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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 9 月
8 日电（记者邓瑞璇）由
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原南越王宫博物馆合
并组建的南越王博物
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
中心）8 日在广州举行
揭牌仪式，以此提升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水
平，助力海丝申遗。
　　合并后的南越王
博物院由王宫展区和
王墓展区组成，占地面
积近 4.5 万平方米，下
辖三个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原状展示三
大遗址，设有六大主题
常设基本陈列和三个
临时展厅。据统计，博
物院文物藏品近 6000
件（套），一 级 文 物 达
245 件（套）。
　　原西汉南越王博
物 馆 、原 南 越 王 宫 博
物馆是此前广州在南
越 文 王 墓 、南 越 国 宫
署遗址原址上分别建
立 的 。南 越 文 王 墓 是
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
之 墓 ，是 岭 南 地 区 规
模极大、保存完好、随
葬器物丰富的大型彩
绘 石 室 墓 。南 越 国 宫
署遗址是广州历史文
化 名 城 的 精 华 所 在 ，
其中南越国时期的大
型石构水池在岭南地
区 尚 属 罕 见 ，曲 流 石
渠遗迹是迄今为止发
现 的 年 代 较 早 、保 存
较为完好的秦汉王家
宫苑实例。

　　 2016 年，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
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
史迹”首批申遗遗产点。
  南越王博物院方面表示，博物院将依
托遗址与藏品，在研究广州两千年来海上
对外贸易交通历史的同时，将视野扩展到
海外发现的中国输出文物上，更全面深入
地研究中西交通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同
时，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相关研究专
著、打造相关主题的教育活动、设计制作相
关主题文创产品等方式，对海丝文化进行
重点宣传推广。
　　“广州市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打造岭南文化与海丝文化等品牌，这将是南
越王博物院的重要任务。博物院将在粤港澳
大湾区尤其是人文湾区的建设中发挥积极
作用，向国内一流遗址博物馆迈进。”南越王
博物院首任院长李民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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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袁慧晶）江西省宜春市
美术馆馆长易乐惊喜地发现，曾经的“艺术荒
漠”有了变化——— 过去“开幕即闭幕”的地级市
美术馆新晋为“网红打卡地”，且来打卡的观众
大多没有艺术基础。
　　馆中，“艺术的还乡：以美术学院的时代方
阵”艺术展自 8 月 10 日举办以来，已吸引近 4
万人次参观，日参观量最高达 1690 人次。展览将
于 9 月 5 日闭幕。
　　“网上有几十名网红推荐，感觉这个展览挺潮
的。”观众万翔成是从自媒体平台了解到展览资讯
的。他在展品《一点光》前站了很久，这幅作品由绘
画和现成品（灯泡）两部分组成，寓意着用一点光的

力量，如星星之火燎原，将希望播撒到人们心中。
　　有人为打卡拍照而来，却因“禁止携带自拍
杆入馆”的规定而专注展品本身。延时摄影作品

《六个柿子》是让观众停留时间最长的展品之
一。其构图与宋代法常的《六柿图》完全相同，作
者用十分钟的影像展示了六个柿子从完好到腐
烂的全过程。
　　这次展览涵盖绘画、雕塑、综合材料、装置、影
像等多个艺术品类，创作来自国内 30 多所高等
美术院校和美术机构的 53 位硕博导师、艺术家。
　　据易乐介绍，此次展览是巡展，江西是第三
站，但效果最好。“如果这个展览在一二线城市
展出，或许会被淹没，但在相对封闭的地级市，

展览的影响力被进一步挖掘，观众对新颖的
作品和展览是有内心期待的。”
　　宜春美术馆推出了周末导览活动，并在
公众号上制作了“展览中的‘古代名画’，你发
现了吗？”等专栏对展览进行解读。从馆方统
计的观众结构来看，青年群体占比过半。易乐
认为，这不但印证了自媒体平台的影响力，也
说明展品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如果不是公众号推送图文并茂的对比
展示，我都不知道这幅作品里借鉴了这么多
的古画元素。”观众刘美仑说。给她带来震惊
的作品名为《颂雅风》，隐喻性较强。作者雷子
人至少借鉴了《红梅孔雀图》《鸲鹆图》《芦雁

图》三幅古画中的形象，并结合当下现实摹
写，以体现芸芸众生随时代、环境、生活等原
因变得趋同而失真。
　　观众留言本上，反映了宜春人对艺术生
活的渴望：“别让俗世淹没生活的浪漫”“看一
场展如读一首诗，缓缓道来，浪漫抒情”“为传
统与潮流的结合点赞”“带娃欣赏艺术，希望
家门口常有”……
　　正如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
王春辰所说，文明的历史是一部艺术的历史。如
今的时代充满变化、期待以及不确定性，而艺术
既反馈时代之变局，也昭示未来之可能，“艺术
还乡中的‘乡’其实是每个人的心灵之乡”。

昔日“开幕即闭幕”，如今“网红打卡地”
地 级 市 美 术 馆 之 变

  9 月 8 日，在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嘎查，非遗传承人图孟吉日嘎（右）为游客介
绍蒙古包营造技艺。近年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发挥苏布尔嘎嘎查非遗
项目富集、传承人集中的优势，建成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基地和非遗文化研学游基
地，打造“非遗嘎查”，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新华社发（王正摄）

