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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由河南省文物局
主办，新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新
乡市文物局）协办的2024年河南省革
命文物法制工作培训班在新乡市举
办。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河南省文
物局、新乡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出席
开班仪式。

培训班围绕革命文物法规建设、
《河南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文物保
护工程管理等主题展开授课。学员认
真学习领会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回顾革命文
物保护法制建设的进程和成绩，总结
全国革命文物工作法制建设的新问
题、新挑战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形
势，交流革命文物法制建设的新思
路、新举措。

今年是《河南省革命文物保护条
例》落地实施的起步之年。河南省文
物局举办本次培训班，以训代会，以
宣传推进《河南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
为抓手，进一步明晰革命文物工作思
路，开启河南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利用
法制化进程，不断提升全省文物系统
依法保护革命文物、科学传承革命精
神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

来自河南省各辖市、济源产城融
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分管革命文物
工作的负责同志和革命文物工作相
关科室负责同志，省直文博单位、部
分革命文物重点县（市、区）文物局
（文旅局）相关工作负责同志共 70 余
人参加培训。 （豫文）

东晋顾恺之（传）《女史箴图》卷的
宋人白描摹本、宋人《洛神赋图》卷、明
代唐寅的《王蜀宫妓图》……9 月 4 日，

“千秋佳人——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
画特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幕，展
出了 83件兼具艺术性和历史价值的珍
贵画作。

“千秋佳人”展，是继前三期“庙堂
仪范”“林下风雅”“众生百态”之后，“故
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的第四期
展览。

“中国古代描绘女性人物的绘画，
在广义上被统称为仕女画，是传统绘画
中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影响的经典画
科。”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邢
陆楠介绍。从六朝的秀骨清像，盛唐的
秾丽丰肥，以至宋元的端严秀丽和明清
的纤细娇柔，仕女画在发展过程中不仅
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塑造了众多佳人
形象，更反映出各时代随政治、习俗、风
尚更迭，女性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的变
迁。

展出的东晋顾恺之（传）《女史箴
图》卷，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西晋张
华作《女史箴》，列举了历史上宫廷女子
的典范，借此表达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担
忧。东晋顾恺之将文中故事以图画的形
式加以描绘，使之通俗易懂。而展出的

此卷为宋人白描摹本，笔法流利舒展，
线条细劲连绵，人物形象高雅古朴。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植所写名
篇，描写了曹植离开魏都洛阳后，在洛
水之滨邂逅洛水之神宓妃，并与之思慕
爱恋的故事。展出的宋人《洛神赋图》卷
绘赋文首段曹植初遇洛神情景。此卷无
款，笔墨、造型属南宋院体风格，舆服也
参照宋代形制绘成，如随从中的行具、
茶床等物，画面空间比例合度，人物线
描以中锋为主，简约劲健。

在展厅中，观众还可以欣赏到清代
陈枚的《月曼清游图册》，描绘了仕女探
梅、秋千、弈棋、观花、梳妆、采莲、乞巧、
赏月、观菊、刺绣、博古、踏雪等十二个
月的生活，生机盎然。在清代佚名《中秋
佳瑞图》卷中描绘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
拜月场景，画中瓜果如葡萄、石榴、西瓜
等都具有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内涵。

“本次展览主题以独特的女性视角
展开，在形式设计上，设计团队也力求
营造出别具特色的展览空间。”展览形
式设计负责人何勰介绍，在色彩搭配
上，大胆地选用了粉色和蓝色的撞色来
表现中国传统女性的多姿多彩。

在展示手法上，除了文物陈列和传
统图文展板，还引用了多媒体展示和光
影创意装置。《七夕乞巧》动画视频以古

代女性为主人公，展现古代女性节日生
活片段。观众跨过月亮门就仿佛穿越时
空，走进古代仕女的生活场景。另外，诗
画屏风光影装置也极具诗意和创造性
地将展品中的经典女性形象呈现给了
观众。通过诗句、画面和人物剪影，共同
构造出引人遐想、余味悠长的意境，引
领观众领略画中女性的魅力。

同时，配合“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
物画特展”四期的展出，故宫出版社
出版《庙堂仪范》《林下风雅》《众生百
态》《千秋佳人》四册随展图录，按照
原展内容编排入集文物，全面展现展
览风格。既适合作为普及读本阅读欣
赏，又为专业人士研究学习提供了参
考资料。

