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第664期

2023年3月24日 星期五

主编 韩 玲 编辑 张 庆
视觉 李湛肹 组版 郑淑棉

请关注太湖周刊
微信公众号

·05·

焦
点

鼎
立
江
河
畔

提起青铜器，你会想到什么？是盛
装美酒的尊贵器物，是金戈铁马的古代
兵器，还是权力象征的传国重器……夏、
商、周三代属于中国考古学上继旧石器
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后的“青铜时
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
的关键时期，三代礼制对中华传统文化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大量
雍容典雅、精美绝伦的青铜礼器，开创
了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时代。”国家文
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炜表示，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的持续发展演进，也为秦
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奏响了序曲。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后，夏商文明研究
工程又被纳入国家文物局工作要点，尤
其是夏商青铜时代的考古研究、价值阐
释和成果转化广受关注和期待。因此，
该展的举办颇具意义，以考古成果实证
黄河和长江流域文明的交流融合，以出
土文物阐释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
历史进程。

本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来自河南博
物院，映照出灿烂的中原文明。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四大中心性遗址，三
个在黄河流域，一个在长江下游，印证了
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
程中举足轻重的主干地位。河南是中华
民族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蔚为
大观的河南文物，是华夏民族优秀文化
的物质载体，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殷商末期，“泰伯奔吴”带来中原文化，开
创了江南文化融合创造的源流。无锡人
文底蕴深厚，拥有7000多年人类生活
史、3000多年文字记载史、2200多年建
城史，良渚文化在这里孕育，吴越文化在
这里发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城市
带来了厚重感。从黄河到长江，从中原
到江南，本次活动也开启了两地文化交
流互鉴的新篇章。

该展策展人、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所长刘宝山介绍，该展命名为“江河辉
映”，“江”借指江淮吴越楚地区；“河”借
指黄河中原地带。展品汇集了江淮流域
和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各类文物，突出呈
现文物本身所具有的南北方文化因素。
展厅里，一件件青铜器令观众们深深着
迷。自媒体人小金忙着给每件文物拍特
写，直呼“大开眼界，太好看了，尤其是细
节，眼睛不够用”。周先生热衷传统文
化，看到展览预告，他专程带孩子来看

“真东西”。“这上面的铭文和纹饰特别精
致，充满了古人的智慧，中国人真的太了
不起了！”周先生说，这是最为直观的传
统文化教育，他还会带孩子再来参观。
在无锡博物院展览部主任顾真真看来，
一场优秀的展览，不但能掀起参观热潮，
还能让大家从中坚定文化自信，更能促
进地域间的文化交流。

展览开启文化交流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以数字技术为承载展现全景文化，
推动历史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将迎来大好时
机。“江河辉映——中原与江南青铜时
代考古文物展”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无
锡博物院藏“春秋吴王僚剑”数字藏品
全球首发仪式。此剑距今已有两千多
年历史，虽饱经岁月打磨，剑身依旧泛
出幽幽光泽，展现出吴地精湛的铸剑
工艺。这把剑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
无锡博物院十大宝藏之一。著名青铜
器专家吴镇烽先生认为，此剑为仅见
的一把吴王僚即位后的自铭剑，它的
发现对于研究吴国青铜器以及吴越历
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通过全
息投影再现文物细节，让参观者用裸
眼就能看到立体的文物，领略吴王僚
剑、玉飞凤、蟠虺纹鼎、蟠螭云纹编钟
的魅力。参展形式也有所创新，策展
方定制“文物印章手卡”，设置“寻宝”
环节，游客可以领取代表性文物、文字
的特制手举牌，进入展区寻找对应的
文物实物，熟识汉字、了解文物背后的
历史。数字藏品进入我国便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态势，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
爱。无锡博物院也紧跟数字潮流，把
珍藏的“春秋吴王僚剑”制作成文物数
字藏品。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截至目前，
无锡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达465处，
面广量大。其中，无锡大运河“一段三
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阖闾城和鸿山
两大遗址，都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都建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博
物馆，且正在建设国家级考古遗址公
园。“文化遗产不仅有考古类文化遗
产，还包括建筑、景观、聚落、文化线路
等多种文化遗产类型，都需要实现活
化利用。”专家表示，想要保护好一处
文化遗产，应以文化遗产的价值特性
和保护需求为核心，开展各项各类活
动，举办这样的展览正是实现传统文
化活化利用、与人们生活连接的有效
途径。

（张月、韩玲）

文物“活化”赋能美好生活

无锡是长江下游吴文化的发祥地，处
在吴越文化的核心地带，吴越文化融入中
原文明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
中的重要一环。展厅里，不乏来自中原的
蟠虺纹鼎、王子午鼎，以及来自无锡的吴
王僚剑、玉飞凤等国宝级文物。鼎是我国
青铜文化的代表，它从一般的炊器发展为
传国重器、旌功记绩的礼器，成为文明的
见证和载体。该展对这些重点展品进行
了解读，利用器物铭文和相关文献资料，
讲述文物背后吴、越、楚和中原诸侯国之
间，政治文化融合的故事，凸显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生动格局。“就拿无锡鸿山遗
址出土的编钟、编磬来看，不难发现，这些
战国早期的文物，很多特征和中原地区保
持高度一致。”刘宝山表示，这说明当时长

江和黄河流域的交流已然十分密切，为长
江、黄河文明的统一，为大中国的形成奠
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长江和黄河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一件件考古出土文物，讲述着长江与黄河
文明的融合故事，展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发展进程。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拾峰表
示，本次展览将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考古
出土的夏商周时期珍贵文物呈现给公众，
不但包含数千年来黄河与长江文明融合
发展的历史脉络、取得的灿烂成就，更包
含一百多年来一代代考古人筚路蓝缕、接
续努力的傲人成果。他指出，今年是江苏
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化之年，希望无锡
考古落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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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文物保护利用和地域文
明探源研究的新成绩。

“江河辉映——中原与江南青铜时代
考古文物展”的举办，也是无锡开展地域
文明探源工程的一次重要实践。“无锡的
地域文明探源，对于将长江流域纳入整个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分重要。”刘宝山告
诉记者，接下来，无锡还将深入开展地域
文明探源工程，发挥考古华东基地平台功
能，围绕太湖西部史前文化、无锡早期文明
发展历史、吴文化探源等课题开展考古勘
探和研究，努力破解历史之谜，力争形成体
现无锡特色的重大学术成果，让更多考古
遗产活起来、火起来，为江苏地域文明探
源和中华文明探源贡献无锡考古力量。

地域文明探源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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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如何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
更高质量的精神文明生活，在活化
中传承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近年来，锡城不断引入高端的
文博展览、活动，“倪云林”全国美
术作品展、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
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
场等一系列艺术活动，让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体验高规格的文化生活。

鼎立江河畔，青铜耀千年。无
锡又迎来重磅大展，3月5日，由无
锡市人民政府主办，无锡市文广旅
游局承办，河南博物院、无锡博物
院、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无锡
市鸿山遗址博物馆协办的“江河辉
映——中原与江南青铜时代考古
文物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幕。

称其“重磅”，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不管是展览的内涵，还是展品
的重量，都堪称重量级。展览云集
了110件（套）中原地区和江淮流
域出土的重要文物，堪称一场“青
铜盛宴”。当长江与黄河文明共处
一室，体现了考古人“让文物活起
来”的新举措新进展，辉映出一幅
中华文明交融共生的壮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