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 年 12 月 6 日 综 合主编/张硕 责编/何文娟 校对/陈尚宇 王娟 美编/焦九菊
电话：（010）84078838-6136 本版邮箱：wenwubao@vip.sina.com

2024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这
是进入新时代，文物法制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是文物法制建设史上又一
座里程碑。从1982年到2024年的42年中，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深
刻变化，文物工作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情况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对《文物
保护法》作出必要修改。作为一名退休多年、亲身经历多次法律修改的文物
法制工作者，回顾《文物保护法》历次修改，不禁感慨万千。

一说1982年首部文化领域法律

1982年 11月 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并
公布了《文物保护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第一部法律，是改
革开放时期文物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是文物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982年《文物保护法》共八章三十三条，包括总则、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
掘、馆藏文物、私人收藏文物、文物出境、奖励与惩罚、附则，以1961年《文
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制定，是对条例主要规定内容的继承和发
展。在继承方面主要有：文物保护的范围；地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调查
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及“四有”工作；文物建筑维修、修缮原则和办法；考古
发掘申报、配合基本建设和科学研究考古发掘管理；文物出境许可等。在
发展方面主要有：明确国有、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地
下文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私自发掘，外国人员或团体未经特许不得发
掘；馆藏文物保护和管理；私人收藏文物严禁卖给外国人等。1982年《文
物保护法》较之条例，框架结构合理，规定内容进一步拓展丰富，规范性
进一步增强。它的公布实施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为文物法律体
系构建打下了基础。

二说2002年第一次修订

2002年《文物保护法》是对 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第一次大规模修
订，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修订，修
订工作开始于1996年冬，历经六年时间，既有继承也有重大发展。这次修
订为解决文物保护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主要法律依据，是进入21
世纪文物法制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果，是文物法制建设的又一座重要里程
碑，为新中国文物法制建设奠定了深厚而重要的基础。

2002年《文物保护法》仍分为八章，但条数大幅拓展、增加到八十条，
发展幅度大，内容丰富，整体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法律语言表述进一步
优化。2002年《文物保护法》对四个章节名称作了修改，使各章名称更加
全面，涵盖各条规定内容，适应了工作需要，增强了科学性、合理性。2002
年《文物保护法》从总的方面讲，确立了文物工作方针，对文物保护“五纳
入”内容作出规定，进一步规定文物保护、利用、管理的主要措施，进一步
完善了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等法律制度，确立了文物行政部门执法主体地
位，加大了执法力度等。举要来说，第一章“总则”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规
定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
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并公布；第三章“考古发掘”规定因基本建设和生产建
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发现的地下文物；第四章“馆藏文物”
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取得文物方式；第五章“民间收藏文物”规定民间收藏
文物合法取得方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买卖的文物；第七章“法
律责任”对文物行政部门执法处罚作出20多项规定。

2002年《文物保护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保护、利用、管理
文物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十分明确和重要的规定，为做好文物保护
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

三说2024年第二次修订

2024年《文物保护法》是第二次修订，是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文物保护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况
下进行的，一些地方不可移动文物面临损害以致灭失风险，还需采取措
施加强保护；在旅游开发中，过度开发也对文物造成了损害；对文物违法
行为惩罚力度仍然不够。《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订根据新时代形势和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历时数年终于完成。2024
年《文物保护法》是对 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继承和发展，仍为八章，总
条数达到一百零一条，增加21条，同时拓展相关规定。

2024年《文物保护法》的发展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涉及文物保
护利用管理各条块。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有六个方面：一是增加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党中央对文物工作的新要求；二是增加对中国共产党各个
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物和伟大建党精神等文物的保护；
三是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加强文物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确保文
物安全；四是进一步加强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发挥文物作用，让文物活起
来；五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事业；六是加大文物
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总的来看，2024年《文物保护法》，总体上进一步提升
文物系统性保护利用和法治化水平。第一章“总则”由原来12条大幅增加
到22条。首次增加了文物的定义，为本法拓展内容、修订条款提供了重要
依据；规定文物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增加两个“坚持”对正确贯彻实施十六字方针至关重要。

2024 年《文物保护法》与时俱进，其本质属性是发展的、进步的，以
2002年《文物保护法》为基础，继承其基本内容，如文物工作方针、原则、
各种制度和主要保护措施等，这种继承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文物特
点和文物保护规律，表明新时代文物保护深层次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承
性，是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实践对文物保护的本质要求，是文物系统
性保护和合理利用实践基础上的重要发展，总体体现了中国式文物保护
管理现代化，为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为建
设文化强国奠定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基础。

