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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9日电 2025年 6月 9日是第
18个国际档案日，国家档案局 9日举办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52项档
案文献入选。至此，经过六批评选，《中国档案文
献遗产名录》入选项目达 250项。

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入选的 52项
档案文献，载体、年代、区域、申报单位分布平
衡，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在档案文献载体上，既
有纸质档案文献，也有金文、石刻、简牍和雕版版
片。其中，有历史悠久的《何尊等五组周代有铭青
铜器》《里耶秦简》《银雀山汉墓竹简》等；有反映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百团大战
档案》《台湾义勇队档案》《“重庆大轰炸”档案》等；
有反映党史、新中国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
全省政权组织档案（1940-1950）》《苏皖边区地方民
主政权档案》《新中国首个汽车工业基地建设档
案》《红旗渠水利工程档案》等；还有包括金元时期
道教档案、元代佛教档案、明代科举档案和清代以
来涉及重要历史、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方志舆图、
重大工程建设、农业科技、防灾减灾等方面档案。

档案文献遗产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直以来，国家档案局把档案文献遗产保
护传承放在档案工作的重要位置，以实施“中国档
案文献遗产工程”、评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等
举措为有力抓手，加强档案文献的保护传承。

“遗产是一种记忆，记忆不仅是为了记住‘过去’，
更重要的是为了融入和活在‘当下’。”国家档案局
副局长林振义在发布会上表示，活化利用是一篇大
文章，将通过档教融合、档文融合、档旅融合等跨界
融合，全方位、立体式展示档案文献遗产所蕴含的

“神”和“魂”，做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
走进公众、服务社会。

52项档案文献入选第六批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看·见殷商”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开展以来，人气持续火爆，吸引了大批观
众。作为首都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系列
展之一，该展汇集了 28家考古文博单位的
珍贵文物 300多件（套），涉及 8处 10次“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12日。

展览涵盖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青州
苏埠屯、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
洋洲等遗址出土的商代代表性文物，分为

“有册有典”“青铜高峰”“居中衍大”“式范
后世”4个部分。策展人、首都博物馆研究
馆员高红清介绍，这些展品来自商文化覆
盖区域，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展厅里，一对“亚醜”铜钺久别重逢。
1965年，山东青州苏埠屯 1 号 商 墓 出 土
了两件“亚醜”铜钺，分别藏于中国国
家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仔细看，“兄弟
俩”均是浓眉大眼、高鼻梁、方下巴，嘴角上
扬，口中露出城墙垛口似的牙齿。展出的
崇阳铜鼓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
是我国仅存的商代兽面纹青铜鼓，是研究
古代礼乐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展览中还有《哪吒》系列电影借鉴的文物原
型。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
头像和青铜鹰形铃，是两只结界兽形象的灵感来
源。结界兽手中形似巨大问号的“武器”，整体造型
源自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虎纹钺，边缘锯齿造型则
借鉴了陕西城固县张骞纪念馆的青铜锯齿镰形
器。电影里东海龙王敖光使用的武器原型，是河南
安阳殷墟亚长墓出土的玉刀。

（据《人民日报》）

《千手千眼》创排升级
开启今年敦煌驻场首场演出

6 月 8 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在甘肃敦煌大剧院
表演大型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

当日，创排升级、全面提升观演效果的大型情景音画剧
《千手千眼》开启今年在甘肃敦煌驻场的首场演出。该剧以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音乐舞蹈诗《我的梦》为蓝本，依托莫高

窟第3窟等敦煌壁画元素创编而成，通过音乐、舞蹈、多
媒体等形式讲述了“妙善救父”的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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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一百二十八）