近日，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文化遗
产管理研究院获悉，宁波余姚马廊厦遗
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出土类型多
样的生活遗迹和品类丰富的陶瓷器遗
物，证实马廊厦遗址是姚北平原地区的
一处大中型的人类聚落。

宁波余姚马廊厦遗址位于余姚朗
霞街道马廊厦自然村西约 300 米处。
2024年 4月至 8月，为配合当地经济建
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
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拟建
设地块进行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2000
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发现，该遗址堆积深度
为 0.3至 1.6米，自上而下分为 5个文化
层，年代从早到晚分别为商周、汉六朝、
唐五代、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共发现遗
迹102处，出土小件标本1163件。

据介绍，商周时期遗迹以灰坑为
主，还有 1 座墓葬。遗物以印纹硬陶和
原始青瓷为主。印纹硬陶以陶罐为大
宗，基本囊括同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硬陶纹饰类型；原始青瓷以瓷碗、瓷杯
为大宗，总体烧制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汉六朝时期，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
水井、路和沟渠，遗物多为青瓷，此外还
发现有纪年墓砖和纹饰墓砖。唐五代时
期，遗迹仅发现一座墓葬，遗物较少，以
碗、盘等日用瓷器为主。宋元时期，遗迹
有灰坑、墓葬、沟和柱洞，遗物以瓷器为

大宗，具有定窑、官窑、龙泉窑等南北方
窑系特点。明清时期遗存遭破坏严重，
未发现遗迹，遗物较少，均为青花瓷碗。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马廊
厦遗址考古领队梅术文表示，马廊厦遗
址文化内涵清晰，时代明确，年代从商
周延续至明清时期，是余姚地区目前所
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年代序列最为完
整的一处遗址，作为宁绍地区历史时期
社会发展的缩影，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
识宁绍地区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和人
类生活面貌。

除此之外，“遗址所出土陶瓷器，体
现出该地区陶瓷发展的完整脉络，证实
了南北方之间瓷器的贸易与流通，以及
各窑系之间风格的借鉴与融合。”梅术
文补充说，出土于唐墓的一块画像砖，
反映了时代民俗、生活面貌，是研究当
时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

本报讯 记者翟如月报道 9月
2 日，“粤博越有才”广东省基层博物
馆馆长培训班在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
开班。来自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
馆、深圳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专家学
者现场专题授课，省内近百名基层博
物馆馆长和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5天，以“基层博物
馆馆长培训班”为主题，面向广东全
省县级以下基层博物馆馆长进行专
题培训。7 名专家学者以博物馆综合
管理与运营、展览陈列、藏品管理、文
物的保护与研究、文创产业、研学及
安全管理等内容为题展开课程。培训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博物馆的管理运
营水平，深化全省博物馆之间的行业
交流互动，促进广东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提供有效助力。
开班式上，举办了广东省博物馆

事业发展基金会培训基地揭牌仪式，
标志着“粤博越有才”项目正式形成了

“流动轮训+定点培训”的工作模式。
据悉，“粤博越有才”文博业务培

训项目是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
并发起，由广东省博物馆事业发展基
金会联合社会各界力量联合承办，写
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的人才培养扶
持“双创工程”项目。该项目以文博单
位人才培育为抓手，以提升省内基层
博物馆的运营管理水平、促进博物馆
业务交流、推动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
发展为宗旨，先后在广州、梅州、湛
江、江门等地实施，培训了多批博物
馆综合管理和专业人才，成效显著。

本报讯 9月3日，由沈阳审判日
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主办，珠江
五校教育集团、辽宁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等单位承办的“铭刻历史记
忆 激发家国情怀——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9 周年”主题活动在沈阳审判日
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以下简称陈
列馆）举办。

为进一步加强馆校合作，充分发
挥陈列馆社会教育职能作用，沈阳审
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与珠江

五校教育集团签订共建协议，为未来
开展深入交流奠定坚实基础。共建仪
式结束后，陈列馆“和平花”志愿者带
领全体人员一同参观陈列馆，重温正
义审判的历史。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陈列馆承担了对公众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
聚力的重要责任与使命。未来，陈列
馆将继续深耕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
事，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沈文）

河南省革命文物法制工作培训班
在新乡举办

广东省基层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开班

沈阳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活动

83件珍贵画作亮相
“千秋佳人——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

本报记者 徐秀丽

展厅里的《女史箴图》卷

宁绍地区历史时期的社会缩影:

