下遗存的原则，生态绿色富有特
色。据统计，园区的植被覆盖率达87.5%，种植
树木多达46种，还恢复培育铜草花等花卉植
物，打造“天然氧吧”“四季花海”，让观众亲近
自然、感受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提升感官享
受，让更多的游客市民能够体验、参观、打卡。

充分挖掘遗址文化价值，赋能文旅持续
发展。管委会以当前 350亩考古遗址公园为
基础，申报创建国家4A级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文化旅游区，积累文旅融合发展的经验。同
时，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区 555.6 公顷
内的人文、自然和村庄等资源为基础，着手
修编《大冶市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体
规划》，完善景区功能，以规划指导实践，增
强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多规合一”，即把遗址
保护区内外交通、管网配置、美丽乡村建设、
土地调配、旅游规划等合并一起，形成统一
的、综合性的文化遗产旅游总体规划。最终，
创建成5A级矿冶文化遗产旅游景区。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应充分
挖掘好并合理利用好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
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涵养与传播等
职能，继续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多样化可行
性路径，坚定文化自信。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黄河上游，位于古代丝绸之
路的咽喉要地，是“一带一路”的黄金地段，也是农耕
文化与游牧文化、中原文化与西部文化、华夏文化与
外来文化的交汇地。2023年12月19日召开的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文
化力量。做好甘肃文物考古和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
深入挖掘阐释甘肃文物资源蕴含的时代价值，是践
行“第二个结合”、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要求，
更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甘肃使命。

深入学习领会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重要论述，奋力推进甘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甘肃文物考古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先后有7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
项入选“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5项获全国“田野考
古奖”。出版考古报告和专著 60余部，发表简报、论
文 500余篇，10余部分获“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等奖项。同时，积极借助现代科
技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成果
初显。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发掘现场保护及实验室考
古项目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考古资产保护金尊
奖”，该墓地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获 2022全国优
秀文物藏品修复项目，“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车
舆价值挖掘与复原研究项目”获“十二五”国家文物
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此外，单位先后获得

“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化遗产保
护先进集体”“甘肃省直文化系统先进单位”“甘肃省
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先进集体”“省直文博系
统先进党组织”等荣誉称号。2023年，入选“感动甘
肃·陇人骄子”集体，获“全省五一劳动奖状”。2024
年，出土文物保护团队获第 28届“甘肃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

继续考古研究和价值阐释，不断探索未知、揭示
本源，深入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
灿烂成就和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

突出独特资源优势。甘肃文物资源禀赋突出，尤
其是以彩陶、长城、简牍、石窟寺等为代表的文物资
源。已初步构建起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
谱系和年代序列，填补了甘肃历史文化序列的空白，
彰显了甘肃作为黄河上游史前人类活动区域的重要
地位，见证了甘肃在中华文明起源、融合发展历程中
的重要作用。考古证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就有夏
河人、泾川人、武山人等古人类在甘肃活动。新石器
至青铜时代，甘肃东部以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
家窑文化等为代表，见证了甘肃地区是中国早期文
明起源与传播的重要区域；甘肃西部以齐家文化、西
城驿文化、沙井文化等为代表，证实了甘肃在中华文
明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东西文化交流枢纽作用。整
个历史时期，甘肃地区成为民族交融互动、丝路文化
往来互鉴的关键廊带，留下了以周秦、西戎、五凉、吐
谷浑、吐蕃、西夏及长城、简牍、石窟寺等遗存为代表
的丰富且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是研究中原王朝与
甘肃地区政治互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关系、丝绸
之路文化史等诸多领域的资源宝库。

秉持“大考古”理念和“大历史”观念，依托甘肃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围绕“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甘肃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早期矿
冶考古、周秦戎考古、佛教考古、吐谷浑考古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努力，开展了人类起源与演化、农业起源
与扩散、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民族交
流交往交融等系列考古工作。