磴口春帆，清代平罗“八景”之一。
那么，磴口在什么地方，为何现在宁夏境
内却很少有人提到它的名字。从《磴口
县志》“概述”可以看出，早在汉代磴口
之地就治于朔方郡，其后历代虽有变
化，但始终与宁夏息息相关。辽、金、
夏时期，县境均为西夏所置黑山威福军
司管辖。元时，今磴口东南部（巴彦高
勒镇周围）属宁夏府路；明朝属宁夏卫；
清代仍属宁夏所辖；民国十五年（1926年）
始设磴口县治，隶属甘肃省宁夏道，后
归宁夏所管。1954年撤销宁夏省后，改
隶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此
后即脱离宁夏管辖。1956 年 4 月，划归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至今。另据
《平罗县志》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置
平罗县。嘉庆十一年（1806 年），原属
阿拉善旗的磴口一带，划归平罗县治。
民国十五年（1926 年），将磴口从平罗
划出，设置为磴口县。可以看出磴口在
置县以前属平罗管辖时间是 120 年，也
不算短。道光时平罗县知县徐保字筛选
平罗“八景”时，将“磴口春帆”列入其中
就不足为奇了。磴口是黄河上的重要津
渡，清代乾隆年间，阿拉善境内的吉兰
泰盐场得以开发，盐池大量生产青盐，
通过骆驼运到磴口，再装船运往山西、
河北等华北一带，每年春夏秋三季，磴
口运盐的船舶很多。扬帆往返，星星点
点，春意盎然，成为一道胜景，被誉为

“磴口春帆”。据清《道光平罗纪略》记
载：“磴口渡，在县北三百里。”另据
《平罗县志》载：“平罗县之地方，逼近黄
河，为内地至磴口水陆要路。”因为平
罗（含今石嘴山）至磴口一段黄河水道，
便是当时两地进行通商贸易的唯一通
道，磴口渡口也成为声名远播的水陆枢
纽，商贾云集，船运繁忙，盛极一时。

磴口，大意为在渡口登着石阶上岸，因
此得名，比较形象。清《道光平罗纪
略》卷八“艺文”中录有蒋延禄的《磴口
春帆》一首；《道光续增平罗纪略》卷五

“艺文”中载有张梯、王以晋、郭鸿熙三
人的同题诗《磴口春帆》。这些诗篇不
仅丰富了河套地区的“黄河文化”，也
历史地再现了平罗曾经广阔的地域及
与磴口的渊源关系，为后人研究探讨
宁夏以北黄河水运的辉煌过往提供了
佐证资料。

蒋延禄的诗作是一首描写黄河水运
的七绝：

叶叶风帆寒上行，黄河渡口认归程。
分明春水江南思，天际咿哑一橹声。

前两句重点抒写了塞上黄河段水运
繁忙的景象，“叶叶风帆”形容船行的
密集，来去都围绕着“黄河渡口”，这
里是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商船的目的
地 。 第 三 句 一 转 ，由 实 到 虚 ，抒 发

“春水”带来的生机，犹如江南之思，
融情入境，衬托出美好的风光景致；
末句则动感强烈，摇橹的声音仿佛来
自“天际”，实际则是表明过往船多，
橹声震天。“咿哑”十分形象生动，用
滚 动、摇 动 的 声 音 来 形 容 航 运 的 繁
忙。唐代诗人韩偓在《南浦》一诗中
也有此类描述：“应是石城艇子来，两
桨咿哑过花坞。”

张梯的七言诗作是两首比较全面地
描述黄河功能及其利弊的作品：

一
华夷两地共长川，来往遥通贾客船。
河水悠悠流不尽，未知辛苦到何年。

二
塞门波浪涌苍烟，远送征帆近灌田。
流到豫州休泛滥，万家今已叹滔天。

黄河是华夏儿女的母亲河，哺育了
世世代代居住在其两岸的各族人民，水
乳相融，文 化 相 通 。“ 华 夷 两 地 共 长
川”，一个“夷”字虽反映了作者的历史
局限，但也表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萌
发出的是民族“共同体意识”，谁也离
不开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不
息，带来了无限生机；波掀浪涌，不仅
使塞上的农田得到了灌溉，成为鱼米
之乡，也使广袤的原野苍茫如烟，景象
万千。黄河流经中原成为悬河，时有
水患发生，这是不幸的。作者期望从
塞上一路东流的黄河之水不要在到了

