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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

优秀传统文化，让精神家园更具魅力
———第四届中国非遗保护—第四届中国非遗保护（（德清德清））论坛侧记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王学思

京东大鼓星火日系列活动津门举办

灵山遗址发掘现场，张义民（近前躬身着衬衫者）协助考古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李晓玺 摄

灵山遗址出土的器物盘 张晓东 摄

灵山遗址出土的石矛 张晓东 摄.

2016 年 6 月，四川省阆中市梁山

村村民在古城东北方向的灵山开荒

修 建 蓄 水 池 时 ，挖 出 大 量 有 神 秘 纹

饰的碎陶、瓷片，后经有关方面考古

发掘，日前，记者从四川省阆中市灵

山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及其成果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阆 中 灵 山 遗 址 考 古

取 得 重 大 发 现 ，考 古 专 家 推 断 灵 山

遗址的年代最早可至新石器时代晚

期 ，这 一 发 现 将 阆 中 乃 至 南 充 有 据

可 考 的 人 类 活 动 历 史 ，从 距 今 约

3000 年提早到了 4500 年至 5000 年，

这也是首次在嘉陵江干流发现新石

器时代遗址。

意外发现
村民张义民的义举

灵 山 地 处 嘉 陵 江 与 东 河 交 汇

处，距阆中城区约 5 公里。遗址位于

灵 山 山 顶 与 山 腰 台 地 上 ，其 发 现 纯

属偶然。

2016 年 6 月的一天，阆中市文成

镇梁山村村民张义民在灵山山腰一

块荒地上挖蓄水池，挖到 1 米多深的

时候，发现了一块碎陶片。一开始，

他只是觉得奇怪，没有太在意。但继

续往下挖，陶、瓷碎片越来越多，张义

民立即停工。几天后，恰逢阆中市天

文考古队到梁山村做田野调查，张义

民便拿着几块挖出来的碎陶片给考

古队成员查看，请教他们。考古队成

员们也详细询问了张义民相关情况，

随即打电话向阆中市文管局工作人

员刘富立汇报情况。当天下午 5 点，

刘 富 立 赶 到 灵 山 查 看 现 场 ，并 对 村

民 们 挖 出 的 陶 、瓷 碎 片 进 行 采 集 并

拓 片 ，随 即 将 相 关 情 况 上 报 四 川 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

队长孙智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

说：“我们在查看现场时发现有原生

地层和疑似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

和石器，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发现，应

该进行抢救性发掘。”随后，孙智彬与

阆中市文物局同志分别向单位和地

方领导部门汇报，申请发掘许可。

考古工作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正

式开始。经过 9 天的考古调查及勘探

工作，2016 年 9 月 28 日，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南充市文管所、阆中市

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对灵

山遗址进行田野发掘。

时代跨度大
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经过 4 个月紧张的考古发掘工

作，灵山遗址的全貌终于呈现在世人

眼前：遗址呈南北分布，南北 100 米、

东西 60 米，分布面积约 6000 平方米，

保存状况较好。

据了解，灵山遗址考古发掘面积

360 平方米，其文化层厚度达 80 厘米

至 290 厘米，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

可划分为 6 层至 13 层；考古工作人员

从中发现灰坑、房址、墙、灶、柱洞、燎

祭等遗迹 38 个，还有大量的石器、陶

器、铁器等遗物。

“从文化层和遗迹间叠压打破关

系以及出土遗物观察，灵山遗址的时

代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唐宋、

明清及近现代几个阶段，其中以新石

器 时 代 遗 存 最 为 丰 富 。”孙 智 彬 介

绍。经考古工作人员分类，灵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灰坑、柱洞、

灶、燎祭等遗迹，以及陶器、石器等遗

物。灵山遗址唐宋时期的遗存包括

房址、灰坑等遗迹，釉陶、砖瓦残片、

瓷片、石构件、“开元通宝”铜钱等遗

物。遗址明清的遗存有房址、墙、灶

等遗迹，以及砖瓦残片、建筑构件残

片、青花瓷片、石构件、残石雕、残铁

片等遗物。

“这是我们在嘉陵江干流中游首

次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

存。”孙智彬透露，四川盆地考古工作

开展多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也有很多，这些遗址大都分布于成都

平原、长江流域重庆段、金沙江下游

等。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嘉陵江

一带，在此方面一直没有突破。“灵山

遗址所在的阆中市文成镇梁山村，恰

好地处嘉陵江与东河交汇处，它的发

现，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文化研究的空白。”

