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学一度被视为“冷门”学科，其走热
令人惊喜。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走出研究
所，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以生动新颖的形
式向公众讲授考古学的相关知识。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历史博物馆和文化景点多、类
型多，相关学术研究也多。采撷学术“花
朵”，采用其若干成果或者亮点，对游客进行
通俗化解读，能够廓清迷雾、正本清源、学史
增信，让考古走向大众。

如何让无字的历史被解读，让先祖的遗
物遗迹活起来，让游客产生兴趣，是水洞沟
景区开发者必须破解的难题。

走进景区大门，西侧奇特的建筑为水洞
沟遗址博物院，偏平的外形与一些博物院宏
伟的建筑形成了鲜明反差。“其外形仿水洞
沟出土的勒瓦娄哇石核建造而成。”宁夏文
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水洞沟遗址研究院副
院长王惠民介绍。

以一座建筑物直观展示一个旧石器外
形，这是水洞沟文物走向普通游览者的第
一步。

走进博物院大厅，展馆摒弃了传统展示
形式：大型古人类雕塑组像令人惊愕，披毛
犀、野牛、鸵鸟等动物化石的复制品栩栩如
生。出土的石器是水洞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展示最初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勒瓦娄哇
石核和后出土的新时期时代的磨盘等，让人
直观感受到新旧石器的区别。

还有场景模拟。水洞沟博物馆设置了
一个当时国内最大的室内观众介入式动感
体验区，利用多项专利结合先进的声、光、电
等技术，真实再现了 4 万年前远古人类生
产、生活和灾难骤起被迫迁徙的活动场景，
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展示形式的先河。

水洞沟景区还原了当初德日进、桑志华
投宿张三小店的那段经历，复制了两位法国
古生物学家当年考古时的情景，在原来的位
置上重建了张三小店，让游客进屋参观体
验。通过感性认识，加上讲解员的帮助，无
字的历史被解读，使游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得到满足。

“旧石器时代遗址原本可视性和观赏性
差，旅游吸引力并不强。但在这种模式的推
动下，一切都不一样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

采撷学术“花朵”沉睡的塞外遗址

从银川市区驱车向东，过黄河，半个小
时左右就来到了水洞沟景区。苍凉的鄂尔
多斯台地上，竖立着土黄色的古人类面孔写
意的大门。大门内西侧，一个奇特的建筑静
静卧着。大门外，戈壁荒漠一望无际。

如果以风景而论，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
个 5A级景区。但从考古意义上看，水洞沟
景区实至名归。

1923年，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古生物
化石。由于当时中国无法提供先进、适宜的
研究条件，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
将石制品精心编号后运回法国进行深入研
究。他们发现，该遗址石器组合与欧洲旧石
器时代中晚期石器文化有联系。其中，勒
瓦娄哇石核是一种预制台面石核的特殊技
法，这种技术是欧洲莫斯特文化的组成部
分，表明 4万年前发生过东西方人群的远距
离迁徙。此次发现震惊了欧洲考古界，因
为在此之前，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没有
旧石器时代。

1928 年，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
学事实向世界宣布，水洞沟遗址属于旧石
器时代，推翻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
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水洞沟也因此成为
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
址，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和研
究的新篇章。

此后，水洞沟经历了多次发掘。裴文
中、贾兰坡等学者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察队等都参与了发掘。
代代考古人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
证明，4万年前，水洞沟人的生产已达到了同
时代最先进、最高水平，使用着领先、精美的
石制工具。这种现象，为我国已发现的旧石
器时代晚期文化所仅有。进一步的研究也
证明，水洞沟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
代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

令人骄傲的水洞沟文明仅闻名于考古
圈，并不为大众所广知，因而这处古遗址一
直在荒原上沉寂着，也被侵蚀着。2005年，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水洞沟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了，尝试通过旅游打破了水洞沟考古
与普通人之间的壁垒。

“三星堆、水洞沟等一批新考古成果发
掘出土，配合相关讲座和宣传，也引发了公
众的兴趣，增加了古文化景区和博物馆的客
流量与经济收入。”宁夏水洞沟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亚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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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水洞沟借考古“出圈”促文旅融合——

景区从小众走向大众
5A 级景区水洞沟，位于灵武市临河镇明长城

脚下，距离银川市区 19 公里。或许你没听说过它，
然而在考古界，水洞沟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发祥地蜚
声国际。文旅融合的脚步加快，公众参与考古热情
的高涨，正让水洞沟走向大众。

