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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国家文物局在武
汉举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发布了《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2018-2022）》。这份报
告总结了过去五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情况，
公布了相关监测数据。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基本概念——什么是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

根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
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
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
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

通俗地说，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众可以通
过观摩考古现场、欣赏出土文物、消费文创产品、体
验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接受考古熏陶、历史教育，
深入了解遗址承载的文化与历史，理解国家民族的
发展历程，探寻人类社会的过往与将来。我们熟悉
的圆明园、三星堆遗址、秦始皇陵等，都建成了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共建成 55 家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根据国家文物局 4 月 18 日发布的报告，
2018 年至 2022 年，全国各地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累计接待游客1.46亿人次，举办社会活动4733项，
展览活动367项。

与普通公园相比，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
起到基础性、指导性作用的是考古工作，这是它的
鲜明标识。

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与留存千百年的考古
遗迹面对面——对广大公众而言，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正在展示出强大活力和吸引力。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关强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已成为展示中
华文明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场
所。”

但是，一些问题也十分突出：有些地方只见“公
园”、不见“遗址”，缺少文化氛围、难以寓教于乐；有
些甚至法人违法和盗掘盗挖案件还时有发生；一些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需要进一步“活”起来，讲好自
己的故事，进而“火”起来，扩大知名度。

事实上，“活”起来与“火”起来已经具有了良好
的基础。一方面，5 年间，55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考古工作“马不停蹄”：共开展考古和科研项目
465 项，学术活动 633 项；另一方面，随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逐渐“升温”，考古已经不再是“高冷”学
科，受到了社会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在需要的，是把学术基
础、社会关注度转化为更高的游览意愿、进而转化
为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

一方面，是人的供给——
提升管理运营水平、持续开展考古科研、扩大

品牌效应……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
方方面面都需要专业队伍。

报告显示，在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共有
在职人员 8104 人，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员仅有 1097
人，占比不足 14%；志愿者队伍从 2018 年不足 600
名发展到 2022 年的 2400 余名，也远远谈不上充
裕。培养并吸收更多专业人才，是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则是人的需求——
每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都应打造自己的文化

IP、文化品牌，让群众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活动中
不断获得知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公共文化空
间，人民共享是公园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
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

他认为，近年来，文化消费、文化经济、知识付
费等持续升温，人们的文化生活出现了品质化、个
性化、多样化发展趋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关注
这些新变化，精准高效对接人民群众需求，提供“订
单式”“菜单式”“预约式”“交互式”服务。

未来可期。今天的点滴之功，终将绘就美好蓝
图——“火”起来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活”起来的
悠长历史，尽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记者 施雨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活”起来才能“火”起来

▲图为2019年，在位于桂林的甑皮岩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考古专家（右一）指导孩子们模
拟发掘。 新华社记者李贺 摄

▲当下，各
地考古发现广受
关注。图为2022
年3月，游客在良
渚博物院观看玉
璧。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内，以三星堆古城址和三星堆
博物馆为主体。 （国家文物局供图）

新华社兰州4月18日电（记者张玉
洁）结合敦煌学研究成果与游戏科技的

“数字藏经洞”18日正式上线。
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

发现之一，曾出土数万件 4 世纪至 11 世
纪的文物。有“国际显学”之称的敦煌
学，就是以藏经洞出土文物为重要研究
资料。

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数字藏经
洞”将洞窟实体与所藏文物进行了复
原。 用户可扮演不同角色，“穿越”至晚

唐、北宋、清末等时期，与洪辩法师等8位
历史人物进行互动，感受洞窟营造、放置
经书等不同场景，沉浸式体验敦煌文化。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
介绍，在“数字藏经洞”的研发过程中，学
者们对涉及的文献、建筑、音乐等进行
了细致考证。“三界寺是历史上莫高窟
附近的一座著名寺院，但目前尚未找到
遗址。我们结合敦煌文献、壁画中的寺
院图像和莫高窟周围现存古建筑等，在
数字世界构建了一座符合历史特征的三

界寺。”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文物

与科技的融合让再现藏经洞成为可能。
下一步，敦煌研究院将继续探索文物展
示、体验新方式，促进敦煌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
国声音。

据悉，“数字藏经洞”由国家文物局
指导，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打造。未
来，“数字藏经洞”还将推出英、日、韩等
不同语言版本。

“数字藏经洞”提供沉浸式体验敦煌文化新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