发现燎祭遗迹
遗址或为古代祭祀场所

专家指出，如果不是当地村民的

偶然发现，谁能想到这块灵山荒地地

下竟藏着 4500 年至 5000 年前的历史

遗存。千百年前，先民在这里生产生

活的轨迹如何，值得探究。

在此次灵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考古人员在灵山山顶发现了红烧土

遗迹。考古人员认为，不排除是古代

燎祭遗迹。这也是考古队首次在四

川发现的位于山顶的燎祭 遗 迹 。 燎

祭 是 我 国 最 古 老 的 祭 祀 方 式 之 一 ，

形式多为焚烧树枝、谷物等，也有火

烧动物甚至人的。此次发现的祭坛

遗 址 位 于 正 北 端 ，与 古 人 祭 祀 的 方

位吻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 员 雷 雨 认 为 ，灵 山 遗 址 的 聚 落 性

质 不 太 像 一 般 的 居 住 遗 址 ，燎 祭 遗

存有可能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祭祀

点或观象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教授冯时认为，灵山遗址出土

遗物多为陶容器和石礼器，很少出土

生产工具，说明灵山的先民并不是以

农业生产或手工业生产为主，磨制精

细的三孔石刀或许显示了其与灵山

作为祭祀场所的联系，而陶容器既有

可能是祭祀者的生活器皿，也有可能

是祭祀容器。

日前，在浙江美丽的莫干山下，

以“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为主题的

第 四 届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德清）论坛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

文化报社、浙江省文化厅、湖州市政

府联合主办，120 余位与会代表就构

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体

系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精 神 家 园 共 建 共 享 等 议 题 展 开

深入研讨。

传统文化
让精神家园内涵更丰厚

中华民族在 5000 年发展进程中

创 造 了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华 文 化 ，积 累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历 史 文 化 记 忆 。 古

城、古镇、古村，展示着完整明晰的

历史文脉；经史子集，承载着深厚丰

富 的 国 学 符 号 ；民 间 挖 掘 不 尽 的 传

统工艺、表演艺术、风俗民情，表现

出 祖 先 超 凡 的 智 慧 ，寄 托 着 天 人 感

应的意象；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

国 、平 天 下 ”的 伦 理 道 德 与 政 治 理

想 ，蕴 含 着 太 多 建 设 现 代 文 明 应 该

遵 循 的 准 则 。 专 家 指 出 ，传 统 文 化

使我们的精神家园具有超凡的气象

和魅力。

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调研员王

淼说：“精神家园是什么？大致则有，

具体则无，似乎总说不太清楚。但细

想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个精神家园，

它是人人向往的地方，里边是家国情

怀，是正能量，是满满的幸福感。它

是 家 乡 和 父 母 的 牵 挂 ，是 望 得 见

山 、看 得 见 水 、记 得 住 乡 愁 的 传 统

村 落 ，是 传 统 文 化 的 表 现 形 式 ，是

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是看戏、听

大 书 ，是 博 大 精 深 的 经 史 子 集 ……

传 统 文 化 使 我 们 获 得 了 有 别 于 他

人 的 特 殊 品 性 ，构 成 了 我 们 自 己 的

族 群 记 忆 ，使 我 们 成 为 我 们 ，而 不

是 别 人 。 精 神 家 园 是 我 们 心 底 最

美 的 期 望 ，它 使 人 由 浮 躁 走 向 踏

实，由彷徨走向坚定。”

非遗传承
从个人行为到社会活动

精神家园是多元、丰富多彩的，同

时它也并非一成不变，是与时俱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刘魁立从非遗保护传承的时

代特点出发谈道：“本世纪之初，非遗

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不仅仅

成为了热词，而且在人们的情感上也

一下子产生了某种变化。对于这种

变 化 ，传 承 人 的 体 会 尤 为 深 切 。 如

今，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

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使他们突然变

成了‘左手拉着历史、右手牵着未来’