2015年 7月，水洞沟景区获批国家 5A级
景区。这是国内首个以史前遗址为依托成
功被打造的 5A级景区。自此，遗址保护和
利用迈上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台阶。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近年来，依托水
洞沟得天独厚的考古资源，我们在文旅融合
方面进行了创新，努力让考古研究转化为社
会知识，让公众分享、传承研究成果，提升旅
游价值，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水洞沟景区副总经理罗燕说。

文旅融合需要高质量的文化支撑，特别
是需要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滋养。当地政
府与学术机构和景区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
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提炼展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
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

景区采取了开放的形式，吸纳不同学科
的研究成果，邀请各研究院所及高校一起合
作研究，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也培
养了一批考古人才，提升了水洞沟遗址的学
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水洞沟遗
址举办旧石器时代文化节，通过很多可体验
的形式，诠释了人类演化的历程。

在科普方面，景区为开展中小学生研学
游，设计了专门的课程，邀请高星、王惠民等
权威专家学者授课，给孩子们讲述水洞沟考
古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成果。景区把研学产
品与水洞沟研究嫁接起来，开发了钻木取
火、打制石器、制羊皮等模拟考古项目，让孩
子们亲自动手参与，体验 4万年前水洞沟古
人类的生活。

针对年轻游客群体，景区开发了盲盒产
品。盲盒里可能会出现水洞沟的一块石器
仿品，或是原始人类的一个雕塑，或是水洞
沟出土的鸵鸟蛋装饰品的仿品。惊喜的盲
盒刺激了消费，游客可以通过购买盲盒来体
验和了解水洞沟文化。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考古已不只是专业
人员的事，大众都可以加入进来。为更好地
促进文旅融合，实现景区高质量发展，我们有
个设想，就是在考古现场建设玻璃隔墙或者
设立大屏幕，让游客近距离观看现场考古发
掘，产生更好的体验感。”王惠民说，游客在
饱览大好河山的同时，长了见识，开了眼界，
文旅融合将进一步拓展游客视野，提高其科
学、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素养，还能激发青
少年的学习热情和理想。（据《经济日报》）

力促文旅融合1 2 3

◀宁夏水洞沟遗址。（资料图片）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在
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书法大会》节目
同时开机启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蒋希伟表示，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富
矿”，充分运用“思想+艺术+技术”的力量，成功推
出一大批广受海内外受众特别是年轻人喜爱追捧
的精品文化节目。总台将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为新的起点，充分发挥融合传播优势，生动讲好
中国书法艺术故事，让书法艺术活起来、动起来，向
世界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根据协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书法家
协会将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推动建设书
法艺术类专家智库、特色书法艺术字库，策划书
法文化类爆款节目产品和打造书法类国际品牌
活动等。

其中，大型书法文化类季播电视节目《中国
书法大会》是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该节目
深入挖掘书法文化，全景展现源远流长的汉字发
展史、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史，通过先进视觉呈
现为古老碑帖注入新的生命，鲜活表达中国文化
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

（据中国新闻网）

为纪念中国动作电影《少林寺》上映
40周年，修复后的 4K版本将于 4月 15日
在日本上映。近日，《少林寺》4K版还发
布了日版预告，伴随着主题曲《少林，少
林》的旋律，19岁青涩的李连杰现身，展
现各种少林绝学，鹰拳、螳螂拳、三节棍、
九节鞭等逐一亮相。“太期待了”，日本网
友评论称，“李连杰的武打动作有着舞蹈
般的美感。我想把 4K修复后变得更加清
晰的‘舞蹈’铭刻在心里。”

由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最早于1982
年 1月在香港上映，上映伊始便力压成龙
的《龙少爷》，获得当年香港年度票房第
三、内地年度票房第一的好成绩。该片于
同年 11月 3日在日本上映后，掀起空前的
少林寺热潮：在日本创下亚洲电影最高票
房收入（16.5亿日元），这一纪录直到 2003
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上映后才被打破。

有日媒评论称，从昭和到平成，甚至
是令和年代，李连杰主演的这部《少林寺》
都称得上是相关题材电影的巅峰。有日
本网友回忆说，“1982 年上映时去看了，
电影院人超级多”“在电影院门口排了 1
小时才进去”……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内，《少林寺》也对日本相关漫画和游戏创
作行业产生深远影响。（据《羊城晚报》）

《少林寺》4K修复版
4月15日将在日本上映

“这件作品刻画的是我们新疆克孜
尔石窟 205 窟最精美的一幅壁画。”近
日，新疆工艺美术大师、葫芦画非遗传
承人马江红，向记者展示了她创作的葫
芦壁画雕刻作品。

