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4 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

的铁锹轻轻翻开齐家坪这片土地的

第一页，齐家文化由此跃入世人的

视野。他的发现，如同点燃了一盏探

索的明灯，让这段尘封的历史开始

发光发热。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

1945 年，我国考古学的先驱夏鼐先

生在这里挥汗如雨，他的发掘不仅

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更为齐家文化

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夏鼐先

生在广河阳洼湾的挖掘现场，发现

了关键的地层关系，证明了甘肃仰

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这一发现如

同拨云见日，让齐家文化的历史地

位得以正名。

6 月 5 日正午时分，记者跟随当

地文旅局向导到达位于甘肃省临夏

州广河县齐家镇园子坪村的齐家坪

遗址。齐家文化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属

于临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之一。

通过参观步道，首先看到的就是两座

新建的墓葬群参观平台，透过玻璃

墙，使参观者身临其境，墓主和周围

陪葬品有序地向大家展示当时的生

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阶级情况。

“2023 年，随着广河县齐家坪

遗址黄河文化史前遗址公园保护性

和设施利用建设项目的启动，遗址

的保护和展示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灰坑、房址的保护和科学展示，

让游客们得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古人

的智慧和生活方式。同时，齐家坪遗

址墓葬复原展示建设项目的实施，

更是让两处具有代表性的墓葬得以

复原展示，赢得了学者和专家的一

致好评。这些墓葬的复原，不仅仅是

技术的展示，更是对古人生活状态

的一次深刻还原。每一块石头的摆

放，每一片土壤的铺设，都是对古人

生活方式的尊重和理解。”广河县文

旅局局长马花花介绍道。

齐家文化遗址历经岁月的洗

礼，依旧熠熠生辉。如今，位于广河

县城的齐家文化博物馆更是成为了

探寻齐家文化、领略青铜时代魅力

的重要窗口。

走进齐家文化博物馆，仿佛穿

越时空隧道，回到了那个遥远的青铜

时代。博物馆占地 14538 平方米，建

筑面积 5104 平方米，是一座集展示、

研究、教育、交流于一体的现代化博

物馆。自 2007年建成并实行免费开

放以来，齐家文化博物馆已累计接待

观众达 179.2万人次以上，其中包括

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到

来，不仅是对博物馆工作的肯定，更

是对齐家文化价值的认可。

馆内映入眼帘的是一件件精妙

绝伦的展品。其中，那面被誉为“中

华第一镜”的齐家文化铜镜尤为引

人注目。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

铜器，铜镜虽历经数千年风雨，但其

表面依然光滑如新，映照出古人对

美的追求和精湛的冶炼技艺。而与

之相伴的那柄铜斧，更是中国青铜

文化早期时代的标志性器物，它们

共同见证了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辉

煌瞬间。

继续前行，来到“走进齐家”展

厅。这里，一件件精美的陶器、玉器、

铜器、骨器、石器等文物，宛若历史

的碎片，拼凑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其中，一件造型独特的陶鬲，有着三

足鼎立、腹部圆润的特点。

“没错，这件陶鬲是齐家文化陶

器的典型代表。它的设计既实用又

美观，反映了当时人们高超的制陶

技艺和生活智慧。三个脚稳稳地站

在那里，就像是在告诉我们古人的

生活有多么稳定和有序。”讲解员向

记者娓娓道来。

这让记者不禁想象起先民围坐

在篝火旁，共享美食的温馨场景。而

那些刻画着复杂纹饰的玉璧，则透

露出古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之情。

在“精彩齐家”展厅，我们仿佛

穿越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通过复

原齐家坪遗址的生活场景，我们得

以窥见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

构。在一处复原的房屋中，我们可以

看到整齐排列的陶罐、石制工具以

及精巧的编织物，这些都是齐家人

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生活的真实

写照。

“这就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它

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

你看这些复原的房屋和生活用具，

它们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个时代的

故事。”讲解员说道。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辉煌齐家”

展厅。这里，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不仅

展示了齐家文化的辉煌成就，更揭示

了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其中，一件出土于齐家坪遗址的玉

琮，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神秘的图案，

成为研究齐家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

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这件玉琮不仅工艺精湛，更重

要的是它上面刻画的图案，很可能

是古人用来沟通天地神灵的一种符

号。它反映了齐家文化在宗教信仰

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深厚底蕴。”县图

书馆馆长马青宝补充道。

走出博物馆，我们的心中充满

了感慨与敬仰。齐家文化博物馆不

仅是一座收藏历史的宝库，更是一

扇通往历史的窗口。在这里，我们得

以窥见华夏文明的根与魂，也更加

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

马花花告诉记者，“2024 年是齐

家文化发现 100 周年，为更好的保护

和开发齐家文化，进一步提升地域整

体文化品位，使齐家文化成为一张耀

眼的‘名片’，同时，顺利搭乘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这艘‘快艇’，齐家坪遗址

黄河文化史前遗址公园保护和设施

利用建设项目得以顺利实施，齐家文

化博物馆也启动了展陈提升项目，未

来的齐家文化将更加生动、鲜活地呈

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

地上，齐家文化如同黄河之水永不停

息，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展示它

的魅力，将继续书写着属于它的传奇

篇章。

临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其独特的

风景和文化魅力，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这里，黄河蜿蜒流淌，见证了千年的历史

变迁，也孕育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青

山绿水间，古老的村落、庄重的寺庙、精

美的砖雕和彩陶，无不诉说着临夏悠久

和灿烂的历史。

近年来，临夏州积极推进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组织相关县市进行摸排梳理，

共涉及 6 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其

中国家级 3 个、省级 3 个。旨在通过这

一项目，进一步挖掘、保护和传承本地丰

富的文化资源，同时推动文化与旅游的

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临夏市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要集中

