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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聚首共话考古新篇，全国同心共谋遗产未来

为加强城市考古发现与研究、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考古信息化建设、考古成果宣传展览
等交流互动，推动“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广州工作站”建设，实现城市考
古事业高质量发展，11月8日至10日，“探索与实践：新时代城市考古和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
暨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24年会”在广东广州举行。

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河
南省文物局、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指导，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联合主办。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文物报社、科学出版社，中
山大学、郑州大学、暨南大学，部分城市文物行政部门，国内 30多家省市考古院所及文博单
位专家学者和代表近百人出席。

11月9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主持，他提到本次会议
的缘起之一是去年 11月底在广州召开的“新时代考古：保护、研究、传承”学术研讨会上，中
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考古学家朱岩石先生作会议总结时，特
别强调要注重探索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和城市考古“一张图”的建设。基于这个
指导意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去年底就决定，今年内要继续举办关于城市考古的会议，
以进一步交流探讨和推进落实这两方面的工作。本次会议的举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达对
朱岩石先生的深切缅怀和崇敬追思之情。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广州市文物局局长刘晓明代表东道主致辞，对来自全国
各地的参会代表表示欢迎，并强调此次会议是全面推进河南、广东两省战略合作的又一实际
行动，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随后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慧明致辞，他提出，面对新形势，
应进一步明确城市考古和考古遗产保护工作的定位、内涵和任务，着力推进城市历史的考古
实证和研究、城市文脉的保护展示、城市管理的决策服务等三个方面工作。而后，中国考古学
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主
任、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致辞，他充分肯定了河南、广州两地基于“城市考古与保
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广州工作站”开展的交流与合作，本次会议的举办，为两地文博
考古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全国各地之间的文物交流合作树立了良好榜样。

开幕式结束后，来自北京、沈阳、郑州、开封、济南、西安、咸阳、杭州、苏州、温州、南昌、成
都、福州、南宁、广州等多个城市的参会代表，围绕新时代城市考古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城
市考古“一张图”信息化建设、城市考古法规及工作机制建设、公众考古与考古成果传播等议
题展开深度探讨，先后共有21场专题分享。

与会代表发言结束后，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作学术总结，提出了今后城市考古工作中要特别关注的四个
问题：一是考古“一张图”建设，这是现今所有大遗址、城市考古项目必备内容，包括系统的构
建、资料的录入，通过对考古项目数据的分析，推动考古事业不断进步；二是考古工作精细
化，包括传统方法、技术的坚持和提高，提升考古地层和复杂遗迹现象的判断能力，坚持全面
发掘和重点局部解剖相结合；三是密切关注古今叠压城市的考古，很多古今叠压城市都是历
史文化名城，要特别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四是注重多学科的运用，重视与科技考古、历史
地理学和建筑考古学的交流与合作。

城市考古基地新征程：豫穗合作，共筑文化传承新高地

城市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的发展对文化传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中
的考古遗存是历史的见证，必须要保护好、利用好，充分激发蕴含在城市文脉中的精神力量，
让城市历史延展、城市文脉延续，成果人民共享。城市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为强化对科研工
作前沿实情和规律性把握，妥善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提供指导，城
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应运而生。

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于2016年12月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河南省
文物局组织、依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定位为“面向全国的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
护科研与应用推广平台”。自基地设立以来，围绕科研基地中心任务，主动作为、创新发展模
式，先后设立商丘工作站、开封工作站、广州工作站等多个站点，发布了开放课题等，卓有
成效。

2024年 3月，为全面推进《河南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23-
2027）》落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本着“开放、合作、共赢”的原
则，合作共建“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广州工作站”，并正式挂牌。通过设
立“广州工作站”，充分发挥基地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以广州城市考古为基础，辐射华南地区，
进一步深化城市考古与保护的研究理论和技术方法，强化在考古发掘、科技保护、学术交流、
展览展示、人员培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开展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推动城市
考古发展，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的水平，设立开放课题，强化地区联合，促进资源共
享，增强科研基地的辐射作用，为全国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科研和运作提供理论支持
和实践经验。

深挖考古遗存内涵，阐发城市文化力量

广州城属于典型的“古今重叠式城市”，自公元前 214年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以后 2200
余年，广州城以今北京路、中山四路为中心，像同心圆一样向四周扩展。中山四路、中山五路
发现的东晋、南朝城墙，是在东汉城墙基础上加宽加固；中山四路和西湖路出土的唐代城墙，
为理清广州城边界和广州古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市第一人民医院、旧仓巷、中山
四路、越秀北路发掘的宋代城墙，确立了宋代广州三城的范围；中山六路、解放中路等工地发
掘的宋代遗址出土大量陶瓷器，反映了宋代广州陶瓷贸易的繁盛。

新时代以来，广州文物工作者不断强化考古资料整理和研究阐释，围绕珠江三角洲史前
先秦考古、广州城市发展变迁、岭南文化、海丝文化等课题，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开
展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广州历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莲花书院遗址入选“2018年南粤
古驿道文物重大发现”，南石头监狱遗址入选“广东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另外增城金兰
寺遗址、黄埔茶岭甘草岭遗址、陂头岭遗址、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东濠涌孖鱼岗涌唐宋
城墙基址、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唐至清代遗址、广州市大佛寺南院区工地、中山六路RJ-6/7
地块汉至清代遗址等重要考古发现，让广州的历史轴线极大延伸，广州历史的信度显著增
加，广州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广州的城市记忆和历史图景变得丰满、鲜活而生动。

