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日前，记者从文物部门
获悉，2022年度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宣传推介活动公布
本年度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名单，洛阳有3个案例入选。

这3个文博社教案例分别是：洛阳周公庙博物馆的“礼
乐传承 共享文化”宣传展示项目、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云上
龙门 牵手云冈”系列直播、洛阳博物馆的《春日洛博访牡
丹》短视频。

洛阳周公庙博物馆的“礼乐传承 共享文化”宣传展示
项目包括周公文化系列情景剧展演、“中华礼仪”互动展示、
传统古韵展示及君子六艺等活动，带领观众在互动中了解
历史、传承文化。

“云上龙门 牵手云冈”系列直播，由龙门、云冈两大世界
文化遗产石窟寺和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掌上洛阳客户端共同
打造，通过9场直播活动，展现北魏时期民族融合、东西方文
化交流的壮丽图景。直播活动联动新华社、央视频、中新社、
央广网、中国文物报、河南日报、大河报、山西晚报、腾讯新闻
等60余家媒体参与。活动期间各媒体累计发布短视频超过
1800条，采写、转发、推送新闻稿件300余篇（次），创建微博
话题超过100个。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等主办方平台累计阅读量5300万次。

洛阳博物馆的《春日洛博访牡丹》短视频，介绍了各种
与牡丹有关的文物，展示古人追求美好浪漫生活的情怀。

2022 年度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宣传推介活动由
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共同主办，中国空间站“天宫
课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等100个案例在活动初评阶段脱
颖而出。

我市3个文博社教案例
入选全国百强

当前，我市正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新形态，致力
在全国率先打造“国家遗址公园 3.0 版本”，有序推进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打造独具魅力的隋
唐文化标识。

关于隋唐洛阳城宫城核心区的保护展示利用，郭黛
姮及其团队也已关注多年，她曾提出通过“保护性建筑—
外观展现古代面貌”的思路来较好地解决文化遗产保护
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双赢，采用“揭露展示、地面
标识、模拟展示、局部保护性立体复原和建设展示馆舍”
等多样化的方式，增强展示的直观性和准确性，让考古遗
址人人能读懂、感兴趣。

除了隋唐洛阳城，郭黛姮对洛阳多处都城遗址的
保护展示利用也提出过积极建议。“前不久，关于汉
魏洛阳城遗址博物馆建设，我还特地向郭黛姮教授
请教。”王阁说，早在 2012 年，郭黛姮就提出过汉魏
洛阳城的数字化展示方案，建议借助 VR 技术再现遗
址的历史信息和太极殿等标志性建筑，促进遗址保
护与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紧密结合，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带动城市文化生活。

2017 年6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工建设，81
岁的郭黛姮应邀来到洛阳。利用空闲时间，她故地重游，
登上天堂俯瞰已具雏形的隋唐洛阳城宫城区，展望隋唐
洛阳城保护的未来。王阁抓住时机，拍下了这张古建筑
保护设计师与标志性保护建筑的合影（图②）。

如今，“盛世隋唐”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洛
阳。下次您陪同亲友游览隋唐洛阳城，不妨也跟他们讲
一讲郭黛姮教授的故事吧。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曹薇薇
（本文配图由市文物局提供）

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我国的茶叶跨越国
界，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目
前，“万里茶道”已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其
中，位于我市的关林、潞泽会馆、山陕会馆是重要遗产点。

万里茶道是明末清初由山西、陕西商人开辟的以茶叶为大
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当时，茶叶在经历种植、采摘、加工
后，在福建起运，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境内经水路运输，入河
南境后转为陆路，在洛阳停留后，向北越山西、河北、内蒙古等
省区后出境。

洛阳作为当时水陆交通转运的中心地带，成为茶叶贸易的
货物集散中心。途经这里的山西、陕西商人，为了方便休息、交
流信息，修建了山陕会馆、潞泽会馆等场所，关林也成为他们祈
求平安的祭祀场所。这些地方，烙印着万里茶道一个个商贸和
文化交流的永恒瞬间，其所承载的悠久历史文化和深厚内涵，
值得您走近细细品味。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黄超

（本文配图由洛阳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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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洛阳考古研究院联
合主办的“新时代洛阳考古发现与研究”讲座通过线上直播
平台举行。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院长赵晓军在讲座上透露，
新时代以来，洛阳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诸多考古业界评选中，洛阳入选项目的数量都位居
全省乃至全国前列。赵晓军介绍，在“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名单中，我市“五大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
遗址、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
址）悉数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在“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
现”中，我市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2012年）、新安汉函谷
关遗址（2013年）、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2014年）、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2015年）、东汉帝陵考
古调查与发掘（2017年）、伊川徐阳墓地（2020年）等6个项
目榜上有名，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此外，2012年以来的历
年“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名单中，我市共获评19项，且
十年间从未间断，部分年度甚至五项有其三。

赵晓军说，洛阳是文物资源大市、考古资源大市，在博
大精深的河洛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他们会回顾和总结新
时代以来洛阳考古取得的进步与成就，在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课题中进一步彰显洛阳考古的
地位与担当。 洛报融媒记者 梁笑宇