“豫州”之地“泛滥”，“万家”百姓已经
经受不起滔天的巨浪。为民着想、造
福天下苍生的思想在诗中得到体现，
十分难得。

王以晋的七绝则是一首凭吊历史，
怀古抒今的诗作：

曾闻青冢在津头，过客扬帆触旧愁。
魂逐桃花三月浪，朝东犹望汉宫流。

诗以磴口渡津寄寓对“昭君出塞”的
追念感思。“青冢”是王昭君的墓，在今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青冢”“过客”

“旧愁”“汉宫”等等意象皆是感怀往事。
因磴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由此触发诗
人的怀古意绪。“魂逐桃花”更是让人伤
悲，其中隐含着王昭君东望思念故土的
心念，这或许是诗人自身的某种情结借
此抒发罢了。诗人本是咸阳人，汉宫即
在那里，离愁别绪，家国万里，尽在其中。

郭鸿熙的七绝是一首生动描写
“磴口春帆”、紧扣主题的佳作：

春生磴口绿波多，为挂轻帆一叶过。
回忆赭湖风景好，水云乡里听渔歌。

这首诗重在写“磴口渡口”春之景

色 ，“ 绿
波 ”荡
漾，风顺帆
轻。并由此
想起“赭湖”
的 旖 旎“ 风
景”，如同置
身“水云乡里
听渔歌”，何其
美妙悠然，由近
及 远 ，联 想 丰
富，寄托了诗人的
某种思念或向往，
个中情由，唯有自
知。但眼前展示与
诗里寄寓的皆是令人
心旷神怡的景象，相互
映衬，道出了春天的美好。

“磴口春帆”反映的是
黄河水运史上不平凡的一段历
程，在今天看来尽管是跨区域
的，但文化血脉相承，地缘关系紧
密，历史纽带难以分割，在平罗建
县 300 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是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磴口春帆”与其他七个景
观一样是历史文化的真实反映，具有
开 放 性 、包 容 性 、统 一 性 和 平 等
性 。 磴 口县的县名来源于古代黄河
河运，“磴”是“石头台阶”的意思，顺
着码头石阶登岸而上，永远是上升攀
高奋发的态势，是“春帆”无限，流水
长久的寓意。虽然黄河水运被发达
快捷的陆地运输取代了，但“春帆”依
然行在。它不仅行驶在平罗的历史
文化中，更挂帆远航在宁夏与内蒙古
两区人民的心中。“春帆”在任何时候
都充满着活力、洋溢着诗情、更丰富
着人们的想象。

磴口春帆磴口春帆
张张 嵩嵩

创意呈现 赏心悦目

创意呈现，让博物馆里的文物
和历史更加鲜活。

在河南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新
馆通过创新展陈方式，使商文明可
触可见。馆内的近 4000件/套文物
中，约四分之三为首次公开展出，
带来满满的新鲜感。

深度体验，让观众全方位感
知、零距离接触历史文化。

越剧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专业
戏曲博物馆。2023年，越剧博物馆
新馆在女子越剧诞生地浙江嵊州市
正式开馆。

“新馆建筑面积达 1.8万多平方
米，藏有 3万多件越剧文物史料。”
越剧博物馆馆长俞伟说，“充足的
馆藏、优质的教育服务平台，以及
丰富的越剧周边资源，助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越剧小镇，与越剧博物馆新馆

同处甘霖镇施家岙村，是越剧与文
旅产业融合的样本。这个可供赏
景游玩的开阔空间，同博物馆彼
此呼应、相得益彰。漫步越剧小
镇，古戏楼上可以瞧见梁祝、宝
黛等人物的身影，戏迷馆里进行
着越剧教唱活动，节假日还有越
剧快闪等创意表演。“我女儿在这
里逛得很起劲，她真的爱上了越
剧。”陈晨说。

日益注重观众体验，持续做好
服务上新。博物馆愈发赏心悦目、
多姿多彩，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需要，持续夯实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文化自信。

（据《联谊报》）

今天的博物馆，是什么样子？从汉阙到越剧，主题丰富多彩；
通过数字技术，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让文物跃然眼前；增强互
动，丰富体验，解锁更多“打开方式”。博物馆正延展自身的边

