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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7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说道。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
精神。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
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
华文化的影响力。

这让成都博物馆交流宣传部主任王立深感重任在
肩：“成都自古号‘天府’，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既是长江
上游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心，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孕育和积淀了独特的历史文脉，代代传承，生
生不息。”

汉武帝时期，巴蜀区域统属益州刺史部，“益州”
即成都。从先秦的辉煌古蜀之国，到秦汉的南方第一
大都会，再到唐宋的“扬一益二”，拥有着 4000 多年文
明史、2300 多年建城史的成都，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
和文物宝藏。作为一座城市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已经
矗立在城市中心 60 余年，用文物讲述着千年古城的
传奇故事。

作为一名成都的“文博人”，王立感到非常自豪，也
意识到了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成都拥有众多闻名于世
的世界文化遗产，而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创新
利用，点燃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助力城市文化建设，
提升城市文化形象，赓续中华文明基因，推动文化自信
自强，是博物馆的重要功用和职责。”

正值暑期，成都博物馆的大门前几乎每天都会排起
长龙。成都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为了约上一场“成博之
旅”，提前查攻略、做笔记，甚至定闹钟熬夜抢票。据统
计，截至目前“汉字中国”的观展人数已逾 60 万人次。
展览唤起了广大观众内心深处对中华文明的共鸣之情，
省外及境外游客占比约60%，青年观众占比高达80%，
尤以在校学生和年轻爱好者为主。

“自 2016 年新馆开馆以来，成都博物馆通过 60 余
场精心策划的展览，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公众观展素养，
培养良好的观展习惯。”王立告诉记者，“展览火爆景况
的背后，是深入人心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她看
来，高涨的观展热情不仅折射出社会公众对中华文脉
的探知需求，更体现了当代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浓厚兴趣。

“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来到成都，对文化
传承发展工作的关怀和指导，让我们每一名‘文博人’都
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振奋。”王立信心满满地表示：“我
们更加坚定信心，要奋战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岗位上，努力为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作出更多贡献，为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而不断奋斗。”

成都博物馆

以“文物之盛”
讲好成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
神。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
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守护好中华文脉 让文物活起来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川分别考察了翠云廊古
蜀道、三星堆博物馆。总书记在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专门提到了

‘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我对此
感到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
感触颇深。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认识中华文明的
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
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
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

从1995年至今，在成都市中心100公里范围内，陆续
确认了8座新石器时代史前古城遗址。这8座古城组成的
宝墩文化从距今4500年延续至距今3700年，证明了成都
平原是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为探
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及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今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启了对温江鱼凫城的
考古发掘工作，计划对其开启5年的考古发掘。唐淼透
露，温江鱼凫城处于宝墩文化偏晚期阶段，它处在宝墩
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时期，研究这个古城对于探讨三
星堆文化如何形成具有比较直接的意义。“此次重启工
作，一方面试图从文化层面解决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
的衔接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希望从国家形成和文明形成
的层面，从城市发展、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历程，去看
宝墩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和成都平原文明化的路径。”

在研究方面，唐淼表示，宝墩文化从2009年开启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工作以来，已经陆续开展了13
年的考古发掘。今年他们将系统开展宝墩文化13年来
考古工作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把资料公布于学界，
让国内外更多的学者能够从不同层面看到宝墩文化考
古发掘的重要资料，也参与到宝墩文化和古蜀文明的研
究之中，从不同层次理解巴蜀文化的发展和成都平原社
会复杂化进程。据悉，该研究工作预计在 3 年之内完
成，让更多学者了解到古蜀文明在三星堆这一高峰之前
的发展脉络。宝墩遗址的发掘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和“考古中国”项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板块，此次研
究将在长江上游文明化研究领域发出成都声音。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是每位文博工作者关注和思
考的问题。唐淼表示，宝墩工作站是一个新型工作站，
它本身就有陈列展示功能，发挥了让文物活起来的功
能。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方
法，不仅要把考古研究材料变成考古报告，还要将其转
化为公众可以直接吸收的考古知识，让大家更加了解成
都平原早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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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墩遗址