日前，由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韩国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主办的

“中韩·韩中城市考古论坛”以线上形式举行。来自中韩两
国的考古学者就两国城市考古的新发现、研究新成果、研究
新理念等进行分享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
唐城工作队队长石自社介绍了北宋西京洛阳城的考古发现
与研究成果。

石自社介绍，北宋以洛阳为西京，其城址是在隋唐洛阳
城旧址上改建而来的，其基本格局没有巨大变化，特别是隋
唐至北宋时期，洛阳城“南直伊阙，北依邙山”都城轴线的位
置和建筑秩序并未发生改变。

隋唐至北宋洛阳城形制布局变化最大之处在于宫城和
皇城。石自社介绍，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北宋时期，
西京洛阳宫城中轴线上殿宇的位置与隋唐时期的各殿旧址
已不尽相同。尤其是北宋晚期正殿的起始位置向北移动，
改变了隋唐时期皇城在宫城之南的布局，形成了与北宋东
京开封城相似的“回”字形建筑布局，即皇城四面环绕宫
城。“北宋东京开封城摹画隋唐东都规划建设，同时东京开
封城的规划建设也影响了北宋西京洛阳城的建设，这应是
北宋两京东西互动、相互影响的结果。”石自社说。

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洛阳城的里坊制度已逐渐走向崩
溃。石自社介绍，文献记载，隋唐时期的里坊布局井然有序，
里坊制度非常严格。晚唐时期，侵街现象虽有发生，但里坊制
度与布局基本上没有崩溃。而至五代至北宋时期，临街开店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标志着里坊制度在此时已走向崩溃。

这一现象在考古工作中也得到了证实。石自社说，根
据目前的考古工作分析，从隋唐、五代至北宋，洛阳城郭城
内里坊区的整体结构和里坊的基本形态依然得以保留，但
其在空间分布、路网结构和里坊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局部变
化，特别是五代至北宋时期，里坊逐渐突破了坊墙的限制，
转变为开放的街区。 洛报融媒记者 梁笑宇

“中韩·韩中城市考古论坛”举行

专家解读北宋西京洛阳城

洛阳考古工作成果丰硕

“新时代洛阳考古发现与研究”讲座举行

品品咱洛阳的茶文化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

前段时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咱们洛阳，
有不少跟茶有关的文物、遗迹，来跟着记者
一起了解下吧！

烤茶饼、碾茶末、煮茶水……在隋唐洛
阳城天堂明堂景区，沉浸式体验“品唐茶”，
是不少游客喜爱的项目。在1300年前的
隋唐洛阳城，这样的情景也是多数酒楼、茶
肆的“标配”。

茶兴于唐。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
综合论述茶叶生产的历史、现状、生产技
术，以及饮茶技艺、茶具和茶道原理等，
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因此，
唐代被看作我国茶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鼎
盛时期。

隋唐洛阳城作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
酒楼、茶肆星罗棋布，饮茶之风盛行。据史
料记载，隋唐时期的主要产茶区已遍及现在
的豫、皖、陕、鄂等13省，茶叶产量非常大。

“虽然饮茶习俗起源较早，但到了唐朝才真
正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我市隋唐史专家王
恺介绍，饮茶的流行，打破了饮酒之俗的垄
断局面，成为隋唐时期河洛地区饮食习俗中
的一大亮点。当时，好友间流行以茶助兴的
雅聚，称“茶会”“茶宴”或“汤社”。

洛阳还有不少与茶有关的典故。唐代
诗人卢仝（号玉川子），被后世尊称“茶
仙”。他在洛阳居住时，收到友人寄来的新
茶，遂作《七碗茶歌》。诗中描述，当饮到第
七碗茶时，“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
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后
来，茶便有了“清风使”的别称。

历史：
隋唐洛阳城内流行饮茶

文物：
金银茶具讲述唐代饮茶风尚

遗迹：
3处万里茶道遗产点见证茶叶贸易繁荣

如今，不少年轻人喝茶，会选择加糖、加奶
调味。不过，在唐代，人们最流行的方式是放
盐，有时还可能放葱、姜、花椒、大枣、桂皮、橘子
皮、薄荷叶等调料熬成粥吃。因为，他们饮茶是
将茶碾碎成粉煮开饮用，茶味较为苦涩，加各种
调料进去能够提鲜增味。

唐代人饮茶时的炙茶、碾茶、煮水等多道复
杂的工序，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证明。

位于我市伊川县鸦岭镇的唐代齐国太夫人
墓，曾于1991 年出土21 件金银器，轰动一时。
这些金银器制作精细，纹饰华丽生动，堪称唐朝
金银器中的精品，主要有提梁银罐、双鱼纹海棠
花形金盏、双鱼纹鎏金银盏托、绶带纹银碗、绶
带纹鎏金银盘、双鱼飞雁纹银浅盘、双凤衔绶纹
银扁壶、长柄单流带盖银铛、提梁带盖银锅、鎏
金镂空银笼、鹤首银支架、银箸等。