的人。如果说过去传统文化的传承

还是个人行为的话，今天已经是一个

群体性的社会活动。在这一过程中，

可以看到在绝大多数传承人身上体

现了文化自觉，他们将自己的技艺知

识、对民族文化历史的贡献看成是一

种公共财产，‘不能把祖先留下的东

西带到棺材中去’，他们这种自觉保

护意识值得钦佩。”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

卫委员会副主任胡坚表示，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非遗保护

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气象，如拓展了

非遗传承发展的新思路，拓宽了非遗

普及传播的新手段，同时也丰富了人

们了解和欣赏非遗的方式。

立足浙江，放眼全国

浙江是非遗大省，近年来，浙江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非遗保护传

承发展方面的实践与经验，也给与会

代表留下深刻印象。从在全省部署

实施省级以上非遗项目的“八个一”

保护措施，到强化对传承人的保护和

激 发 其 主 观 能 动 性 的“服 务 传 承 人

月 ”活 动 开 展 ；从 创 设 各 类 保 护 载

体、探索分类保护方式的实践，到自

主 实 施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交 流 项 目 、

积 极 推 动 海 外 文 化 交 流 ，浙 江 走 出

了一条扎实、稳健、科学且富有前瞻

性的保护之路。

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表

示：“浙江富于文化遗产，浙江人民富

于文化创造，浙江的领导干部富于文

化情怀，浙江的文化工作者富于责任

意识，浙江的传承人富于传承与创新

精神……正因如此，浙江的非遗保护

传承实践成果丰硕并形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

长吴文科强调 ：“ 要 埋 头 做 事 ，但 也

不能忘记抬头看路。非遗保护工作

不 仅 要 依 靠 法 律 的 保 障 、政 府 的 主

导 ，还 需 要 强 有 力 的 智 力 支 撑 。 浙

江方面能够联手中国文化报社共同

举 办 四 届 论 坛 ，看 似 务 虚 ，实 则 求

实。非遗实践的探索尤其不能摸着

石头过河，需要理性的思考，要有敬

畏 历 史 、爱 惜 传 统 的 谦 卑 态 度 。 历

数这四届论坛的举办既是立足浙江

的实践，同时也是放眼全国，为当下

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

支持。”

为了交流探讨和推动非遗保护

工作，此前，浙江省文化厅曾会同中

国文化报社围绕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重 要 文 化 命 题 ，先 后 在 杭 州 市 余 杭

区、舟山市以“国家文化安全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美丽中国与美丽

非遗”“文化强国与海洋文化”为主题

举办中国非遗保护论坛。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近日，

由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宝坻区

政府主办的全国京东大鼓星火日

系列活动在天津宝坻区举办。活

动包括纪念京东大鼓名家董湘昆

诞 辰 仪 式 、京 东 大 鼓 传 人 收 徒 仪

式 、中 华 儿 童 文 化 艺 术 促 进 会 天

津（宝 坻）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小 传

承 人 基 地 颁 牌 仪 式 、京 津 冀 京 东

大 鼓 新 秀 展 示 等 ，吸 引 了 来 自 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重庆、黑龙

江等地的京东大鼓从业者与爱好

者参加。

在京东大鼓传人收徒仪式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通过特色鲜

明的传统收徒模式进入京东大鼓

传人门下。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

进会天津（宝坻）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 传 承 人 基 地 的 成 立 ，为 少 年 儿

