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亮点

以实物说话，构建展览主题
展览围绕考古发现和文物保护利用中的制度保障、考古发现、

文物保护、海丝申遗、传播传承等主题开展，选取从化狮象遗址、增
城金兰寺遗址、黄埔竹园岭、陂头岭、茶岭、甘草岭、沙岭和广东广
雅中学等众多重要遗址和小马站-流水井，解放中路安置房，广州
市大佛寺南院区，增城莲花书院，南石头监狱遗址等古城考古的重
要项目，展示小谷围脆弱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东山大墓出土漆木
器保护修复、南汉康陵、广州动物园东汉墓等最新文物保护利用成
果，以考古出土实物、图片照片、法规文件、档案记录、出版书籍、信
息系统、纪录片等大量材料，直观、集中地
建构和呈现广州新时代以来最新的文物
发现、保护和利用工作成果，使广大观众
能对新时代的文物工作和成果有进一步
的了解。

展品与展览形式的融合
展览展品从展览主题和展示效果出

发，遵循重点突出、具有代表性、学术和实
物价值重要等原则，辅助多种展示手段，从
而挑选出广泛性的展品搭配和展览样式。

在展览形式上，展览陈列与文物特点
充分结合，通过不同颜色、场景搭配、观

众互动等活化展览形式，既有重要遗址出土的文物组合，又有汉
代陶鸮形五联罐、青釉鸡首壶、陶鹿座灯等精品文物，满足文物
学术和观赏上的需求。除了文物之外，代表性文物衍生的文化创
意产品如“百变鸮小”多功能手机支架、“花间舞”金属书签、“浮
净”香薰灯、“鸾凤齐鸣”丝巾、“美好四季”胸针等也在展览中呈
现，并且观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及线下开展的互动活动获取文创
产品，增强展览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帮助观众更好理解文物信息
和感受文物之美。

社会参与的展示
新时代以来，大众对于考古发现和文物保护利用事业的关注

度不断提升，最新考古发现、博物馆文创热潮、博物馆的出圈、文物
径旅游等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议题，通过多方式、多渠道宣传展示
广州丰厚的历史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回应了
社会大众对文博事业的热爱和需求。

同时，社会公众作为考古发现和文物保护利用事业中的参与
者，展览中也设置了展示区域，将考古工地研学、馆校合作等多样
性、多元化活动作为展示内容之一，呈现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中的
公众参与，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的良好氛
围，提升文物保护工作的影响力。

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
展览将参观和互动的节奏合理融合，在不同的展厅区域设置

与主题和文物相关的互动体验，让观众在观看展览、观赏文物的同
时，增进观众对文物和内容的了解和体验，提高观众学习和探索的

主动性，从而提高展览的互动性和体验感。
文物涂鸦墙将文物线图与观众想象相融合，由观众赋予文物

与历史色彩与纹饰，使文物在观众的笔下重新焕发光彩和活力，呈
现出观众对于文物和历史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的想象，深化观众对
于展览的感受和记忆。

文物径连连看设置了古城印记、海丝史迹、红色羊城以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四条路线，既是对各文物史迹点和历史文化场所的介
绍，更是对独具特色的城市形态风貌、千年海丝交往交流印记、红
色羊城主题历史文化、浓郁的城市民俗风情的串联与整合，促使观
众重新发现家门口的历史文化遗产，并邀请观众一同打卡，探访和
解读广州的城市历史与文化。

建筑结构大揭秘展现了“四有”工作中文物保护单位矢量化数
据采集及测绘的成果。通过矢量化数据采集及测绘形成的结构线图
和三维图，“掀开”建筑的外观，向观众全面地揭示了文物建筑内部
结构；“叠加”建筑的线图，让观众深入领略文物建筑的艺术之美。