浙江宁波余姚马廊厦遗址取得重要考古成果
本报记者 杨亚鹏

汉六朝时期水井 唐五代时期花口瓷碗

（上接1版）发挥全球最大的文物艺术品保税服务综
合体——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的优
势，强化交易中心保税仓储、运输、展示等配套功
能，社会文物管理综合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已吸引
20家知名文物艺术品经营企业入驻。2021年通过该
中心进出境的文物艺术品货值已达 170亿元，相比
历史最高峰2019年的60亿元，增长幅度超过180%。
2022年3月，佳士得升级上海总部能级，打造上海艺
术空间。2023年5月，苏富比中国内地总部正式落户
上海，成为“艺术苏河”重要的一环。围绕“政策
集中、主体集中、交易集中、效益集中”总体策
略，上海已经成为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重要一站。

以“体系建设”增强基础性支撑作用
构建多层次文物鉴定研究服务“新高地”

一方面，持续扩大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服务
范围。从 2017 年开始，先后组织上海文物商店、
朵云轩集团、上海市收藏协会、上海市文物保护
研究中心和上海市社会文物行业协会等五家单
位，率先面向社会开展常态化民间收藏文物免费
鉴定咨询服务试点工作。同时，制定 《上海市
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咨询推荐单位工作规程》，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咨询制度。
2021 年，在青浦新城、嘉定新城、松江新城、
奉贤新城和南汇新城的博物馆增设五家公益鉴
定 咨 询 点 ， 为 市 民 提 供 免 费 公 益 鉴 定 咨 询 服
务。截至目前，十家推荐单位已累计接待收藏
爱好者五万余人次，无偿鉴定藏品总数超过十
万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社会舆论广泛好评。
另一方面，依托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上海管理处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着力强化区域性文
物鉴定机构职能建设，除负责文物进出境审核
外，承担了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文物拍卖标的审
核和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咨询等多项文物鉴定
业务。2023 年 11 月，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正
式加挂上海市文物鉴定研究中心牌子，区域性文
物鉴定机构职能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得到有效保
障，为多层次文物鉴定研究和服务体系建设打下
坚实基础。

通过三年的改革试点，上海的社会文物管理工
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
也发现，在文物市场执法监管、文物艺术品交易国
际化参与、临时进境文物后续监管、完善文物鉴定
体系、促进海外中国文物回流等方面，仍然存在一
些制约发展的问题需要破解和探索。为此，提出如
下思考和工作建议：

一是建立公平公正、精准高效的文物市场信用
监管体系。探索推行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
基本手段、以文物市场风险监测处置为补充、以信

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方式，激发文物拍卖企业
发展活力。建议在市场较为活跃的省份，推进文物
拍卖市场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在文物拍卖领域实现
标的审核、风险预警、事中监管、交易备案等全流
程信息化管理，并根据评定的信用等级，针对标的
审核、事中事后监管等实施差别化分类监管。

二是进一步优化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和后续监
管。将在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内成熟实施的文物临时
进境“6个月×N”制度逐步推广至已建立自由贸易
试验区或综合保税区，且有能力开展文物保税仓
储、展示交易工作的地区，提升文物临时进境通关
便利化程度。同时，进一步优化文物进出境审核管
理职能，加强队伍文物鉴定专业能力建设，健全防
止文物流失的协同管理和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文物
流失风险防控处置能力。针对文物、海关两部门间
对于进境文物监管没有形成闭环管理的问题，进一
步加强两部门的协同联动，试点开展文物永久进境
登记管理。

三是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物交易的可行性
机制。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前提下，创新交易机制和服
务模式，支持国际一流文物艺术品经营企业参与文
物艺术品交易，扩大文物交易领域高水平对外开
放。同时，通过对标国际惯例、国际标准和创新实
践，推出具有高水平开放能级的、内外资企业都适
用的管理制度，在吸引更多国际知名文物艺术品机
构参与交易的同时，依法依规、包容审慎构建好安
全底线框架，确保相关交易活动安全、有序、平
稳。

四是加快推进文物鉴定体系建设。健全、完善
文物鉴定程序和各类文物鉴定标准，推动文物鉴定
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建立文
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制度，优化公益性鉴定咨询服
务，探索开展经营性文物鉴定服务活动。加强国
家、区域、省三级文物鉴定机构职能建设，优化文
物鉴定机构区域布局，打造高水平文物鉴定人才队
伍。建立文物鉴定科技支撑体系，打造科技鉴定技
术研发、装备共享、数据应用统一平台，深化文物
鉴定基础研究。

