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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古都 讲好“光阴的故事”
文明是城市的渊薮，城市是文明的坐标。守护遗产、传承文化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
修复文化遗产，能否融入现代元素？考古，思维应该后退，还是超前？古都保护规划，对城市发展究竟有多重要？……在第二届

世界古都论坛上，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古都保护与城市生活”为主题，针对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进一
步做好古都保护工作，讲好“光阴的故事”，让城市文脉得到有效延续，成为大家的共识。

当我们谈到文化遗产的时候，
经常会想到“传承”这个词，因为遗
产是代代相传的。

说到文化遗产，我们可能并不
知道它的创造者是谁，或者他创造
它的过程是怎样的。拿一座古堡
来说，虽然它距离我们很远，但是
我们仍然愿意去游览一下，看看它
的样子，听听发生在它身上的故
事，这就是文化遗产的魅力。

有些文化遗产，历经沧桑，就
需要用修复的方式更好地保护。
在修复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人
支持纳入一些现代元素，也有人
认为应该恢复它的原貌，这是一

个崭新的议题。
文化遗产是历史或者生命前

进的证据。我想用“三个时间”来
阐释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所起到
的指导作用。“三个时间”即“现在
的过去、现在的现在、现在的未
来”，分别表示记忆、直觉、期望。
记忆是遗留下来的肖像，直觉是
现在对过去的反映，期望是我们
考虑现在的物品对未来所产生的
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最重要的
是要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
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保护和传承好文化遗产，一
定要遵循其本身的历史轨迹。

19日至20日，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二里头
遗址及相关问题研究”“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研究”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交流、观点碰撞。
本报选登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主旨发言摘要（二）

法国法中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
帕特里克·当布龙

完善古都保护规划是尤其重
要的。保护规划中确定的保护对
象、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均应纳入
相应的城镇总体规划、分区规划，
特别是落实到所处地块控制性
详细规划法定图则中，纳入城市
规划管理审批系统，实现全流程
管控。

南京市严格控制老城内新增
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历史城区、历
史地段和老城内重要景观视廊、
重要景观节点轴线的建筑高度，
并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
和专家委员会工作制度，建立“先
考古、后用地”的地下文物保护制

度，有力保障了古都特色保护与
发展向纵深推进。

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内外先
进城市的立法经验，完善法规体
系，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加强文物
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同时，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对
古都遗产保护的支出比重，将文
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并建立稳定增长的机制。

我们一定要敬畏历史、敬畏
文化、敬畏先人，切实把不可再生
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把不可多得
的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好，当好古
都文明的“薪火传人”。

哥伦比亚的历史不像中国的
历史那么悠久，但我要介绍的哥
伦比亚国家博物馆，即便是放在
中国，也称得上是一个规模巨大
的博物馆。

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的前
身，其实是一座监狱，它于 1874
年建成。1945年，当地政府想把
它改造成为一个博物馆，4 年之
后，这个愿望实现了。

起初，我们在这里建设了“记
忆和民族”专题展厅，观众能看到各
种艺术品、考古收藏品及手工艺品，
这些藏品真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历
史。后来，我们实施了“记忆复兴”
项目，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

让这里更加光彩夺目。最值得一提
的是，博物馆内还有一个主题为

“塑造社会”的展厅，风格十分独
特，更加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对话，
尤其是来自不同的领土、不同历史
时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以“展
板+声效”的形式呈现。当然，我和
我的团队正在努力用更高科技的
手段、用更加现代的方式，去打造
和展示我们的国家博物馆。

哥伦比亚有一句谚语：“我希
望能够非常完整而确定地表达我
的意思。”对从事考古工作的我们
来说，有时要把脚步适当往后退，
有时也需要稍稍超前一些，我们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考古馆馆长
弗朗西斯科·罗马诺·戈麦斯

洛阳和西安都是驰名中外的
历史文化古都，悠久的历史文化
共同滋养了这两座伟大的城市。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拓展未
来的内在动力和宝贵财富。实现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的和
谐共生，成为既现实又紧迫的历
史性课题。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西安
市已经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始终以最严格的标准和措施保护
历史遗存，使秦汉帝陵明城墙、大
小雁塔、钟鼓楼等众多遗产得到
妥善保护；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推
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高群众生

活质量相结合，使城市文脉得到
有效延续，使群众获得感不断增
强。同时，我们还充分发挥历史
文化资源在城市中的作用，让群
众记得历史的沧桑，看见岁月的
留痕。

我们将继续保护好文化遗产
的真实性、完整性，充分彰显城市
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

此外，我们在挖掘文化遗产
丰富内涵的基础上，还将通过实
物、影像等多种方式的展示，让公
众看懂文物、走进历史、融入文
化，有效形成保护与利用的良性
循环。西安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