在宣传教育活动方面，配合展览在线上推出了#砥砺奋进 再
续华章#文物径打卡活动，线下推出了狗眠岭墓地考古工地研学、
展厅打卡、文物保护答题活动，结合展览举办广州出土文物保护
修复实践、走近考古等学术讲座。在展期内计划继续与学校合作
推出学生讲文物故事，面向公众推出海丝学习小课堂，融合传统
节日冬至推出寻“九”挑战等系列活动。展览展期为 2024 年 10 月
18日至12月22日。

（执笔：王如诗 孙玉霞 苏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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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广州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展

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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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二陵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砥砺奋进 再续华章——新时代广州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展”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生动诠释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

传承发展。

新时代以来，广州始终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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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文物保护

利用，努力实现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宣传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广州策划了《广州文物志》（3卷）编纂、新时代广州考古发

现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展、“广州十大文物地标”评选、回望来时路——广州文物事业口述史访谈、文物保护典型人物微视频

等“向文物致敬”系列活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展览内容

本次展览聚焦新时代以来广州文物考古工作取得
的成果，分为“法规护航”“考古发现”“文物保护”“海丝
申遗”“传播传承”五部分，展出了新时代以来广州考古
出土的 220件（套）文物和一批珍贵的文献、影像资料，
生动展示了广州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发展、文物法规日
益完善、文物保护成绩显著、文物利用亮点纷呈的工作
局面。

法规护航
新时代以来，广州扎实推进“考古前置”工作机制

改革、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强化文物安全监管、积
极牵头海丝保护与申遗等工作，努力推动文物事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国内最早开展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地方立法的城市之一，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
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广州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广州市博物馆规定》《广州
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规定》等一批地方性法规和
政府规章，在新时代相继公布实施，为全市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考古发现
广州考古发现、抢救和保护了大量地下文物资源。

新时代以来，广州地区史前先秦考古成果丰硕，一批重
要史前先秦遗址的发现，极大地充实了广州地区的史
前先秦考古材料，为探索6000~2000年前广州以至环珠
江口地区的人类社会面貌，以及岭南文化形成、发展及
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体系的历程提供了重要实物资
料。历史时期的墓葬考古成果精彩纷呈，观众可以“透
物见人”，感受广州先民的丧葬习俗、生死观念与生活
意趣。古城考古的重要发现，记录了广州自建城以来
2200余年延绵不断的发展轨迹。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
成果，让广州的历史轴线极大延伸，广州的历史信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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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保护
新时代以来，广州始终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采

取多项有效措施，切实加强文物保护力度，紧紧守护广
州历史文化根脉，不断推进文物“四有”、专项调查研
究、保护利用和文物信息化等工作，向非国有文物保护
修缮给予资金补助，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逐步
探索出一条体现广州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掀开
了广州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本次展览展
出了可移动文物、考古遗产、文物古迹等重要保护成
果，其中东山大墓出土漆木器保护修复项目中的部分
文物，系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海丝申遗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和东方大港。

珠饰、玻璃器，各类瓷器，南海神庙明清码头遗址等考
古发现和文物史迹、文献记载相印证，见证了广州自秦
汉以来持续不断与海外地区交往交流的历史，实证广
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港口和商业都会，是广
州开放开拓、多元包容城市特质的生动体现。广州作为
海丝保护和申遗牵头城市，努力构建海丝联合申遗新
格局，积极发挥申遗引领作用，推动申遗取得实质性进
展。

传播传承
广州文物部门积极践行“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的理念，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文物有
效利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让更多文物活起来，激活
文化发展传承之力。展览还对新时代以来广州文物部
门依托考古与文物保护成果推出的考古成果展示、考
古遗址保护利用、考古工地研学、馆校合作、文创产品
开发、媒体宣传报道等内容进行了集中展示。为公众讲
好广州故事、湾区故事、中国故事，吸引更多人走近文
化遗产，让文物考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考古遗产焕
发时代新活力。

文物径连连看

鸡首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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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涂鸦墙 图书角与文创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