记者看到，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新疆
克孜尔石窟壁画，在马江红的手中，立
体呈现在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葫芦上，鲜
活而又惊艳。马江红坚持葫芦壁画创
作至今已有 30多年，在业内被誉为“中
国葫芦壁画雕刻第一人”。

早在上大学期间，马江红就与壁画
结缘。“大一的时候，第一次去敦煌就被
那斑斓的色彩和巨大的画幅所震撼。”
马江红说，自己被敦煌壁画吸引住了，
在那里流连了十几天，舍不得离去。后
来，她将目光锁定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壁画。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比敦煌壁画
还要早，其绘画是文化艺术高度融合的
重要代表。

有一次，马江红在喀什偶然遇见葫
芦画，让她有了将克孜尔石窟壁画与葫
芦结合的想法。“当时我有一种按捺不
住的冲动，为什么不把失去和现存的壁

画雕刻在大葫芦上呢？新疆这种硕大
的葫芦质地坚硬，色泽柔和，非常适合
雕刻，又易于保存。”于是，马江红便潜
心钻研葫芦雕刻。

这种把壁画呈现于葫芦上的奇思
妙想，在她之前鲜有人尝试。30 多年
来，她一点点摸索，走遍全国拜师学艺，
涉猎广泛，在雕刻、版画、玉雕、砖雕等
方面皆有所学。2008年她还曾专修于
北京故宫博物院字画装裱、古书画修复
和木雕，并将所学到的技法运用到葫芦
雕刻中。此外，她还多次到克孜尔石窟
实地考察，对壁画的故事情节以及年代
进行分析考究，最终将精美的壁画呈现
在葫芦上。

艺痴者技必良。马江红在从业 30
多年来，持续创作了大量精美的作
品。“在创作过程中，时常沉浸创作中，
不知室外是白天还是黑夜。”她说，自
己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前后持续了 11个
月，而最令她满意的作品则耗时达到 5
年之久。

“至今我都不敢想象，此时的我竟

然与美丽的克孜尔壁画和葫芦艺术结
缘，还让我的生命与它们相互交融，几
乎达到了不可分开的奇妙程度。”马江红
告诉记者，她希望能够将这一技艺传承
给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人掌握葫芦画
雕刻技能的同时，也让大家通过葫芦
画的方式去认识新疆，了解新疆丰富的
文化。 （据中国新闻网）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2年央视综合频
道重点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

发布活动分为“赞美好时代”“品中华经典”“看
大美中国”三大板块，共推出 10档重点创新节目。

“赞美好时代”板块发布 4档新节目。其中纪
实短片《瞬间中国》以“刻画奋斗者群像，书写新时
代成就”为主旨，充分展现各条战线持续奋斗、开
拓奋进的时代新气象。首档纪实剧栏目《中国故
事》，将一个个真实感人的中国故事搬上屏幕，展
现岁月长河中奔涌的民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
品质。

“品中华经典”板块发布的大型创新文化节目
《古韵新声》系列，将在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元
宵等中国传统节日期间推出，通过一物一曲，展现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系列文化专题片《国家艺术
档案》，将依托中国文联所属 10余个全国性文艺家
协会，挖掘各领域顶级艺术大师匠心独运的动人故
事。系列文化纪录片《遇见中国》，将聚焦遍及中华
大地的 36 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56 项世界遗产、
204家国家一级博物馆等重点内容，阐释中华文化
的时代新义。

“看大美中国”板块发布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
《山水间的家》，将实地探访新时代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全景式描绘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6集
自然纪录片《秘境之眼》之《自然深处》，以大美中
国的最独特地貌为主线，首次披露秘境中最罕见
的、珍稀的、新发现的动植物的故事。

据了解，开年以来，央视综合频道（CCTV-1）连
续推出春晚、北京冬奥会直播，以及开年大剧《人世
间》、大型创新节目《古韵新春》等大剧大作。春节
期间频道全国收视份额达 8.84%，创 11年来春节假
期最高值。 （据中国新闻网）

2022年央视综合频道
重点节目片单发布

演员在现代舞《静地回升》上表演。
日前，由谢欣舞蹈剧场制作及演出的现代舞

《静地回升》（T.I.M.E）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举行首演。 新华社发

“让书法艺术活起来”

《中国书法大会》
开机启拍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典藏活化”系列展中
的“平凡不凡——李平凡创作及捐赠作品展”。

近日，中国美术馆在北京推出多项“典藏活化”
系列展，展出从众多馆藏美术作品中精选出的约
400 件作品，包括绘画、剪纸、雕塑等多种品类。

新华社发

新疆手工艺人痴迷葫芦雕刻

令千年壁画华彩“重生”

马江红在雕刻葫芦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