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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徐悲鸿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亮相山城

南京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公布

古 诗 云“ 蜀 道 之 难 ，难 于 上 青

天”，但从近年的考古成果来看，早在

商周时期，秦蜀先民就已开始利用天

然的通道进行文化往来。8月 6日，由

成都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汉

中 市 博 物 馆 等 单 位 主 办 的“秦 蜀 之

路 ：青 铜 文 明 展 ”在 成 都 博 物 馆 开

展。本次展览集结了来自成都平原、

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三地的青铜重器

250 余件，其中包括 55 件一级文物。

在展览中，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关

中、汉中、巴蜀三地青铜文明体现出

的不同文化内涵。“展览既展示了三

地在中国青铜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

同时为探讨古代秦岭南北的交通线

路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成都博

物馆宣传部主任肖飞舸表示。

古老而独特的文化符号

青铜作为人类冶金史上最早的

合金，是文化的标志和文明的象征。

而作为礼制的象征物，青铜礼器在社

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

不仅极具艺术价值，更蕴含着古代中

国的政治和宗教内涵。

四川和陕西拥有十分丰富的青

铜文明遗存，在中国青铜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数千年来，秦蜀两地间高度

发达的青铜文明，极大丰富了中国古

代青铜文明的内容，是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结构的生动表现，在世界青铜文

明格局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批礼器，

描绘出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的场

景，显示出浓重的神权政治色彩。而

在本次展览中，观众惊喜地发现，出

土于汉中城洋青铜器群的商代青铜

面具与三星堆人面像、兽面像有着异

曲 同 工 之 处 。 同 样 ，相 似 的 铜 人 面

具、兽面具也出现在关中地区的老牛

坡商墓之中。展厅里一幅幅青铜铸

就的“立体画卷”，像是鲜活的语言，

向 观 众 娓 娓 道 出 三 地 文 明 的 联 系 。

正如执行策展人魏敏所说：“本次展

览选取的关中平原、汉中平原和成都

平原的青铜器不仅体现了三地之间

交流的面貌，也展示出该时期秦岭南

北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勾勒文明辐射路线

虽然此次展览名为“秦蜀之路”，

但这个“秦”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

秦国，而是泛指秦岭和秦岭以北的八

百里秦川。

序篇“云横秦岭”勾勒出秦岭的

险峻，将沃野千里划分为彼此依存的

三大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和成

都平原。关中平原商周文化以各类

青铜食器、酒器、乐器构成礼仪体系，

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则以青铜人像、

面具、神树等作为信仰与神权政治的

象征物，而汉中平原由于处于沟通秦

岭南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其商代铜器

群既有地方特色，又与中原文化和蜀

文化互有交流。

总策展人黄晓枫告诉记者，本次

展览印证了该时期三个地域之间存在

文化交流。“展览名‘秦蜀之路’其实也

暗含了‘蜀道’的概念。作为官修栈

道，‘蜀道’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但早在

商周时期，这条道路就是畅通的，这在

中原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就有所

体现，卜辞中多次出现与‘蜀’相关的

内容。250 余件青铜器实证了秦蜀之

间密切的文化交流，‘难于上青天’的

蜀道早在 3000年前已被先民们用脚掌

踩开，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冲破秦

岭与大巴山的阻隔，实现了蜀地与关

中、汉中的经济文化交流。”黄晓枫说。

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出的文物除

了来自川蜀两地如汉中市博物馆、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彭州市博物

馆、茂县羌族博物馆以外，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也提供了新近在成都青

白江区发掘出的文物，而由陕西省洋

县文物博物馆提供的商代青铜器，则

是出土后首次进行大规模集中展出。

看过央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

话》的观众，想必对国宝何尊印象深

刻。在本次展览入口最显眼处那座

工艺精美、造型雄奇的青铜器，正是

1963 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的何

尊。作为第一批列入国家文物局公

布的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这是

它第一次离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在

外展出。

何尊为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

周宗室贵族所制的礼器，其底部有一

篇 122 字的铭文，记载了文王受命、武

王灭商、成王完成武王遗愿营建成周

洛邑等重大历史事件。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铭文中最早出现了“中国”字样，

这是“中”和“国”两字作为一个完整的

词首次出现。“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中国

人，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中国’二

字从何而来，通过何尊这件文物来了

解历史，增强了民族认同感，我觉得很

有意义。”成都观众齐韩冰说。

“这次展览不仅是蜀地与关中、

汉中三地的交流，更是中国青铜文化

的推广普及。通过展览，真正做到让

文物‘活起来’‘走出去’。”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副书记肖琦表示。

青铜之光点亮秦蜀古青铜之光点亮秦蜀古道道
——成都博物馆“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侧记

