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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初评启动。经国家文物局审核，
最终确定30项参评，其中，四川资阳濛
溪河遗址群、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入选
本次初评名单。接下来将由活动办公
室组织投票推荐产生20项进入终评。

濛溪河遗址位于资阳市乐至县乐
阳桥村。2022年初至今，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遗址开展了抢救
性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的光释光测年
显示，濛溪河遗址距今约 7 万-5 万
年。权威专家认为，濛溪河遗址是罕见
的同时发现有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
存的旧石器时代综合性遗址，是现代人
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遗
存的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物质遗存和相
关行为要素最丰富全面的遗址之一。
相关发现对研究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
古人类生计模式、人群迁徙、古环境地
貌等学术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该遗址的材料将进一步完善四川地区
乃至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时空
框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位于凉山彝
族自治州西南部盐源县。该墓地出土
的器物实证了西南古代各民族交流交
往交融的历史。老龙头墓地是中国西
南地区同时段墓葬发现数量最多的墓
地，它完整构建了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
的文化序列和年代框架，是西南山地青
铜文化研究的标尺性墓地。同时，老龙
头墓地拓展了西南“边疆考古”的内涵
与外延，实证了西南山地青铜文明的悠
久历史，印证了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国古
代对外文化交流与人群移动的重要走
廊，彰显了西南山地是欧亚草原与东
南亚地区文化与族群交融互鉴的节
点，实证了西南古代各民族交流交往交
融的历史，丰富了中国古代多元一体文
化格局内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供了考古支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回望刚刚过去的2024年，你是否曾经
流连忘返于博物馆中，只为打卡一场重磅
展览？你是否曾面对文物情难自抑以至
热泪盈眶，深受来自历史的感动与震撼？

1月9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
办的“2024名人堂·年度人文榜”评选正
式发布“四川文博大事件”榜单，榜单主
要依据封面智库热搜数据、行业热点、
社会影响等多元角度，推出影响2024年
四川文博行业的十大标志性事件。

从火爆出圈的热门展览，到四川为
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的努力，以及四川考
古事业取得的新成果……从榜单评选
出的事件中，能看到2024年四川文物事
业的“高光时刻”，以及这片热土上正在
书写的中华文明赓续不辍的篇章。

“刷新”探索历史的进度
四川考古人步履不停

寒假已至，蜀地不少博物馆人流如
织，观众隔着玻璃展柜，深情凝望千百
年的历史遗珍。

作为考古大省，在四川广袤的土地
上，几代考古人薪火相传，结出了累累硕
果。2024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
国考古新发现”揭晓。活动评选出了六
项考古项目，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入选。

位于资阳市乐至县乐阳桥村的濛溪
河遗址，于2021年9月发现。据光释光测
年显示，其年代距今约7万-5万年。濛溪
河遗址出土石器、动物化石及碎片超10万
件，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等。
遗址的动物化石丰富全面，包括象、犀牛、
熊、牛、鹿、猕猴、鱼、龟、蛇、鸟等类型。其
中鸟类、水生动物、两栖动物及食肉类动
物的发现，在同时段的遗址中比较罕见，

初步显示出古人类对自然环境中动物资
源的深刻认识和广谱化的狩猎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濛溪河遗址的
植物遗存极为丰富，这在全球范围内都
属少见。目前已发现的种子等植物大
化石有数万颗，包括橡果、核桃等。目
前初步鉴定出柏科、壳斗科、豆科、桦木
科、茜草科、蔷薇科、十字花科、石竹科、
葫芦科、蓼科、莎草科等30余科。

不仅如此，位于川西高原的罕见超
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
址考古研究正有序进行；鸭子河畔，三
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从初见眉目到如
今的辉煌成就，凝聚了数代考古工作者
的心血……

2024年12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二
期工程在四川广汉启动。现场对三星
堆—金沙遗址考古研究工作方案
（2025—2027年）情况进行了介绍。这
也意味着，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考古研
究工作将再迈一步。

现象级大展频现
古蜀瑰宝走向世界

在四川考古高歌猛进之时，省内的
各大博物馆中也在上演着美好的邂逅。

四川的博物馆到底有多“热”？也
许一串数据能够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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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假
期达725万人次，在全国排名第二，据腾
讯位置大数据发布的榜单显示，2024年
春节国内热门博物馆热度前十名中，四
川占四家……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四川博物馆事
业的蓬勃发展。2024年，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申报的博物馆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了15
家为新一轮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
博物馆。其中，四川博物院成功入选，
这也是四川省内博物馆首次入选。

就在四川省内的博物馆不断“做大
做强”之时，蜀地文物也踏上了跨越时
空的奇妙旅程，令不少观众沉迷其中。
譬如，2024年5月落下帷幕的“星耀中
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就在上
海掀起了一股古蜀珍宝热。

上海博物馆东馆开馆以来的首个
特展，观展人次突破100万，是国内迄今
规模最大、门类和体系最全的古蜀文明
展……这场展览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
叹，策展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胡嘉
麟用“波澜壮阔”形容这次奇妙的经历。

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2024
年11月，四川盆地的古蜀文明与安第斯
山脉印加文明，跨越山海进行了一次亲
密握手——“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
明互鉴展”，在秘鲁首都利马印加博物
馆盛大揭幕。展览现场，一件件巧夺天
工、美轮美奂的珍贵文物，让超过万名
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古蜀文明和印

加文明的无穷魅力，更加真切地领略到
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五彩斑斓。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让文化遗产赓续不绝

从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不断追
寻文明之“源”；在文物展示利用中，文
博爱好者得以触摸文明之“流”。凝望
着一件件精美文物、一处处宝贵的文化
遗产，人们更加珍视文脉的赓续绵延。

据统计，四川认定公布不可移动文
物数量居全国第三。作为名副其实的文
化遗产资源大省，四川如何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2024年5月6
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开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系统明确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同时，家底清晰为文物保护提供了
依据。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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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遗址和历史文物，折射着文明
恒久魅力；而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将峥
嵘历史与红色基因延续。四川是红色热
土，大量的革命遗址遗迹、红色资源广泛
分布在全川各地。2024年11月13日，

“全国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论坛·
2024”在广安举办，会议现场，来自全国
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革命文物·革命文
化·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热烈发言探讨。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应借助数字技
术，赋予静态革命文物以动态的生命力。”
论坛现场，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当
让人们深切感受到革命文物背后的文化
空间，充分挖掘其丰富精神内涵，让革命
文物“亮”起来、“活”起来、“热”起来。

文物无声，却诉说数千年中华文
脉；守护无形，但让历史赓续不绝。在
四川，关于文博事业的华章，还在接续
谱写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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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龙头墓地M552出土陶双
耳罐。

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濛溪河遗址部分浮选植物
种子遗存。

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