童 提 供 了 广 阔 学 习 和 展 示 平 台 ，

加 强 了 非 遗 在 少 年 儿 童 中 的 传

承 ，为 非 遗 保 护 与 传 承 注 入 新 活

力。在京津冀京东大鼓新秀展示

中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等 地 京 东 大

鼓 新 秀 带 来 的《星 火 燎 原》《星 火

燎 原 后 继 有 人》等 新 近 创 作 的 鼓

曲节目获好评。

天津市宝坻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刘亚秀表示，全国京东大鼓星

火日系列活动将有效运用非遗保

护传承模式，打造独具宝坻特色的

“星火梦 燎原情”，更好地传承弘

扬京东大鼓艺术，丰富人民群众文

化生活，展示宝坻在挖掘传统文化

资源、促进公共文化发展中取得的

新成果。

《中国香文献集成》发布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6 月 15

日，由中国民俗学会中国香文化研

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香文献集成》

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院举办。

《中国香文献集成》由中国书

店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的古代香学文献集成。该书在

中国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亮主

持下，力邀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副院长李良松领衔，在同愿书局同

仁具体执行下，前后历时两年多，

查阅了大量香文化书籍、论文和数

百种古代文献，调动了数十家藏书

机构和藏书家的力量，最终征集到

近 300 种香文献合编成册。全书共

分古代香文献、本草方剂香文献、

域外香文献、民国香文献 4 个部分，

合计 36册。

与会专家表示，该书的出版为

香文化研究者、爱好者及香产业从

业者提供了十分翔实的文献史料，

有助于更好推动中国香文化及其

相关产业全面发展。专家建议在

这部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可在

线查询、阅读的香文化数据库，从

而让更多民众接触、学习与利用香

文化和香文献。

武汉博物馆馆藏鼻烟壶亮相京城

本报讯 （记者屈菡）为集中展

示鼻烟壶的艺术魅力和精巧工艺，

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

动纪念馆）与武汉博物馆共同举办

的“掌中珍玩——武汉博物馆馆藏

鼻 烟 壶 特 展 ”日 前 在 北 大 红 楼 开

幕，将持续至 8月 9日。

展览由“斑斓彩色——玻璃鼻

烟壶”“山岳精髓——玉石鼻烟壶”

“陶瓷生花——瓷鼻烟壶”“珍奇斗

艳——多材质鼻烟壶”4 部分组成，

共展出武汉博物馆馆藏鼻烟壶 120

件（套），多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作

品，品类丰富、造型多样，其中包括

清末民初京派内画鼻烟壶四大名

家——周乐元、马少宣、叶仲三和

闫玉田的多件内画鼻烟壶精品，极

具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展览中

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粉彩《西厢记》

故事鼻烟壶，一组 12 件，每件尺寸

相同，壶体均为方形扁，壶口偏于壶

体一侧，其上施金彩并绘有花纹图

案；壶体正反两面多施红绿彩，绘有

《西厢记》人物故事图，壶底均有“大

清乾隆年制”六字款识。因为鼻烟

壶绝大多数是单件，像这样流传下

来的组套粉彩鼻烟壶极为少见，具

有重要收藏价值。

此 外 ，本 次 展 览 还 集 中 展 出

了以铜、蜜蜡、琥珀、骨胄、木类、

贝等材质制作的烟壶，琳琅满目，

异彩纷呈。

安徽黟县文化遗产助力全域旅游

本报讯 （记者刘修兵）“平时

一间客房 200元到 300元，节假日或

黄 金 周 期 间 价 格 更 高 ，还 供 不 应

求。”安徽黟县宏村村民王利玲表

示，她利用自家房屋经营民宿，一

年收入 10 多万元。在黟县，文化遗

产正成为当地开展全域旅游的重

要支点。

据了解，安徽黟县境内有 1684

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保存较为完

整的明清古民居有 1590 处。西递

村、宏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有 3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 个全

国历史文化名村、31 个中国传统村

落、1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黟县

县域面积 800 多平方公里，人口不

足 10 万，目前拥有旅游景区景点 22

处，其中国家 5A 景区 2 处、4A 景区

4 处。2016 年，黟县接待游客 1441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09 亿元。至

2016 年底，全县旅游直接和间接从

业 人 员 2 万 余 人 ，景 区 周 边 群 众

70%收入来源于旅游业。

“为全面提升西递村、宏村等

古村落业态品质，全力支持古建筑

保护利用创新，黟县逐步扩大‘黟

县民宿’等新型业态的市场影响力，

近年来积极打造精品文化客栈服务

体系。”黟县旅游委负责人表示，黟

县通过开发民宿客栈、非遗展示、乡

村民俗体验等特色产品，促进了古

民居及非遗资源与旅游的深度融

合。同时，黟县挖掘茶文化、养生文

化、丝绸文化等的丰富内涵，促进文

化旅游叠加联运，开发了摄影、写

生等一系列文化体验特色产品。

近日，在河北石家庄元氏县东正村，村民们排练“抬花杠”。

河北省省级非遗项目“抬花杠”是石家庄元氏县东正村的传统表演项目，

起源于隋唐年间，原来是在春节、庙会时祭祀三皇姑仪式中仪仗队领队的舞

种，后来除了祭祀仪式外，也成为当地村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团体舞蹈。

“抬花杠”杠长约 4米，中间的箱子重四五十斤，雕龙画凤，抬着花杠的两位

舞者不能用手扶杠，仅用肩、颈、头、腰等部位控制，做出各种动作，同时最少四

抬、多则几十抬花杠同场表演，团队配合默契度高，表演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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