经学者考证，它们均为唐代的饮茶器具。
其中，金盏与银托是饮茶工具，扣合在一起配套
使用。提梁罐和银锅、银铛则是备水器和烹煮
器。鹤首银支架、鎏金银笼、银箸是用来炙烤茶
饼的，可在架上放上银笼或直接放上茶饼，架下
放炭火，用银箸夹烤茶饼。绶带纹银碗可以代
替茶碾、茶槽，用来把茶饼碾成茶粉。此外，墓中
还出土了一件白玉研茶钵，由整块白玉削切打
磨而成，造型简洁大方、功能实用，是唐代出土玉
器中的精品。

“唐代中晚期，饮茶习俗在社会各个阶
层中都十分兴盛，齐国太夫人生活在当时的
东都洛阳，应当也热衷饮茶。”洛阳博物馆工
作人员介绍，这座墓的主人为唐代成德军节
度使王士真之妻，身份显赫，其随葬的金银
器、玉石器、宝石饰品等数量巨大，为研究晚
唐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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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盛世隋唐”在洛阳重现光彩

日前，我国著名建筑史学家、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因病医治无效，在北
京去世，享年 86 岁。郭黛姮师从建筑史
学大师梁思成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
筑史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帮助无
数古建筑重现光彩。其中，就包括咱洛阳
的“网红打卡地”——隋唐洛阳城天堂、明
堂、应天门。

身形瘦削、目光矍铄，穿一件蓝底红花衬
衫，戴一副黑框眼镜，黑发中隐隐泛白……
2009年，郭黛姮带领团队来到洛阳参加天堂
遗址保护方案研讨会，在现场留下了这张工
作照（图①）。

当时参加研讨的我市文物局相关工作人
员余杰、李永强、王阁等对她印象深刻：态度
严谨、思路清晰，待人和蔼可亲。“那是我第一
次见到郭黛姮教授，她的专注、认真让人钦
佩。”王阁回忆，在天堂、明堂遗址保护展示建
筑设计、建设过程中，当时70多岁的郭黛姮
教授多次来到洛阳与文物保护、考古人员沟
通，“精益求精的态度足见她对古建筑的热爱
及对历史的敬畏”。

咱们现在看到的天堂、明堂、应天门，是
由郭黛姮主持设计的遗址保护展示建筑。从
一开始，她就明确提出，建筑应集保护、展示、
利用于一体。2010年6月9日，隋唐洛阳城
明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开工。郭黛姮在现场
介绍，出于尊重遗址、展示遗址、烘托遗址的
设计目的，对明堂遗址的保护，主要采用“保
护罩”形式进行，即在遗址上采用网架结构，
建筑内部底层置玻璃地板，使参观者可直接
看到真实的遗址原貌。

“这种为遗址设计‘保护罩’的理念，避免
了新建建筑桩基对遗址的破坏。”余杰说，明
堂在建设过程中不打桩、不开挖，开创了文物
保护性建筑结构的新形式。为保护遗址，设
计方案巧妙地将所有建筑构件“化大为小”，
把现浇构件预制化，在现场拼装，避免大型机
械对遗址的压迫。

除了明堂，在天堂、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
设过程中，按照郭黛姮的设计理念，施工对夯土遗址
均做到了“零破坏”。同时，在洛阳，郭黛姮还首次将

“绿色建筑”的理念引入了文保工程。
郭黛姮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

专业博士肖金亮介绍，在天堂、明堂、应天门的设
计中率先采用了“低碳、节能、环保、可逆”的现代
设计理念和技术措施，完全达到了“绿色建筑”的
标准。例如，在建设明堂时，使用“光导管”将自然
光引入进深很大的室内，减少了人工照明对遗址
的危害。

郭黛姮认为，随着时代进步，利用科技手段保护
文化遗产是必由之路。基于保护与利用并举的理
念，接到天堂保护展示建筑设计任务后，郭黛姮多方
查阅历史资料，通过营造尺回归推算唐代建筑开间
尺寸，根据当时木结构技术特点，和团队反复估算原
建筑的高度、直径等数据，较为准确地复原了历史形
象。她曾形容这一过程就像“和历史对话”。郭黛姮
要求自己的团队，从确定天堂内部结构，到确定每一
根柱础的位置，再到选择外部装饰材料等，方方面面
都要考虑如何降低新建筑对遗址的影响,最大程度
保护遗址。

“郭黛姮提出了具有世界级水准的结构方案，
达到遗址保护、文化展示、营造景观的完美结合，
让文化遗产真正走到了老百姓生活中。”余杰说，
如今游客登上天堂，不仅可以看到千年前的历史
遗存，还能欣赏天堂风采，俯瞰隋唐洛阳城宫城
区、中轴线，都得益于郭黛姮对大遗址保护展示利
用的大胆探索。

为洛阳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建言献策

开创性地为遗址设计“保护罩”

将“绿色建筑”理念引入文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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