五是拓展实施文物艺术品免税进境交易政
策。针对目前文物艺术品进境税收偏高制约更多
海外中国文物回流的问题，建议在已建立自由贸
易试验区或综合保税区，且有能力开展文物进境
登记及价值评估工作的省份，总结进博会文物类
展品的进境申报、监管服务等经验做法，探索拓
展文物进口免税交易更多元方式，并通过制度设
计，加强文物行政部门的监管服务，发挥好享受
免税进口文物的“公益”属性，有效促进更多海
外中国文物回流。

（上接1版）
研学能够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提升他们

的实践能力。儋州积极开展“书润古郡，研学东坡”
跟着书本去旅行活动、“探寻东坡文化，传承千年
文脉”第二期东坡文化研学之旅等研学活动，让学
生寻觅东坡遗存，探究文化魅力，感受历史印记。

“目前，儋州正在开展东坡文化保护利用工
作，积极推进东坡文化旅游区创建 5A级景区，届
时将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互动体验项目，
大力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李学哲说。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两次在浙江杭州做官，留下了治理西
湖等政绩和大量诗文。在第二次出仕杭州时，他看
到西湖湖床淤塞，葑草芜蔓，便疏浚西湖，并创造
性地将挖出的葑草淤泥构筑成长堤，被后世称为

“苏堤”。
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抵栖霞岭下，全长约

2.8公里，依次建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
跨虹六桥，是连通西湖南北两岸的主要通道。

近年来，为保护好、利用好苏堤，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实施苏堤园林景观提升、文
化景观恢复和苏东坡纪念馆展陈设改造工作。

经过提升的苏东坡文化公园以“保护世界遗
产，传承西湖文化”为主旨，解读“苏堤春晓”景点
要素、审美主题、景址景观，重点对苏堤文化进行
挖掘充实，对堤上绿化进行优化。

“苏堤春晓”御碑亭原来淹没在绿化丛中，此
次提升项目在御碑前增加了休憩停留空间，并对
相关历史进行深度挖掘，更加方便市民游客了解
有关历史，解读文化遗产。

除对文化景观的解读展示外，苏东坡文化公
园提升项目还强化绿化景观的改造，通过迁移部
分乔木，梳理灌木，让游客在苏堤散步可看到西湖
及西湖两侧的景观。

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寿苏会”是一项纪念苏东坡诞辰的传
统活动，有着900多年的历史。民众通过举办赏碑
拓、挂画像、咏故物、和诗韵等一系列宋韵文化活
动，借此传达对苏东坡的纪念。

6月 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共同打造“中国诗词大会西湖诗
会”。为让更多人了解西湖的人文内核，西湖景区
特别整理“东坡迹忆”等10条西湖诗词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西湖还新增了智慧服务，将数
字化元素融入标识标牌。“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智慧
屏进行导航导览，并实时了解当前景区景点，查询
天气、温度等实时信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花
港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李文昌报道 为充
分发挥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单位在
保护、传承、弘扬、展示长江文化方面
的重要作用，9月 4日至 5日，“长江流
域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学术会议在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
市举办。

会议围绕“加强合作交流，深化
长江流域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追溯
昆仑文化，助力昆仑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弘扬长江文明，助力博物馆高质
量发展”三个主要议题进行了交流研
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云南省博
物馆、安徽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
10 个长江沿线省级博物馆的代表作
主旨发言，分享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工
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南京市
博物总馆等 27 个长江沿线文博机构
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青海省博物馆就昆仑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博物馆助

力昆仑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阐释。
四川博物院汇报了由长江流域博物
馆联盟、长江文化促进会主办的“大
江东去水悠悠——长江水文化展”
（暂定名）筹备情况，计划将于年内在
三峡工程博物馆展出。

会议发布《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
昆仑宣言》，并召开“长江流域博物馆
联盟”换届会议，扩充联盟成员及副
理事长成员单位，选举产生新一届轮
值主席单位和轮值主席，青海省博物
馆当选为新一届轮值主席单位。

会议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
会文物司、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
文物报社指导，青海省文化和旅游
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
府、长江文化促进会主办，青海省
博物馆、海西州文化旅游局承办。
来自 19 个省份 56 家单位的专家学
者和长江沿线文博机构代表110余人
参加会议。

“长江流域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学术研讨会在青海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