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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浓缩着时间
厚重，铭刻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的基因密码；文化遗产，凝练着历
史文明，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在四川这片广阔的聚宝盆中，散
落着无数如明珠般的文物和文化遗
产。从古至今，历史格外偏爱这方水
土——从将人类登上青藏高原东缘
时间“刷新”到20万年以前的稻城皮
洛遗址，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
实证的古蜀文明遗址；还有飞栈连云
的古蜀道，这是人类至今保存最早的
大型交通遗迹之一……如今在四川，
人们能与这些文化遗产不期而遇，邂
逅蜀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十四五”期间，四川文物系统坚
决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推动四川文博
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古老的文化遗产
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博物馆热”创新高
现象级大展频频“出圈”

“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考古遗迹和
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
四川是名副其实的文物资源大省，近年来，《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双试点”总体方案》《四川省红
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
条例》……一系列重大文件、重要法规的出台，
为文物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与具体指导。

家底清晰，则为文物保护提供了依据，四川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工
作人员穿梭于田野、山林之间，实地探访散落大
地的珍贵文化遗产，摸清文物“家底”。截至
2024年11月28日，四川省已复查“三普”不可移
动文物59033处，数量居全国第二，此外，复查率
90.50%，调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538处。

四川是红色的热土，大量的革命遗址遗迹、
红色资源广泛分布在全川各地。

“十四五”以来，四川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治理
体系基本建立，保存状况持续改善，教育功能也
不断强化：公布了第一、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建立
全省革命文物管理台账和信息系统；开展实物、
史料和口述史征集；完成对5749处、12058条红
色标语资源详尽调查，数量居全国第三；新增86
处革命文物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下，四川各地革命场馆和旧址推出的特
色展览和主题活动，以及歌颂革命英烈崇高精
神的文艺作品，让革命文物“会说话”，将这片土
地上的英雄事迹和红色历史，带到了更广阔的
天地。

考古调查发掘重大突破
有助认识四川不同历史时期

“邂逅三星堆—
12K微距看国宝全球
巡展（纽约站）”展览。
图据四川省文物局

濛溪河遗址发掘区航拍。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摸清文物“家底”
文物保护利用“久久为功”

古蜀瑰宝走向世界
搭建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当来自古蜀文明的璀璨珍宝跨越山海，来
到大洋的另一端，带给当地观众怎样震撼的感
受？秘鲁当地时间2024年11月 5日，“太阳
之光：古蜀与印加文明互鉴展”在秘鲁印加博
物馆盛大揭幕，将四川盆地的古蜀文明与安
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紧密相连。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近年来，四川不断探索创新，以文物数字展、彩
灯、文创等各种方式让文化扬帆出海，鲜活生动
地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搭建起中外文明
交流互鉴的友谊桥梁。

在数字化技术的助力下，古蜀文明跨越千
年的风尘，走出家门走向世界，先后亮相意大利
罗马、法国巴黎、卡塔尔多哈、美国纽约等地区，
为海外观众了解中国、了解四川带来了一个全
新的视角。

不止于展览，四川积极搭建多元交流互动
平台，推进与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卡塔尔
等境外科研院所在文物保护、教育宣传、学术研
究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四川·意大利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学术交流会、四川－坎帕尼亚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
会的召开，以及与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法国
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等国际机构签署合作
备忘录……这些举动，都在有力促进文明的交
流互鉴。

文明如潮，弦歌浩荡，奔腾千载生生不息；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四川
这片土地，正在不断描绘着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蓝图，书写着中华文明赓续不辍的篇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打开一座城的方式是什么？“到
博物馆去”已然成为众多游客的首要
选择。

2024年暑假，四川的博物馆、纪
念馆接待游客人数再创新高，超过
1000万人次。2024年春节，725万
人次观众走进四川省的博物馆、纪念
馆，在全国排名第二。腾讯位置大数
据公布的榜单显示，2024年春节国
内热门博物馆热度前十名中，有4家
博物馆来自四川。

展示古蜀文明遗珍的三星堆博
物馆，是“三苏”故里更是“三苏”文化
研究重地的三苏祠博物馆，我国首个
巴文化专题博物馆宣汉罗家坝遗址
博物馆……蜀地之上，数量众多的历
史文化遗址遗迹，为丰富博物馆类型
提供了文化资源。

从2021年至今，四川博物馆建
设数质双升，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由
293家稳步增长到457家。其中，四
川大学博物馆、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泸州市博物馆、宜宾市博物院成功创
建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省一级馆数
量由 12座增加到 16座，居全国第
六。在“十四五”期间，四川博物院入
选全国15家中央和地方共建国家级
重点博物馆之一，这也是四川省内博
物馆首次入选。

漫步四川的博物馆中，观众能邂
逅哪些来自历史的吉光片羽？也许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文明回响，在金沙
举办的“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
展”，呈现安第斯地区延绵千年的文
明兴衰；也许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
长卷的瑰宝，成为全国现象级文博特
展的成博“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
中华文明”展览，讲述汉字浩瀚而广
阔的历史；也许是巴蜀大地上源远流
长的文化脉络，川博的《雄关古道 经
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
国精神》特展，立足蜀道多年的学术
研究和考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展出
蜀道主题相关文物430件/套……

而在展览之外，假期“超长待
机”，延长开放时间；推出丰富多样的
展览配套活动；精心策划特色的社教、
研学、体验活动……在博物馆这所大
学校中，观众不光能领略文物之美，感
受展陈之精，更能从历史、艺术、考古、
科学等领域的无尽知识中，得到更丰
富、更持久的文化滋养。

在“文博热”不断升温的背后，是什么在
支撑着文博事业不断延续与发展？将目光
投向源头，文物考古研究工作清晰可辨。

作为考古大省，“十四五”期间，围绕中
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等重点任务，四川进行了一系
列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硕果累累。

广袤高原上，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
旷野遗址——皮洛遗址的考古研究正有序
进行，这是目前青藏高原年代最早、面积最
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
打破了西方考古学界的“莫维斯线”，证明

“东方早期人类文化并不落后于西方”，被国
内外权威专家认证为世界性重大考古发现。

而在皮洛遗址、资阳濛溪河、遂宁桃花
河等遗址之外，四川已发现旧石器点位200
余处，从零星分布的状态扩至14个市州。
石器文化序列已经初步建立。

频频“出圈”引发“考古热”，三星堆遗址
完成了祭祀区三至八号坑的考古发掘与埋
藏文物的清理工作，出土文物16500余件，
其中完整器4060件，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
青铜神坛、顶尊曲身铜人像等重要文物，其
中许多为国内首次发现，入选2021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新发现”“世
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

重大考古成果远不止于此。罗家坝遗
址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战国时期以来川东地
区民族、文化融合真实图景；江口明末战场
遗址创新采用“砂石围堰”发掘方法，出水各
类金银器7万余件，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
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
义；盐源老龙头遗址充分展现了此处青铜文
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同时，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四川南
宋山城遗址考古、石窟寺考古调查勘探、长江
流域文物资源调查……“十四五”期间，四川共
开展考古调查100余项，为认识四川地区不同

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新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