附说1991年修正

1982年、2002年、2024年是我国文物法制建设史上的三座丰碑，其间
《文物保护法》还曾进行五次修正，它们也在文物法制建设史上留下了痕
迹，不应被忽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 1991年、2007年、2013年、2015
年、2017年对《文物保护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正。在这五次修正中，笔者认
为1991年修正最重要，虽然只修改了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两条，但涉及
款项多，涉及内容广，对于打击文物犯罪、维护文物安全至关重要。

1980年以来，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文物保护工作中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文物破坏、文物盗窃盗掘、文物走私问题日
益严重，而《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关于惩罚的规定总体偏
窄偏轻，不利于文物保护特别是制止文物破坏和打击文物犯罪行为，修
改势在必行。比如，根据第三十一条规定，“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以盗窃论处”。在打击文物犯罪实践中，破获此类案件后，往往由于盗掘
古墓人员把盗掘出的古墓器物（文物）卖掉或走私出境，“以盗窃论处”缺
乏追缴的文物，则难以定罪，有时只能罚款放人。因此，一些盗掘古墓人
员被抓，罚款放人后又去盗墓，形成了恶性循环。修改后明确规定“盗掘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追究刑事责任”。

这次修正从1990年开始，到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决定，修正后的第三十条由原来三项增加到八
项；第三十一条由原来四项增加到五项。这次修正加大了惩处违法犯罪
的广度和力度。与此同时，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相当于在刑法中增加了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为打击盗掘古墓葬文物犯罪提供了十分有力
的法律武器。在此后打击盗墓犯罪活动中，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
分子，有力地震慑和遏制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活动。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原综合司负责人，中国文物学会原副会长、研究员）

革命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是连接过去与未
来的桥梁。江西于都这片承载着厚重革命历史的土
地，凭借其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在新时代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守正创新之路。本文简要分析于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于都作为二万五千里长征集结出发地和南方
三年游击战争起源地，红色底蕴深厚。拥有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 104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1079件（套），
口述历史资料 75万余字。这些革命文物犹如一颗
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于都大地上，诉说着往昔峥
嵘岁月。近年来，于都县以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县创建为契机，积极作为，成果斐然。长征文
化品牌愈发响亮，红色研学培训和红色旅游蓬勃发
展，先后荣获江西省全域旅游示范区、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县等称号，其红色旅游经验更是入选全
国典型案例，每年吸引游客超千万人次。

于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经验启示主

要有：
创新体制机制是保障。提升文物管理机构级

别，博物馆升格为副处级单位，新增编制，成立红色
资源保护中心，充实多单位人员力量，将基层文物
保护员纳入公益性岗位，构建起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大格局。同时，整合各方资源，合力打造众多红色项
目，如 18个红色名村、30个红培教学点等。并积极
筹措资金，用于72处革命旧址的修缮与利用，为革
命文物保护筑牢了坚实基础。

科技赋能是关键。新建成的智慧于都指挥中心
设立于都红色资源保护板块，实现数据化管理。革
命文物信息平台共享、实时监控等功能一应俱全。
建设的于都革命文物 APP，更是全域展现革命文
物，具备安全巡查、动态检索等多种实用功能，为革
命文物保护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品牌塑造与文化传播是核心。于都结合当地革
命历史文化特色，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文化
品牌。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抓手，坚持项目
建设，完成多个纪念园、遗址遗迹项目修缮，建成一
批标志性项目，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成
为新名片。突出长征主题，持续开展重走长征路、横
渡于都河、长征纪念月、新长征杯全国体育赛事等
品牌活动，游客量不断增大，长征品牌影响力不断
提升。深挖草鞋、马灯、红色家书等革命文物背后的
故事，开发了“雩嘟嘟”“新长征”“初心志”等系列深
受游客喜爱的红色文创产品。

公众参与是动力。近年来，于都县发动广大干

部群众先后组建了长征源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
小红星讲解团等民间团队，采取说、唱、演、讲等形
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长征源合唱团坚
持十多年公益演出《长征组歌》，先后获“百鸣杯”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长征源宣讲
团赴乡村、社区、学校开展公益宣讲活动，获“全国
基层宣讲先进集体”、江西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小红星讲解员完成公益讲解 3000 多场次，受到广
大游客一致好评，成为纪念馆一张亮丽名片。

于都县通过强化保护基础、提升保护水平、凸
显传承成效和塑造长征文化品牌等一系列举措，实
现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事业的全面发展。然而，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任重道远。