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州牡丹文化

公园的建设上。黄河临夏段，河水滔滔，

气势磅礴，尽显中华母亲河的雄浑与壮

美。这里的黄河，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

展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生命的无限

活力。沿着临夏的黄河岸边漫步，仿佛能

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

远流长。

河州牡丹文化公园位于临夏市东

区，紧邻临夏的母亲河———大夏河，占地

面积约 178 亩，以城东一路为界，划分为

东西两个地块。公园总投资达到 1.5 亿

元，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化公园。

据河州牡丹文化公园运营单位———

临夏市枫临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高若楠介绍，临夏是大禹治水的源

头，境内现有 3 条河流均为黄河支流，其

中大夏河属黄河一级支流。因此，临夏州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公园内

设置三座景观桥，其中城东一路蝴蝶桥

起到连接公园东西向交通、联通公园内

两侧地块水系的需求。“蝴蝶桥”采用国

内最前沿光影设备与桥下裸眼 3D 投影

技术，以牡丹花瓣、蝴蝶元素设计打造，

在夜晚绚丽的灯光下，化身成一只真正

五彩斑斓的“蝴蝶”振翅高飞；另两座曲

线桥位于公园东侧地块内，为游客提供

了优美的观景视角。公园以黄河文化、大

禹文化、牡丹文化、彩陶文化和砖雕文化

为主要设计理念，以建筑、景观、绿化植

物、数字化设施为载体，实现了多种文化

资源和公园环境的有效整合。打造的首

部城市户外实景演出———“遇见临夏”实

景光影秀精彩上演，全方位展示着临夏

市的独特文化魅力和繁华夜景夜色；“枫

临·青岛啤酒花园”和“枫临·星光集市”

进一步点燃了临夏市的烟火气、激发了

群众消费新活力，充分展示了临夏地区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其中牡丹

园作为公园的重要景点之一，种植了多

种牡丹品种，包括一些珍贵的百年牡丹。

在牡丹盛开的季节，这里成为游客们观

赏牡丹的绝佳场所。

6 月 6 日，记者来到河州牡丹文化

公园。走进公园，绿树环绕、鲜花盛放，景

观错落有致，引水入园让公园多了几分

灵动和活力。公园内，一条蜿蜒曲折的步

道串联起各个景观节点，游客可以漫步

其中，领略不同文化的魅力。公园讲解员

李明静介绍说，河州牡丹文化公园不仅

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是一个传

承和弘扬临夏文化的重要平台。公园内

的景观节点和建筑都融入了丰富的文化

内涵，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能够深入

了解临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公园也为

这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享受

文化的场所，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

和归属感。

在公园的建设过程中，临夏州政府

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坚持绿

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公园内的绿化工

作得到了大力推进，绿树成荫、花香四溢

的景象已成为公园的一大特色。同时，公

园还引入了水系连通工程，使得公园内

的水系与周边环境相协调，进一步提升

了公园的生态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河州牡丹文化公园

的建设还注重了与民众的互动和参与。

公园内设有多个互动体验区，让游客能

够亲身参与到文化的传承和体验中。此

外，公园还定期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如文

艺演出、手工艺品展示等，让游客在游览

公园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到临夏的文

化内涵。

河州牡丹文化公园于 2022 年 5 月

22 日正式开园，如今已成为临夏市的一

大文化亮点。公园实行 24 小时营业制

度，方便游客随时前来参观游览。此外，

公园还定期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如牡丹

花展、文化讲座等，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体验。河州牡丹文化公园以其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

美的自然环境，成为了一个备受游客喜

爱的文化公园。它不仅是临夏市的一张

文化名片，更是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窗口。

河州牡丹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仅提

升了临夏的城市品质，也推动了当地文

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未来，随着公园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相信它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

现代的桥梁，为临夏的文化旅游事业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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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临夏 魅力花都

甘肃省

临夏州积极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探寻文明之源 聆听历史回声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见习记者 王继祥

在洮河的波涛声中，一段
沉睡的历史缓缓苏醒。这片被
时光雕琢的土地上，一种古老
而神秘的文明正静静绽放其独
特魅力。这就是被誉为“华夏文
明重要源头之一”的齐家文化，
一种距今约 4300 年至 3500 年
的文化遗存，一处承载着黄河
文明厚重记忆的文化宝库。其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
价值吸引了无数专家学者和游
客的目光。

走进齐家文化

齐家坪遗址全貌

齐家文化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