让大家更加了解
成都平原早期的历史

“作为文博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振奋，很受鼓
舞，也深感责任重大。”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表
示，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分别考察了翠云廊古蜀道、三
星堆博物馆，了解当地推进历史文化传承、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和历史文化遗址发掘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等
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
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
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
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金沙
遗址博物馆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不断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
华章。

“一条古蜀道，半部华夏史。翠云廊古蜀道不仅
反映了自古以来四川对交通要道的重视程度，对外交
往的开放态度，也有机串联起蜀道沿线的重要遗址。
三星堆和金沙就是遗落在古蜀大地的璀璨明珠，在
3000 年后的今天也熠熠生辉。”朱章义表示，他们将通
过实施好城市文脉传承和古蜀文明探源工程，推进

“三星堆—金沙遗址”联合申遗，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贡献成都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美丽金沙
新的荣光。

朱章义介绍说，金沙遗址作为古蜀国发展的又一高
峰，于2001年惊世发现，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
象牙等珍贵文物上万件，发现宫殿区、滨河祭祀区、一般
居住区、墓地、窑址等重要遗迹。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
都的建城史向前推到距今3000年左右。

“金沙遗址作为新世纪初的重要考古发现，是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特色考
古学在遗产保护利用和研究阐释方面的生动表达。”他
自豪地感慨道。

朱章义介绍，金沙遗址博物馆将依托四川省区域文
物保护中心建设，继续推进土遗址本体保护工作，努力
建成南方潮湿环境下的全国土遗址保护示范基地；完善
金沙遗址保护范围内的遗址监测及预警系统建设，健全
馆藏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体系，为三星堆—金沙联合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好技术铺垫，推动金沙遗址高水平
保护。

金沙遗址博物馆将坚持多样文明、多彩世界，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宗旨，以本届大运会为契机，积极推进
与境外文博机构的交流合作，一方面继续打造好“世界
文明”系列展览品牌，每年春节期间引进1项国外重磅大
展，增进成都对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持续发挥好“古蜀
之光”“四川地区古代文明展”等特色展览的文化传播优
势，让金沙再次走向国际，增进世界对美丽金沙、天府成
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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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博物馆

赓续历史文脉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市民游客在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上参观 摄影 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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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7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指出，“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
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满池芳菲红湿处，天府览胜映芙蓉。新时代，成都深
刻把握文化发展趋势和城市发展规律，以高度的文化自
信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指示，提出打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
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国际大都市、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
的宏伟目标。

天府之国山川形胜、物阜民丰。从神秘古蜀国到天府
之国，从偏居西南到汉唐繁华，从“扬一益二”名扬天下，到首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以
450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2300多年建城史的智慧结晶，在
保留原有城市风貌的同时，不断更新迭代，外揽山水之幽，内
得人文之胜——玉垒苍苍，锦水汤汤，蜀学辉光，万象其昌。

公园城市幸福宜居、创新驱动。作为兼具时尚与古典
气质的成都，已连续14次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美
誉。从商贾云集、市井闲适到如今的全国消费“第四城”，从
自古而然的消费与生产平衡文化到现代的创新创造文化，
从古代盆地外向文化到现代国际化文化，成都是中国西部
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
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承载
空间，是中国经济发展韧劲和战略纵深所在，是中国最具活
力的城市之一。

青春荟体育，世界共荣光。“成都成就梦想”是成都大运
会的口号，蕴含了全球青年欢聚一城、畅叙情怀、绽放梦想、
乘梦启航的共同追求。让我们借此次大运会的群英智慧，
高扬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的理想风帆，延续历史记忆，传承历
史文脉，促进文化创新转化，扩大文化传播效能，增进文化交
流互鉴，繁荣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事业产业动能。

千年文脉传古都
幸福宜居迎八方

□姚凯，成都市社科联（院）一级巡视员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陈仕印 实习记者 王茹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