黄晓华

考古发掘六十年 专家共话二里头
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二）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迈入青铜
时代，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模比
龙山文化晚期都有较大发展，冶
铸技术也有跃进式的变化，在中
国金属技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
冶铸技术，端赖于二里头时期就
已形成的原则、工艺、技法。

二里头时期铜器制作技术具
有早期铜器制作特征，表现为对
铜、锡、铅和砷等合金元素的配比
与金属器物的功能关系有一定认
识。大部分铜器都经铸造而成，兵
器、工具中有部分经过热、冷加工。

二里头时期青铜器的成形方

法以浑铸为主，目前尚未发现分
铸的器物。但此时已经有了陶范
铸造技术：按照垂直和水平方向
进行分范设计，纹饰的设计沿水
平方向展开、在范上制作等。陶
范材料具有高粉砂、低黏土、高孔
隙率的特点，是用当地黄土淘洗
制成的，这种技术为商周时期所
承继。因此，可以认为，陶范铸造
技术的基本规范和做法，在二里
头时期已经形成。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作坊规
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
陶范的陶窑的发现，反映出铸铜工
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煜

二里头铜牌上的神熊意象直
接承传了古老的神话记忆与大传
统文化编码，夏代历法直接继承
了远古以神熊为符号编码的自然
历法。

在出土文献《容成氏》中，夏禹
建五方旗，熊旗居中，成为了夏代
政治旗帜制度与国家信仰的中心
标志符号，也成为夏代政治制度、
政治权力与国家形象最为合法、最
具权威的神话图像。二里头铜牌
饰出土时正好在人体中心的胸腹
部位置，也为神熊居中的夏代建旗
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图像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夏代君王具
有化熊的记载，体现了夏代君王
与神熊有着共同的神话认同，这
种神话认同充分体现了远古神熊
的神话信仰在夏代君王身份方面
的文化记忆与具体表现。

二里头铜牌饰上的神熊意象
与夏代历法制度、建旗制度及化熊
故事都保留相同文化结构的神话
幻想与原型编码，即都依据熊的自
然生态与天熊存在来制定现实历
法制度、政治制度与礼法制度。二
里头铜牌饰为我们重新思考和考
辨夏史提供了全新的物质证据。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副教授 胡建升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面积逾
100 万平方米，是伊洛地区乃至
周边更大区域的中心。二里头遗
址已存在东西并列的特大型夯土
建筑基址，无疑具有了王都的规
模和内涵，证明该遗址已具有王
都的地位。

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宫殿
建筑的布局演变来看，其宫殿区
整体南移。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
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时期。
从空间布局来看，宫殿区居中，北
部为祭祀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
区，并形成以此为轴线的聚落布
局形态，一直持续至二里头文化

四期晚段，奠定了二里头遗址全
盛时期的规模。

二里头文化三期，一改二里
头文化前期宫殿建筑集中于一处
的布局形态，形成东西两个建筑
中心。该期在延续二期大的空间
结构基础上，最终完善了二里头
都城遗址的宫城空间结构。

至二里头文化四期，三期形
成的聚落布局和宫殿布局基本未
发生大变化，持续着三期以来的
繁荣。与考古界之前的认识不
同，二里头遗址在其四期并未处
于衰落阶段，而是仍然处于繁荣
阶段，其性质仍属于都邑。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徐昭峰

二里头酒礼器开启中原礼制新变革>
二里头时代是中原地区社会

组织、礼仪制度、生产技术、器用制
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代奠定
了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基础。

在礼器制度方面，以二里头
文化墓葬中特有的酒器作为基本
组合形式的用器制度，开启了中
原地区礼制的新变革，对中国古
代礼仪制度影响深远。

结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确定二
里头文化酒器组合的演变特征，从
等级、技术、使用程序等方面解析
二里头遗址中酒器组合的制度化

与规范化过程；也能从微观层面探
讨二里头文化所见酒礼器产生与
发展的动因。通过对鬶、盉、爵、
觚、斝等器形态和功能分析可以看
出，此类酒器是在继承本地已有器
形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产生的；以
酒器随葬并赋予“礼仪”的功能则
是对“东方”地区礼制传统的借鉴
与吸收。从宏观区域互动角度对
二里头文化酒礼器的影响进行分
析，可以看出这种具有秩序性、等
级性的酒礼器对中原以外地区有
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豆海锋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已具王都气象>

二里头铜牌饰是夏代建旗制度的有力物证>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陶范铸造技术>

让群众记得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

当好古都文明的“薪火传人”>

保护文化遗产，要在“过去、现在、未来”中找到平衡点>

考古的脚步要“有退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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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金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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