界，以“日日新，又日新”的姿态亲近着大众。
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近 10 年来，我国年均新增

200 多家博物馆；截至去年底，全国博物馆总数达 7046 家，
博物馆免费开放率达 91.46%；去年，全国博物馆举
办陈列展览 4.3 万个，接待观众 14.9 亿人次。规

模增量、内容提质、科技赋能、服务升级，
博物馆事业正枝繁叶茂、蓬勃发展。

数字创新 妙趣横生

对博物
馆而言，创新
已非选择题，

而是必答题。
近年来，我国

博物馆坚持专业研
究，注重科技应用。去

年，全国博物馆实施科研
项目 3645 个。国家文物局

大力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和文物
资源数据库建设，助力文物信息实现数

字化，数据资源总量扩容。
借助科技的力量，江苏苏州湾博物馆为

古老文物注入新活力。

“五一”假期，“数见苏韵·家门口看大展”
活动在苏州湾博物馆启幕，现场游人如织。在
5G大运河沉浸式体验空间内，参观者可以通过
360度裸眼 3D技术，“登上”一艘北上的漕运船
只，饱览运河沿线的人文风光；移步至互动体验
区，则可以戴上VR（虚拟现实）眼镜，在虚拟展
厅里观看近30个精品展览，鉴赏“活起来”的国
宝。“数字创新，让观众的文化传承之旅更加妙
趣横生。”苏州湾博物馆馆长汝悦来表示。

同是“五一”假期，在相距不远的扬州中
国大运河博物馆，当地居民张晨阳也感受到
了博物馆的科技范儿。“这里展馆很多，展品丰
富，还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将大运河沿岸城
市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展现得栩栩如生。”
张晨阳说。

在科技赋能下，博物馆进一步打破时间与
空间限制，以更富想象力的方式讲述文物故
事、传承历史文化。随着智慧文博体系建
设的推进，博物馆将更紧密地连接过去、
现在和未来。

从广场拾级而 上，来到秦岭博物馆大厅，取形于甲骨文
“商”字、高38米的“酒尊”造型立于中央，吸引了不少游客驻
足拍照。红陶人头壶展柜前，人们排起了长队，等待与数千
年前的仰韶文化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国秦岭文化展
展厅内，英文讲解员正为国际友人介绍四通八达的秦岭古
道。年轻的博物馆里，四处都可以感受到勃勃生机。

除参观展览功能外，秦岭博物馆还兼具演出、休闲功
能。进入夜晚，“玉牙璋”建筑化身为灯光秀的幕布，点亮城市一隅。

新建馆区，让博物馆更添魅力与活力。
去年开放的上海博物馆东馆，如今已成为颇具吸引力

的“文化磁石”。博物馆内，共有20个展厅及互动体验空间，
面积超11万平方米，容纳着来自各地的观众。从商周时期的青
铜重器，到唐宋名家的书画真迹，再到明清时期的玉器雕刻，科
学的展陈设计让文明结晶生动诠释出悠久的历史文化。

得益于展陈空间开阔，客流压力有效缓解，上海博物
馆东馆采取观众免预约机制。即使在展览高峰期，观
众也能从容地欣赏文物。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表示：

“中外游客踊跃前来观展，我们希望上海博物馆能成为世
界看中国的一个窗口。”

公立博物馆继续发展壮大，民营博物馆也开始兴起，
博物馆事业发展呈现出灵活多样的业态。

广东广州市的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开进商场；浙江
绍兴市的盘古化石馆，栖身古镇；福建泉州市的英良石材
自然历史博物馆，利用创业园内的办公楼空间改装建成。
这些民营博物馆，为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进一步满足了
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博物馆正在用不断延展的物理
空间，创造出愈加丰富的精神世界。截至去年底，全国博物
馆馆舍总面积达4392万多平方米，藏品数量达6741.3万件/套。

数量连年增长数量连年增长 主题丰富多彩主题丰富多彩 场景优化上新场景优化上新

博 物 馆 ，边 界 在 延 展

功能拓展 百花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