本报记者 连晓芳 驻四川记者 付远书

何尊（商）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日前，

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公布了第二批

历史建筑保护名录，211 处建筑列

入其中，包括戴铭礼旧居、原金陵

大学教职员宿舍旧址、匡庐新村 13

号民居等。

在 公 布 的 第 二 批 名 录 中 ，有

名 人 故 居 、宗 祠 、商 铺 等 ，其 中 入

列最多的是位于秦淮 区 箍 桶 巷等

地 的 民 居 ，共 100 多 处 。 在 名 录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校场机场，

该机场 1934 年正式被辟为军用飞

机 场 。 1936 年 ，西 安 事 变 和 平 解

决 后 ，蒋 介 石 从 洛 阳 飞 抵 大 校 场

机 场 。 1949 年 初 ，蒋 介 石 在 大 校

场机场登上专机飞离南京，同 年 ，

南 京 解 放 。 大 校 场 机 场 的 主 跑

道 、瞭 望 塔 、航 站 楼 、机 窝 、油 料

库 及 大 件 库 都 被 列 入 名 录 中 。

此 外 ，在 这 批 历 史 建 筑 保 护 名 录

中 ，不 少“80 后 ”也 列 入 其 中 ，如

建于 1987 年的王导谢安纪念馆。

该 名 录 是 依 据《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名 镇 名 村 保 护 条 例》第 四 十 七

条、《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第 十 七 条 有 关 规 定 公 布 。 南

京 市 政 府 要 求 ，规 划 、文 物 、国 土

等部门要制定保护与利用的激励

措施，调动历史建筑所有者、使用

者 、管 理 者 保 护 与 利 用 历 史 建 筑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区政府及

历史建筑所有者、使用者、管理者

要 做 好 历 史 建 筑 的 测 绘 建 档 、挂

牌 展 示 工 作 ，充 分 发 挥 历 史 建 筑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的积

极作用。

据华社消息 （记 者 杨 一 苗

王钊）琉璃晶莹剔透、花纹装饰繁

复，这件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

在灯光下映出幽幽微光。作为来自

西方之国的瑰宝，收藏于陕西法门

寺博物馆的古代琉璃器见证了 1000

多年前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繁盛。

“这批琉璃器有生产于公元 5

至 6 世纪的东罗马琉璃瓶，也有公

元 9 世纪之前的伊斯兰特色的琉璃

盘 ，还 有 典 型 中 国 风 格 的 茶 盏 茶

托。”法门寺博物馆副馆长任新来 8

月 6日对记者说。

1987 年，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佛指舍利及 2000

多件唐代珍贵文物。其中发现用于

佛教供奉的一大批金银器、瓷器、琉

璃器、玉器等为世所罕见。这件八

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就是这批出土

的20件琉璃器中的一件。

法门寺在唐代时是佛教重地，

这里供奉着经由西域传来的佛指

舍利。唐高宗、武后、中宗、肃宗等8

位皇帝在大约 200 多年间，每 30 年

开启法门寺地宫，以宝帐香舆迎佛

指舍利于长安、洛阳等地供养，这些

琉璃器就是随舍利供养的宝物。

琉璃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玻璃，

在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非

常发达，这些琉璃器皿与香料、工艺

品等一起沿丝路传入中国。彼时

唐长安城的西市，就是丝路沿线商

品进行交易的国际贸易中心。

在法门寺博物馆收藏的这批

琉璃器中，有发现时代最早的釉彩

玻璃，也有具有明显阿拉伯帝国阿

拔斯王朝特征的琉璃器皿，采用了

吹制、刻花、描金、釉彩等多种制作

手法。任新来说：“这些充满异域

风格的琉璃器沿丝绸之路来到中

国，又被当时的皇室供奉到佛教寺

院中，这说明早在 1000 多年前的唐

代，不同文化间已经实现了高度的

交流和融合。”