广州文物工作者牢固树立保护与利用并重的理念，近年来，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在城市
考古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的工作上进展喜人。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广州
动物园东汉墓、陂头岭遗址、广州动物园麻鹰岗东晋墓和南朝墓保护利用项目取得丰硕成
果；“科技赋能 王宫重现——南越王宫博物馆展示利用项目”入选“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
十佳案例”，“南汉康陵遗址剧场化展览新模式项目”入选“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案
例”，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化遗产的精华，充分发挥考古遗存的社会功能，从而达到文物保护和
城市建设的“双赢”效果。

锚定文化强国目标 筑牢城市考古根基
——“探索与实践：新时代城市考古和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暨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24年会”举行

顺应信息潮流，数字考古开新篇

为响应国家相关政策及规划引导，促进城市建设和文
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助力“考古前置”工作机制改革不断
深入，切实推进“文物考古一张图”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档
案整理及数字化项目于2023年9月实施，建设内容包括考古
项目编目整理、项目结构信息提取、项目位置标定和边界矢
量化以及项目信息录入与管理等。2024年9月上旬本期项目
已验收并结项，完成了2017-2021年共809档考古项目的文
件整理、信息提取、矢量处理项目点与项目边界等工作，并
将属性信息、项目点与项目边界数据入库。

广州市文物考古档案整理及数字化项目，基本达成从
数据采集、资源整合到统一应用管理的建设目标，制定了全
国首个涉及城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的元数据标准
（《广州市考古项目元数据规范》），完成了系统搭建及部分
数据资源整理工作，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存储管理、查询统
计、分析应用，使考古日常工作开展、业务成果管理等得到
有效支撑，为后续深化广州市“文物考古一张图”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

制度创新与法同行，预保护策略成效显著

广州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深刻地认
识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保障
作用。作为国内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地方立法的先行
者之一，新时代以来，广州逐步建立以地方性法规为主干，
以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配套，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精
细化、全覆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制度体系，开创性推
出历史文化遗产预保护，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考古前置，设立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等制度设计。

首先，广州市通过地方立法，自2013年5月1日《广州市
文物保护规定》实施以来，精准定义“大型基本建设工程”，
并将“考古前置”的概念移至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或划拨）阶
段之前，有效实现了“净地出让”。其次，正在实施的《广州市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前
考古调查勘探程序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明确中心城区
和周边城区建设工程项目的考古前置要求，确保考古工作
经费的财政支持，减轻了土地开发主体的经济压力，同时优
化了营商环境。此外，广州市政府因地制宜，于2014年5月公
布了首批地下文物埋藏区，覆盖68平方千米，要求在地下文
物埋藏区的所有建设工程项目，均须落实“考古前置”，这一
举措在广东省内尚属首次。

在此基础上，广州市陆续出台了《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
史风貌区保护办法》《广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规定》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办法》和《广州市革命遗存保护办法》等一系列地方法
规和政府规章，形成了坚实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上述法规体系的支持下，新时代以来，广州累计完成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 3300宗，完成考古发掘 11万多平
方米，出土重要文物标本3.1万余件（套），成果丰硕。这些努
力不仅有效保护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也为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公众考古启新潮，文化成果润民心

新时代以来，广州文物工作者积极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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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深入挖掘文物内涵，创新利用方式，强化公共文化服
务，提升服务水平，拓展传播渠道，使文物考古成果惠及更
多群众，让考古遗产焕发时代新活力，推动考古遗产保护利
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首先，依托重要考古遗址建设遗址博物馆，如康陵遗址保
护工程，通过跨学科融合的“沉浸式艺术剧场——倾听·康
陵”，创新遗址利用，激活遗址生命力。其次，利用院（馆）藏文
物资源，举办考古新发现成果展，如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特色考
古展览“寻迹羊城——广州考古新发现展”，并配套直播导赏、
考古研学、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观众反响热烈。第三，活用基
建考古工地、实验室等资源，开展工地研学、实验室研学、文物
修复体验等特色活动，如“我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修文物”系列
活动，让观众深度参与考古发掘、文物修复，增强公众考古体
验。第四，借力新闻媒体宣传考古新发现，如中央电视台《探
索·发现》播出的“南汉二陵发掘记”“羊城寻古”“广州陂头岭
遗址”“金兰寺遗址”“岭南早期文化探源”“番禺汉墓”等多个
节目，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播出《何以岭南 古粤探源》，及时向
公众传递广州考古新动态、新成果。第五，加强馆校合作，如广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埔工作站、黄埔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中心于2023年2月6日在广州实验中学挂牌成立，标志着政、
教、研、企多方合作新模式的开启，黄埔工作站不仅组织考古
资料研究整理、开展考古课题研究，还积极组织推广活动，实
现黄埔区文物保护利用和教育宣传的有机结合，打造“全国首
个校园里的考古工作站”特色馆校合作品牌。

广大文物工作者必将以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文化
自觉、强烈的文化担当，努力做好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研
究、传播和传承，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供稿：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梁云诗 黄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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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物考古一张图”页面展示

南汉二陵博物馆和康陵展区远景

广州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

广州动物园麻鹰岗墓地航拍全景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工地研学

南汉康陵遗址“数字化+剧场化”展示新模式项目

“倾听康陵”沉浸式艺术剧场现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