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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为先 守好中华文化瑰宝

悠悠荆楚，辉煌灿烂。
11月9日上午8时，“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

程研究课题推进会准时开始。
来自长江中游五省的25个考古项目依次汇报，湖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等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文化工作的最新指示，让我们的
劲头更足了。”

据悉，在多学科联合攻关下，该课题在青铜文明、
秦汉文化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并成功举办长江中游
文明研究成果展、长江中游商代陶器展。

守护文化根脉，容不得丝毫懈怠。
11月8日，在省博文保中心修复室，陈亦奇在楚

式漆器修复技艺传承人杜道子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
修复着漆器。这名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年轻文保工
作者，除苦练传统技艺外，还将现代科技应用到文物保
护中。另一侧，省博物馆策展团队加班加点，为首次推
出的“湖北通史展”做扫尾冲刺。省博物馆馆长张晓云
说：“把中华文明瑰宝保护好，我们责无旁贷，湖北通史
展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湖北，认识中国。”

长江文化研究院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聚焦系统推
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联动高校、科
研机构、文博单位等，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赓续
千年文脉。

十堰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吴善宏介绍，省政府公
布了八批次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
地带，文物保护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该市研发上线的
文物安全巡查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全市文物安全防
护能力。对遇真宫、元和观、隐仙岩等古建筑实施了修
缮和保护，保持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湖北地下与地上的宝贝很多很珍贵，我们要保
护好、管理好、研究好、阐释好，夯实传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硬支撑。”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结合全国文物四普工作，全面摸清家底，持续
开展学堂梁子遗址、屈家岭遗址、盘龙城遗址等代表
性遗存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推进红
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一批重点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

活化利用 让文化遗产绽放新光彩

今年是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眼下，工作人员
紧锣密鼓地筹备年度大展。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
万琳说，博物院致力于遗址保护与展示相融合，使遗
址公园和博物院“常看常新”，走出遗址类博物馆发
展的新道路。

无独有偶，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运用了多
媒体、沉浸式AR、地踩屏和全息技术手段，让沉睡的
文物“活”起来。黄石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肖婷表示，
新馆实现文物保护、旅游、教育等多元融合，让文化遗
产焕发新活力，游客数量直线上升。

随着一批批遗址旅游景区建成，屈家岭遗址、明楚
王墓、唐崖土司城等荆楚先民留下的丰赡遗产，正不断
融入当下生活。

文物“活”起来，定会“火”起来。
为此，各地充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让文物进

校园、进社区，推进博物馆研学、考古研学等活动。省
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启动“繁
星计划”，运用数字化手段，让县市中小博物馆的文物
活起来。十堰市实施“历史名人活化工程”和“历史文
化活化工程”，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津古城建
设写生基地，已成为湖北高校艺术生重要的写生基
地。全省各地博物馆、文化企业打造一批具有湖北特
色的精品文创产品、旅游商品，梁庄王妃“同款”首饰、
越王勾践剑毛绒版、编钟卤蛋牛肉面等一批好看、好
玩、好吃的文创产品持续破层出圈，销售火爆。

以文促旅 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

为了一个馆，奔赴一座城。
数据显示，10月1—7日，全省各级博物馆共接待

游客253.52万人次，比2023年中秋国庆期间接待游
客增长34.92%。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近两年
来，湖北各地紧紧抓住文博热风口，开发一系列文物主
题旅游线路与产品，让湖北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武当山拥有世界文化遗产、5A级旅游景区等殊
荣，十堰市政府与湖北文旅集团携手打造武当山世界
级文化旅游目的地。黄石市一手抓黄石工业遗产片区
保护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一手推进文物旅游持续融
合，“华新1907文化遗址公园”开园至今，成功举办各
类活动160场次，累计接待游客120万人次，被评为全
省最美文旅新空间。

丰赡的历史文化遗产、红色资源，更成为最大的IP。
由杨丽萍团队与我省企业联合创作的《荆楚映象》

以屈原与楚辞为原型，自从在湖北首演以来火遍全
国。沉浸式全息剧《遇见·楚庄王》入选“世界十大经典
场馆沉浸式体验案例”。“探路——中共中央在武汉”实
景剧、“红巷里的思政市集”展演、抗战红色歌咏会等

“大文创”等异常火爆。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克克称，党的十八

大以来，总书记先后6次考察湖北，两次视察了博物
馆，在湖北“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中具有重大的
里程碑意义。湖北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实施荆楚
文脉赓续、文旅产业倍增等九大工程。建设屈原文化
旅游区、知音文化旅游区、长江博物馆、南水北调博物
馆等一批示范型项目，着力推动荆楚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全国文化创新高地、世
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战略性支柱产业”，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湖北实践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文/图 湖北日报传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聂杰杰

“真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会到我们云梦来。”11月9日，
23岁的王海宁从孝南来到云梦县博物馆，细看每一片简牍、
每一句释文。

千年古城云梦，自1975年在睡虎地出土秦简牍以来，目
前已出土了8批次秦汉简牍，共计3500余枚，被誉为“秦简圣
地”“简牍之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信
史的重要实物佐证，要善加保护，做好研究。”

如何善加保护、做好研究？
“一方面，将考古发掘作为城市基本建设的前置条件；另

一方面，加强与省内外单位广泛合作。”云梦县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杨雪莲介绍。

2021年郑家湖墓地的发掘，开启了边挖掘边保护、边修
复边研究的典范。

在郑家湖农贸市场建设前，考古人员勘探发现古墓群。
农贸市场建设暂停，转而进入考古发掘。

云梦县博物馆馆长张宏奎介绍，按照惯例，发掘的文物会
运至省博物馆、荆州市博物馆等地修复，但长途搬运易损坏文
物。云梦积极争取，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梦郑家湖考古队、出
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云梦工作站相继成
立，就地开展脱水、修复等工作。之后相继发掘100余座墓
葬，出土800余件秦汉简牍、漆木器等文物，包括该馆镇馆之
宝——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