本报讯 （记者连晓芳）“中国

画·绘 画 大 师 抗 战 时 期 作 品 系 列

展”之二“回望归鸿——徐悲鸿抗

战 时 期 绘 画 作 品 展 ”于 7 月 31 日

在 重 庆 中 国 三 峡 博 物 馆 开 幕 ，展

览 由 重 庆 中 国 三 峡 博 物 馆 、徐 悲

鸿 纪 念 馆 共 同 主 办 ，这 也 是 继

1998 年两馆在渝合作办展 20 年后

的再次携手。

1937 年 11 月，徐悲鸿随中央大

学西迁至重庆，从 1937年到 1946年

的近十年，成为徐悲鸿艺术生涯中

一段重要的时期。经过一年多的筹

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徐悲鸿

纪念馆挑选出 75件徐悲鸿抗战时期

的绘画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

画、素描和书法等多种类型，汇集

了徐悲鸿抗战时期具有时代标志

和历史价值的系列作品，包括《巴

人汲水图》《会师东京》《奔马》《泰

戈尔像》和《喜马拉雅山之林》等。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

武彦表示，遵循坚持“让文物说话，

讲中国故事”的原则，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策划了“中国画·绘画大

师抗战时期作品系列展”，定位于

具有学术性、感染力和传播力的原

创性主题系列展。去年曾汇集故

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

绘 画 作 品 ，成 功 举 办 系 列 展 之 一

“金刚坡下——傅抱石抗战时期绘

画作品展”。“此次与徐悲鸿纪念馆

的成功合作，将助推该系列展的策

划举办，继续为观众呈现抗战时期

绘 画 大 师 的 经 典 作 品 和 民 族 精

神。”他说。

在展览之外，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还组织了“徐悲鸿抗战时期绘

画艺术”座谈会、“艺心筑梦——嘉

陵 江 畔 望 归 鸿 ”中 小 学 生 美 术 大

赛、“鸿雁来宾——徐悲鸿抗战时

期绘画艺术展古琴雅集”等主题社

教活动，同时还开发推出了徐悲鸿

展览系列文创产品。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31日。

本报讯 8月 11日至 12

日 ，由 中 共 贵 州 省 委 宣 传

部、省文化厅、省旅委、多彩

贵州文化产业集团联合主

办，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贵州省多彩贵州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有限

公司承办的 2018 多彩贵州

文化艺术节“非遗周末聚”