传统考古全面深入。夏河县白石崖洞遗址，将青
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推至距今约19万年；张家川圪
垯川遗址，揭示出黄河流域目前所见保存最完整、内
涵最丰富的仰韶文化早期三重环壕聚落，证实该地
区是仰韶文化的又一分布中心；临洮马家窑遗址，对
进一步认识马家窑文化的来源、完善甘肃新石器时
代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义；庆阳南佐遗址，是一处具
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显示当时陇东
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近年来在河西走廊地区持续开展了早期矿冶遗
址考古，通过对一批冶金遗址的发掘，实证河西走廊
是中国早期冶金中心之一，对中原及周边区域冶金
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大麦、小麦、权杖头、土坯建筑的
发现，有力证明了在距今 4000年前后，河西走廊是
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对一批国内目
前所见最早玉矿遗址的发掘，证实在距今4000年至
2000年间，河西走廊进行着透闪石玉矿的开采，其玉
料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及其周边区域，并在多元一
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甘肃分布着丰富的周文化资源，以陇东南地区最为
富集。宁县石家·遇村遗址，首次建立起陇东地区西周至
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周、秦、戎文化遗存的发现，

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甘肃还是早期秦文化的发源地，累计发现早期

秦文化遗址69处，呈现出遗址年代早、等级高、文化
因素复杂、祭祀遗址众多等特征。通过对礼县鸾亭
山、西山坪、大堡子山，清水县李崖、甘谷县毛家坪、
六八图等遗址近17年的考古工作，对秦人、秦文化的
来源、早期秦文化的基本面貌、两周时期西戎文化的
内涵、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关系有了深入了解。李崖
遗址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秦人东来说，礼县西山城
址可能是秦人的早期都邑——西犬丘，大堡子山遗址
可能为秦人早期都邑“西新邑”，礼县鸾亭山遗址为寻
找秦襄公西畤提供了重要线索。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
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戎文
化的面貌，是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早期中西文
化交流、中国古代车舆发展和演变以及古代工艺技
术的重要实物资料。礼县四角坪遗址是秦帝国时期
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是国内目前首次发现
的秦帝国时期代表国家意志的礼制性建筑群。

此外，在武威南山地区确认了一批吐谷浑王族
墓葬，年代集中在公元 663年—755年之间，已确认
大可汗、阳晖谷、白杨山三大陵区，从文字和实物层
面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百年间逐渐融入中
华文明体系的史实，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
了理论支撑。

科技赋能考古工作。组织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大量使用。骨
骼人类学和动物考古学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锶同
位素和古DNA分析，在解决生物的食性、迁徙和起
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植物考古将植物大遗存和
微体遗存相结合。环境考古主要从气候变化、沙漠
化、水文变化和人地关系等几个方面对末次冰期以
来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研究。科技考古的大力开
展，使现场文物的保护得到了极大改善，实验室考古
的清理，则最大限度地提取了文物信息，为后续的展
示利用和保护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整体来看，甘肃考古文化资源延续性好、类型多
样、保存较好，对于解决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
代、青铜时代及秦汉以来诸多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以旧石器时代考古为
代表的古人类史研究，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代表的
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研究，以矿冶遗存考
古为代表的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以周、秦遗存考古为
代表的中华文明发展研究，以吐谷浑等遗存考古为
代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研究，加强多学科联
合攻关，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贡献考古力量。

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强化成果展示
宣传、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着力构建大保
护格局，探索甘肃考古发展新模式。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上，甘肃考
古要做好整体规划部署。初步建成田野发掘、实验室
考古、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等多学科融合
发展的学科结构。初步形成涵盖考古研究、保护研
究、历史研究及科学管理，多领域、高层次人才队伍，
打造甘肃领军、西北领先、全国知名的科研阵地。为
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持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进“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
本图景、基本态势以及甘肃不同区域的文明演进路
径等重大问题，充分揭示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二是提升考古学学科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积
极申报国家级和省级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积极挖掘、阐释及推广考古成果价值，不断深化
考古研究：打造一支高质量研究团队、凝练一批高质
量课题、攻关一批重点项目、出版一批高质量报告、
转化一批高质量成果，稳步提升考古科研能力，构建
完善、科学、有效的科研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争取
各方力量，积极推进科研机构的申请与获批。

三是守正创新，积极作为，持续加强考古机构建
设。对标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设，围绕整体
提升考古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一处新的工作场所，打
造公共文化新地标。以南佐遗址为重心，着力凝练工
作经验和发掘理念，打造一个样板工地，探索考古发
掘新范式。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单位发展新
活力。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四是加强考古公众文化服务，积极推广甘肃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国内外各博物馆合作，协办或
共同举办文物展览，阐释甘肃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节庆，在单位和考古工地
开展考古公众开放日活动；定期举办研学等公众考
古活动，蓄力传播华夏文明薪火。

（作者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发挥遗址博物馆功用 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
——以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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