未来，将进一步挖掘革命文物的内涵与价值，
让更多人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
提升保护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加强与各方合作，拓
展红色文化传播渠道，吸引更多力量参与到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事业中来。同时，不断丰富红色旅游产
品供给，提升游客体验，让于都的革命文物在新时
代持续绽放光芒，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作出更大贡献。（作者单位：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
出发历史博物馆）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
厚。区域内有龙冈商文化遗址，大冈佳富、龙冈中黄
等汉代遗址，楼王、大纵湖宋文化遗址等。盐城市盐
都区博物馆前身为盐城县博物馆，成立于 1961年，
先后获得盐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盐城市党史学
习教育基地、盐城市文明单位、盐城市社会科学普
及基地等荣誉称号。1983年，盐城县博物馆升格为
盐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全部移交给市博物馆。
1998年盐都区恢复博物馆建制。2010年，盐都区委、
区政府在城南核心区“盐渎明城”建设新馆，于2016
年 2月 5日正式对社会开放，今年被评为国家三级
博物馆。

网红国宝来袭 打造文物活化利用新场景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文化活动“数见
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活动在盐城市盐都
区博物馆举办，观众可以欣赏南京博物院顶流文
物“小粉炉”、两千多年前的环保“黑科技”代表
作“错银铜牛灯”和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

“清中期掐丝珐琅鎏金太平有象熏炉”。活动从 9
月 27日开始，持续至 2025年 7月，范围覆盖江苏
省13个基层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有诸多文物参展，包括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玉琮、新石器时代彩陶钵、西汉鎏金铜鹿
灯、东汉错银铜牛灯、东晋青釉山羊瓷尊、南朝青釉
瓷唾壶、南唐拱立女陶俑和持笏男陶俑、清乾隆年
间芙蓉石蟠螭耳盖炉、清末锡一品锅等，其中很多
都称得上是“镇院之宝”。

出土于邗江甘泉汉墓的东汉错银铜牛灯设计
精妙，分为灯座、盘、罩、盖四部分。灯座为站立状水
牛，身体中空，其背部上有灯盘、灯罩，顶端又有弧形
圆管通向牛头顶部，灯火点燃时，烟尘通过烟管导入
牛身体中的清水后被溶解，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

清乾隆年间芙蓉石蟠螭耳盖炉，此次也来到盐
城展出。此盖炉为粉红色，通体布满长短不一、大小
相同的天然纹理，腹部对称雕饰两组蟠螭和铺首衔
环耳，盖顶也雕饰四条小蟠螭，造型古拙敦厚，温润
剔透。

盐都区博物馆作为县级博物馆，日均参观人数
一般只能达到博物馆容量的十分之一。但这一展览
的举办使得盐都区博物馆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游客
爆满的情况，在参观高峰时间段，甚至不得不采取
临时限流措施。

“数见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系列巡展采
用“数字展+珍贵文物+文创艺术”展示相结合的形

式，把省内三家头部场馆的数字化优秀成果及部分
珍贵文物等优质资源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提供沉浸
式“逛展”新体验。展览由“见物”“见展”“见证”“见
面”四个部分组成。这三家博物馆以及中国海盐博
物馆精心挑选了 23件（套）馆藏实体文物，其中珍
贵文物16件（套）。

此外，还依托先进的AR/VR技术，将部分展陈
异地复刻，未参与“环省行”的更多实体文物们也

“分身”来到现场。南京博物院的“物华天宝”裸眼
3D装置让观众在指尖 360°玩转 26件珍贵文物；苏
州博物馆的“国宝月历”装置，云上亮相了“吴王夫差
剑”“秘色瓷莲花碗”等12件珍贵文物。

以“屏”为媒 以“数”见物

走入展厅，在屏幕上扫描一下二维码，
数字讲解员“苏小玲”就出现在观众面前，
亲切地告诉大家“本次展览的主题是什么”

“展览有哪些看点”“展览中应用了哪些新
的展示技术”……“她”能解答关于展览的
各种问题。

展厅内，《姑苏繁华图》《南都繁会图》
等描绘明清市井风情的名画借助数字化手
段，“动”了起来。古人往来穿梭，在喧闹的

江南城市里漫步，让观众一秒穿越回古代；戴上VR
眼镜，观众移步入景，深度游览南京博物院、扬州中
国大运河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举办的“玉润中华：
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特展”“布达拉宫——来
自雪域的世界文化遗产特展”“亚述之王：亚述巴尼
拔特展”等精品展览，感受虚拟展览带来的美妙体验。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5G大运河沉浸式体
验空间也“搬”来现场，以多屏幕融合方式还原，通
过裸眼 3D技术手段，让观众“一朝入画卷，一眼览
千年”，身临其境感受运河沿线 8省 17市的运河之
美。同时，“知者相随——跨越千年的古今对白互动
展”借助AI技术，让古代人物肖像以最真实的方式
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个沉浸式体验空间，成为观众排队体验的热
门选择。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表示：“这次展览真是
太棒了。我特别喜欢那个 5G大运河沉浸式体验空
间，感觉自己就像穿越回了古代一样。”