集中展演活动在贵阳举行。

本 次 活 动 以“ 传 承 非

遗、文化惠民”为主题，全省

共 有 9 个 市（州）、27 个 县

（市/区）共同参与，近百名国

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现场

献艺。侗族大歌、苗族锦鸡

舞、布依族布依戏、瑶族猴

鼓舞等近 30 项国家级非遗

和部分优秀省级非遗项目

参加。活动共分为优秀节

目展演、地方戏展演、绝技绝

活展演、银饰苗绣展销及技

艺大比拼四个专场。

优秀节目层出不穷、地方戏精

彩绝伦、绝技绝活震撼上演，众多工

艺 大 师 现 场 献 艺 ，令 观 众 大 饱 眼

福。夜郎官窑（泥塑）、染织绣、傩面

具、剪纸等非遗项目深度体验，让人

乐在其中，流连忘返。100多位银饰

工匠和绣娘展示精致的银饰作品、

技艺高超的苗绣作品，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

据悉，两天的非遗展示活动，

共 有 万 余 名 市 民 参 观 ，共 享 非 遗

大餐。 （董金黄）

陕西法门寺琉璃器见证丝路交流

贵州举行“传承非遗、文化惠民”
非遗展示活动

国家级非遗松桃县的《上刀山》表演

董金黄 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

在文博界引起强烈反响。山东省文

物保护一线的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

认真领会意见精神，为革命文物保护

贡献力量。

近年来，山东省不断强化革命文

物保护力度、创新展陈利用方式，全

省近千处革命遗址和数以百万计的

革命文物成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

鲜活载体。

革命主题展馆成游览热门

今年 5 月，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印发《山东省红色文化研学旅游实

施方案》提出，不断创新红色文化研

学旅游产品体系，丰富产品业态，突

出红色研学旅游的公益性，让人民群

众在红色旅游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

进入暑假，山东许多革命主题展

馆成为当地热门游览地。

位于烟台市烟台山脚下的胶东

革命纪念馆，通过一幅幅图片、一件

件文物，全景展现了胶东地区的近现

代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

放奋斗史。从 7月 1日开放至今，该馆

在 一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里 接 待 游 客 近

5000人次。

与胶东革命纪念馆相似，临沂市

博物馆的沂蒙红色文化展厅近期人

气也很高。沂蒙红色文化展厅的展

览以历史发展时间为顺序，分为“红

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根据地创建

概要”“红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革

命遗址和纪念地”“红色文化的继承

与创新”等主题单元，依托馆藏实物

资料、原始照片、专家著述等，系统展

示了沂蒙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历程

以及对全国革命事业的推动作用。

革命文物遗迹的影响力增强

2016 年，山东省文物局对全省革

命遗址利用情况开展调研发现，山东

全省共有各级各类革命博物馆、纪念

馆 52 个，占全省博物馆总数的近 1/8；

革命旧址对外开放率达 98%；大部分

革命旧址、纪念馆被命名为“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

记者走访发现，近几年，山东各

界对革命文物遗迹的保护利用愈发

关注，部分地区通过加大保护力度、

提升利用水平、创新传播方式，增强

了革命文物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1948 年 9 月 16 日至 24 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重

兵把守的济南市发起了大规模攻坚

战，最终全歼守敌，解放济南城。这

便 是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著 名 的 济 南 战

役。今年 4 月的一天，曾在济南战役

中担任卫生员的于晏嘉老人来到济

南战役纪念馆，捐赠了济南战役时的

“立功证”以及在医院进修的“修业证

书”等革命文物，进一步丰富了馆藏。

每一处旧址背后，都有一个礼敬

故事；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一段深

情；每一次感动背后，都能获得心灵

上的净化和精神上的洗礼。

烟台市文广新局局长黄亚林曾

参 与 胶 东 革 命 纪 念 馆 的 展 陈 设 计 。

他介绍，馆内如今开设了“胶东革命

精神讲坛”系列讲座，围绕党史国史

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革命英雄主义

教育、宗旨观教育等主题，定期邀请

专家现场授课，着力打造党员干部群

众了解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的载

体和平台。

山东省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周晓波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

省级财政在山东革命文物保护领域累

计投入资金约 7900 万元，有效改善了

全省革命文物本体保护和安全状况。

拓展革命文物工作覆盖面

山东的革命文物地域不同、年代

不同、类型繁多、保存状况迥异，再加

上革命文物多分布在农村地区，保护

工作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根据山东省文物局提供的数据，

目前，山东全省列入保护名单的近千

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仅有 200多处得

到了有效保护。有的革命文物未能进

入保护名单，有的没有保护范围、标

志、记录和机构，有的已破败不堪、面

临损毁。同时，展示利用水平偏低的

问题也不容忽视，一些革命旧址和革

命纪念馆基础设施陈旧，展陈内容、形

式和手段还是“老套路”“千馆一面”。

直面上述问题，山东各地正按照

“应保尽保”的原则开始行动。

地处渤海湾畔的滨州市，在山东

17 个市中率先出台了红色文物保护

地方性法规《滨州市渤海老区革命遗

址遗迹保护条例》，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将与渤海革

命老区有关的各类纪念馆、展览馆、

基地等纪念设施都纳入保护范围，并

要求市、县（区）建立多部门参加的工

作协调机制，研究和协调解决革命遗

址遗迹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山东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近现代历史上，齐鲁大地涌现出

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下了许

许多多革命文物，这些是山东乃至全

国人民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精神财

富。山东未来力求准确把握社会生活

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改进

陈列方式，创新展示手段，不断拓展革

命文物工作的覆盖面，提升其吸引力。

有专家建议，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各部门要

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比如，财政部

门要加大对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资

金投入；教育部门要把利用革命文物

开展教育活动作为推进大中小学生

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史研究

部门要对革命纪念设施类基地的题

材、史料进行指导和把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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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多措并举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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