文物研究和成果转化利用也在推进。今年，该馆与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申报的《云梦郑家湖与睡虎地考古资料整
理和价值阐释》获国家重点社科资金立项，并通过专家论证。

让观众更加亲近简牍书写的国之信史，会大大激励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

2022年以来，云梦投入近5000万元，实施博物馆展陈提
升工程，布设云梦古代文明通史展和秦汉简牍展、秦汉木漆器
展两个专题展，运用新技术，新设文物魔墙、沉浸式体验厅、秦
简文字书写体验台等区域。自去年国庆节试运行至今，已接
待游客30余万名。

云梦还创新形式，让文化浸润人心。龙岗大道两旁的双
龙形图案路灯成为一道风景线，皮影戏《秦律案中案》、古装情
景舞蹈《秦简颂》、情景剧《一封家书》火热上演，漆木器制作、
秦简隶书练习等研学课程受到学生追捧。

“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文物保护好、利用好。”杨雪莲介绍，
将运用新媒体技术推出更高品质的文博展陈，同时以博物馆、
楚王城公园、祥云湾景区为核心，打造“3+6+N”的文旅产业
发展模式，努力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通讯员 武柳青

有的被污泥、碎屑包裹，有的残断、朽坏，简面文字残损、
磨灭，难以辨认；刚出土的简牍，犹如“天书”。

借助红外成像技术，科研人员在文字释读、残简缀合、简
册编联、复原等环节的反复推敲，让古人记录的真相得以逐渐
贴近、更贴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
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要善加保护，做好研究。”

“破译简牍中蕴藏的文化密码，是一项浩大繁琐的工
程；既要甘于坐冷板凳，也要运用新科技。”11月10日，武
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鲁家亮介绍。

该中心创设于2005年，长期致力于战国、秦汉简牍的整
理与研究，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创新平
台首批入选单位。近20年来，该中心潜心耕耘“冷门绝学”，
相继推出《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秦简牍合集》《睡虎地西
汉简牍·质日》等重要简牍整理成果。

破解“天书”需要高科技，近年来，中心利用武汉大学多
学科协同科研优势，助力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引入红外
成像等技术，提升简牍文字辨析的精确度；与学校文化遗产
智能计算实验室合作，建设“中国简帛文献综合数字平台”，
将出土简牍上的“中国记忆”用数字形式永久保存。利用数
字化与高科技手段，有效提升了研究效率与进度。

“最近，运用这些高科技手段，中心正在联合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荆州博物馆，对云梦睡虎地、荆州胡家草场
两批西汉简牍进行整理与复原；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合作，对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汉代
简牍加以科学保护和整理研究，都取得很好的简牍释读与
研究成果。”中心博士后雷海龙说。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借助新科技破解“天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丙全 通讯员 周栎 周东

11月8日，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内，文物修复专家
们通过清洗、脱水、脱色等程序，将漆黑软烂、几近朽腐
的出土简牍“还原如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
物保护水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据悉，该中心已完成十余万枚简牍的保护修复工
作，占全国同期出土饱水简牍总量的80%。经多年技
术研发攻关，解决了中国出土饱水竹木简牍类文物存

在的饱水、变色、糟朽、干缩变形等共性关键问题，形成
了从考古发掘整理、实验室保护、文字信息提取、展览
收藏全过程的系统保护技术。

该中心主任、研究员方北松表示，修复、复制简牍，
让沉睡千年的文物“活”起来，走进当下，对传承中华文
化意义重大。

荆州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市共有不可移动文物4081处，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文物资源总量位居全
国第一方阵。

刚过去的十一假期，荆州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近13
万人次，馆内精美绝伦的漆木器、丝织品、青铜器等珍

宝，让游客啧啧赞叹。据统计，荆州博物馆馆藏文物
19.6万余件，几乎囊括了楚文化的所有种类和精品。

眼下，楚文化博物馆、新文保中心正加快建设，总
建筑面积约7.2万平方米，其中楚文化博物馆地上建
筑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相当于荆州博物馆的两
倍。该馆建成后，将以更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的方式展陈，带着游客穿越古今。

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杨帆说，荆州是“楚国
故都、三国名城”，将以建设荆楚文化保护传承核心
区为抓手，大力推进文物保护利用、研究阐释、对外
交流等工作，让承载着荆楚文明密码的“国家宝藏”
焕发新光彩。

荆州攻克简牍全过程系统保护技术

云梦投入5000万元
让博物馆展陈亮起来

我省实施荆楚文脉赓续、文旅产业倍增等九大工程——

推进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鄂文旅

11月4日至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系统推进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

湖北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6473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

座，拥有博物馆241家，文物藏品数量达250万件套，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

连日来，我省文旅系统牢记嘱托，围绕重大使命强化责任担当，以时不

我待的姿态，从全省全局统筹规划，创新、扎实地推进各方面工作。

11月8日，湖北省博物馆馆藏古籍善本保护修复项目工作人员，在进行古籍书叶清洗展平、古籍纸张病害分析、古
籍纸张纤维分析等古籍修复工作。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通讯员 黄敏 摄）

小朋友们在云梦县博物馆仿写秦简上的文字，感
受中华文字演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