为配合巡展，活动还组织了 32 场社会教育活
动，用生动的讲解阐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游客在南
京博物院的“汉光熠熠——古代照明‘黑’科技”课
程中，了解中国古代灯具工艺；在扬州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运河舟楫通南北”课程中，学习舟楫的发展
历史，了解船舶知识体系，亲手拼搭船模；在苏州博
物馆“走进《姑苏繁华图》”活动中，感受苏州社会文
化和风俗风貌。

芙蓉石蟠耳盖炉冰箱贴、运河茶礼套装、吴王
夫差毛绒剑、贝聿铭的建筑密码立体书……各家博
物馆文创宝贝也都在巡展上闪亮登场，成了游客们

“把博物馆带回家”的不二选择。
未来，盐都区博物馆还将持续聚焦群众需

求，突出科技赋能，强化省市联动，发挥基层博物
馆的优势，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
放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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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探析
谢称英

家门口看大展 打造文物活化利用新场景
芈韫婧

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掩映在松涛流泉
之间的白鹿洞书院，是世界遗产庐山的重要组成
部分。白鹿洞书院历经兴废而赓续绵延，串联起历
史悠久的古代中国和迈进中国式现代化步履的当
下中国。

书院的文化价值及传承功用

书院作为授业解惑之所、养才育人之地，
构建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骨骼脊梁，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为书院教育说过四句话：教
之以爱，育之以礼，启之以智，导之以行。这
既是为人之道的高度浓缩，也是为学之方的精
炼概括。

书院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组成，
是江西闪亮而厚重的文化金名片，彰显着中华
文明的特质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更是有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抓手，结合弘扬长江文明、讲好江
西故事的时代要求，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
世界，让书院故事成为链接世界、推介江西的
最好桥梁纽带。

白鹿洞书院文化的研究成效及困惑

近年来，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对白鹿洞

书院文化做了连续性研究，如李宁宁的《白鹿洞艺
文新志》、吴国富和黎华的《白鹿洞书院》、滑红
彬的 《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历史名人与白鹿
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楹联匾额鉴赏》 等著作，
以及白鹿洞书院管理机构结集出版的《续编白鹿
洞书院新志》《白鹿洞书院系列丛书》《中国书院
论坛》等，为白鹿洞书院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创
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的现状，存在一定
的困惑，如书院文化研究的整体性、系统化的研
究仍显松散；研究人才老化，队伍缺乏；品牌化、
标识度的塑造依然乏力，没有形成广泛影响力和
知名度等。

传承创新路径的当下思考

未来，白鹿洞书院文化如何更好地创新
发展、如何争得更大的学术研究话语权，是
个现实而长远的课题，也是诸多研究人员的
责任使命。

首先，九江市文博场馆应加大对于书院文
化的叙事力度。将九江古代书院的文物特性及
文化内涵在公众文化展示区发挥、运用出来，
宣传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意义和内在文化内
涵，围绕名人文化、教育文化、建筑文化，在
陈列展览、讲解内容方面精心筹划，重点推

介。以趣味与知识并存的讲述，让受众明晰江
西书院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和全国书院中的地
位、文化影响和重要作用等。

其次，考量如何让白鹿洞书院文化彰显出
创新性。通过深入挖掘尊师重教、进德修业等
书院精神，培育家国情怀和坚定文化自信。传
承朱熹、王阳明等书院大师自由讲学之风，以
立志修德、慎独律己、忠诚爱国等富有现代意
义的素材，构建系统化教育资源；以更广阔的
文化视野持续丰富内容，注重名人文化、书院文
化、地方文化三位一体，以书院文化为核心共同
提炼区域人文特色；不断优化书院文化传承创新
路径，打造江西书院文化独具特色的文化滋养和
研学之旅。

再次，应该构建新媒体传播的白鹿洞书院独
有标识，根据传播的特征进行有效分拣，以意见
领袖和网红学者专家形成传播矩阵，擢升白鹿洞
书院文化的传播力。

总之，传统书院教育极具超越时空的意义，
使受教者由过去、现在、未来构建起来的人类历
史中检视自身价值，为社会教育赋予丰盈的发展
空间。挖掘价值，活化文化遗产，让书院文化成
为长江文明标识符号，我们依然任重道远，需要
社会各界合力共为，将新时代语境下的书院活态
传承推向一个更高的峰值。（作者单位：九江市博
物馆）

挖掘书院文化 传承长江文脉
陈谦

东汉错银铜牛灯

“博物知旅”融媒体采风团走进盐都区博物馆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文物保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