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文物局长会议日前在北京召

开。国家文物局 8 日在官方平台发布

的“展望 2024”中透露，2024 年该局将

全力做好“北京中轴线申遗”，启动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据“展望 2024”介绍，今年，国家文

物局将启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申报遴选工作；启动“营造中国”计

划，推进应县木塔重大专项，实施保护

研究示范项目、廊桥保护行动、重点石

窟寺和彩塑壁画文物保护项目；构建文

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推进文物建

筑预防性保护。

同时，全力做好“北京中轴线申遗”，

更新发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启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能力提升专项行

动。公布馆藏一级文物名录，规范开展馆

藏珍贵文物预防性、数字化保护项目，实

施馆藏珍贵濒危文物、材质脆弱文物保

护修复计划。严厉打击文物违法犯罪，实

施文物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 渊应妮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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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古籍解码
“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物古籍，传承情、意、志，蕴含精、

气、神。千百年来，各民族文化在中华大

地上交融汇聚，留下了灿若繁星的瑰宝，

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

籍展”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1500

余件文物古籍浓缩千年时光，讲述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解码“何以中华

民族共同体”。

述说过去
重温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

走进展厅，“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等语句从“集思柱”上缓缓流淌，汇入观

众脚下的“中华文明之河”。

数千年来，大一统传统深深熔铸于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史中。从最

先记载“大一统”一词的《春秋公羊传》，

到生动阐释“长城内外是故乡”的《圣朝

混一方舆胜览》，再到印有意为“桃花

石”字样的铜币……

一件件文物古籍从历史深处走来，

展现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基因，记

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讲述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

铜鼓、箜篌、马头琴的千年回响，汇

聚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万

千气象；河西走廊等著名要道，见证各民

族你来我往、经贸交流的繁华景象……

“这些文物是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重要史料，凝结着中华民族共享的记

忆和情感，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命运共

同体的客观历史过程。”民族文化宫博

物馆馆长陶颖说。

影响当下
推动共同体理念浸润人心

2023 年 9 月 16 日，蒙曼、严庆等知

名学者走进展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为中央民族大学 2.3 万余名学生

讲授“开学第一课”。

生动的现场讲述和沉浸式互动体

验，铺展开一幅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

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

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宏阔画卷。

“仿佛看到跨越时空的共同性，体

会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精神相通。”中

央民族大学学生刘晓丽说。

文物古籍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吸引了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

70 多所大中小学学生到场学习，在

图文并茂的展示下，“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种子深埋青少年心灵深处；

4000 余名民族工作者来此培训，在

深入浅出的讲解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思想根基愈发牢固；

1370 多个社会团组前来参观，在精

彩纷呈的展陈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浸润各族群众心田……

展览自 2023 年 8 月 1 日开幕以来，

现场观展人次突破 10 万。“血脉相连、命

运与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展览留言簿上，字里行间流露着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切共鸣。

启迪未来
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展览不仅汇聚了大众目光，也成为

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多位专家学者就此

展开深入研讨。

“出土文物对实证中华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应继续开

展考古发掘、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等，用出土文物填补文献空白，构建

中华文明更久远的历史。

如何深入挖掘文物古籍蕴含的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刘连香说，通过进一步考古发掘、学术

研究、展览保护，文物古籍可以更好展

示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的发展历程。

就更好发挥文物古籍对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作用，国家民

委文化宣传司司长郭建民表示，将继

续发挥好平台载体和专家作用，加强

与文博单位、研究机构等交流合作，全

方位多角度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工作。

“文物古籍的意义穿越古今、指向未

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

院院长关凯认为，应该在更大的时空框

架内，以更宏观视角和现代化眼光，挖掘

并展现文物古籍所蕴含的穿透力，讲好

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故事。

述说过去、影响当下、启迪未来。文

物古籍，串联起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纽

带，承载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历久

弥新。

渊王明玉冤

2024 春晚将设四个分会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 年春节

联欢晚会》分会场 4 日在京发布，辽宁

沈阳、湖南长沙、陕西西安、新疆喀什四

地将与北京主会场一起，在除夕之夜为

全球华人带来一台情意浓浓、热气腾腾

的龙年春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

负责人表示，春晚是全体中国人的“文

化年夜饭”，也已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

播的“金名片”。为了全力实现“欢乐吉

祥、喜气洋洋”的总目标，2024 年总台

春晚将采用“1+4”的模式，由一个主会

场和四个分会场构成，力求通过整体性

的设计、艺术化的表达、精细化的呈现，

让分会场节目与主会场浑然一体、气韵

贯通，展现全国各地丰富的民俗文化、

彰显多彩的新时代新气象。春晚剧组

将深入挖掘各分会场独有的历史人文

亮点和地域特色，充分发挥主分会场联

动优势，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展现

各地喜庆热烈的新春气象。

据叶光明日报曳

中国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成绩斐然
日前，第五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研讨会上了

解到，近年来，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发

现与研究成绩斐然。在“考古中国”重

大项目框架下，新疆考古、西藏考古、吐

谷浑考古、长白山地区古人类调查研究

等重大项目持续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表示，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边疆考古因其所涉地域范围的

辽阔和文化内涵的丰富而越来越受到

学术界的关注。未来，边疆考古工作要

在东北史前聚落考古与社会复杂化进

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

带的形成、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等重大课

题上持续发力；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学科

融合，走多学科融合研究阐释之路；要

加强边疆考古和优秀研究成果的传播

与转化。

据了解，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

自 2019 年创办起每年举办一届，至今

已连续举办 5 届，每一届都汇聚了来

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展示

中国边疆考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渊赵晓霞冤

国家文物局：

全力做好“北京中轴线申遗”

记者 8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获

悉，由该集团五院 529 厂研制的可为

壁画消杀灭菌的机器人，近日在我国

首届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应用展亮相。

据悉，该机器人是能够搭载高能

电子束辐照灭菌装置的可移动消杀装

备。它可以灵活穿梭于各个消杀站点，

通过机械臂实现末端上下及俯仰，在

保护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对壁画进行

全覆盖、无死角消杀，让有害微生物无

处遁形。

壁画可大致分为石窟壁画、墓葬

壁画及寺观壁画。由于墓葬壁画常年

深埋地下，大量微生物在高湿度环境

下滋生，加速了壁画的退化，再加上墓

室空间一般比较狭小，在清理和保护

时稍有不慎就会对壁画造成二次伤

害，因而保护难度极大。

2020 年，敦煌研究院牵头成立国

家重点项目之一“墓葬壁画原位保护关

键技术研究”。五院 529 厂应邀承研能

够搭载高能电子束辐照灭菌装置的可

移动消杀装备。研制团队克服了壁画本

体脆弱、墓室甬道狭小、穹顶结构复杂、

地下湿度高、地面凹凸不平等应用环境

难题，圆满完成研制任务，实现了可移

动机器人装备研制技术在文物保护和

智能检测及消杀领域的延伸应用。

渊武文佳 陈袁 付毅飞冤

能保护壁画的航天技术机器人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