“非遗嘎查”引游人

　　新华社武汉 9 月 6 日电（记者喻珮）日
前在武汉召开的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
推进会上，湖北公布并正式授牌第一批湖北
省文化遗址公园，它们是荆门屈家岭遗址、
武汉明楚王墓、潜江龙湾遗址、随州炎帝神
农故里、黄冈东坡赤壁、宜昌关陵六家遗址
公园。首批授牌的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将形
成新的文化地标，更好地发挥文化遗址公园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
　　湖北是古人类的重要发源地、楚文化的
发祥地、三国文化的富集地、近现代革命的
策源地，文物资源丰富。目前，湖北省共 40
处重要不可移动文物列入荆楚大遗址传承
发展工程项目库，是荆楚文化的重要标识。
　　专家介绍，首批入选的六处湖北省文化
遗址公园都是具有重要历史、科学、艺术价
值的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项目。其中，
武汉明楚王墓、荆门屈家岭遗址、潜江龙湾
遗址属于考古类别的文化传承项目；随州炎
帝神农故里、黄冈东坡赤壁、宜昌关陵是重
要的文化景观。它们承载的文明起源、楚文
化、三国文化等主题是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
工程的重要内涵。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
2018 年至 2021 年，“实施荆楚大遗址保护
传承发展工程”连续被列入湖北省政府年度
工作报告。目前，湖北已编制完成荆州大遗
址保护片区、走马岭遗址等 33 处文物保护
规划；划定并公布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大遗址的保护
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盘龙城、铜绿山、屈家
岭、龙湾、擂鼓墩、苏家垄、走马岭、凤凰咀等
大遗址专职保护管理机构相继成立。荆州熊
家冢、武汉盘龙城两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
已陆续建成开放。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雷文洁介绍，下
一步湖北将尽快出台《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管
理办法》，充分利用和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单
位的专业优势，持续推进石家河、屈家岭等重
点大遗址考古发掘、整理、研究与成果出版，使
考古研究工作贯穿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全过程。
同时，积极将大遗址保护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加大执法力度，防止建设性破坏。

湖北授牌首批

文化遗址公园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谢
佼）记者日前从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获悉，《四川省三星堆
遗址保护条例》已正式施行。
四川省明确了“边发掘、边保
护、边阐释”的基本要求，以
地方立法对三星堆遗址的保
护予以固定。
　　条例规定，三星堆遗址
的保护管理，应当坚持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文物
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
并重，统筹协调遗址保护与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
善的关系。条例明确规定，
在三星堆遗址建设控制地
带内的土地出让、划拨前或
者 建 设 工 程 立 项 审 批、核
准、备案前，广汉市人民政
府或者建设单位应当报请
省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组织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以及文物影响评估。
　　三星堆遗址保护区域内的建（构）筑物，
其风貌、体量、密度等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
要求，与三星堆遗址的历史风貌和周边自然
环境相协调。同时鼓励、引导三星堆遗址所
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利用、物业
服务、巡查看护等方式，依法参与遗址保护
和利用，促进三星堆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
社会的协同发展，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现代
乡村文明建设。
　　条例还创新性规定，考古要同步发掘、同
步数字化保护、同步价值阐释、同步全球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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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发现

　　干旱少雨，荒凉壮美的戈壁、沙漠，这是
许多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印象。但这里一直
是这样吗？把时间倒退回数千万年前，这里也
曾水草丰茂、森林密布，巨犀、铲齿象等热带、
亚热带动物先后在这里栖息繁衍。
　　西北地区为何会变为今天的模样？在数千
万年的时间纬度中，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
　　在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的
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专家从史前动物的
化石遗迹中找到了答案。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邓涛主要从事晚新生代哺乳动物、陆相地层
和环境演变研究，他经常往返于甘肃省临夏州与
北京之间。临夏地区因为特殊的盆地地形，保存
了大量完整的远古哺乳动物化石。如今，和政古
动物化石博物馆馆藏化石标本已超过3万件。
　　这些数量庞大的化石标本是解开西北气
候变迁“密码”的重要线索。
　　邓涛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临夏盆地不同

年代地质沉积层中的化石，先后指向了存在于
本地区的 4 个不同的动物群，按照时间顺序，
分别是巨犀动物群、铲齿象动物群、三趾马动
物群和真马动物群。每个动物群又对应着不同
的自然环境。“适者生存，每个时期的主导动物
群都能适应当时的环境。”邓涛说。
　　由此，我们可以“解密”以临夏地区为代表
的中国西北，乃至中亚内陆地区，在过去数千万
年中，气候环境发生了怎样兴衰往复的变迁。
　　走进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左侧一个史
前动物的巨大复原塑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它有长长的脖颈，站立时肩高可达 5 米。这就是
巨犀，生活在距今 4200 万年至 2100 万年前，是
一种体型高大的哺乳动物，以取食树冠顶部的
树叶为生。“巨犀在茂密的森林里没法行动，可以
推测，当时西北是以疏林为主的自然环境。”邓涛
认为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甚至有点炎热。
　　和政地区出土了大量铲齿象骨骼化石，
博物馆拥有从三四个月到 40 多岁的铲齿象

头骨，甚至还复原了一具铲齿象的骨架。专家
介绍，铲齿象是继巨犀后在临夏地区发现的
第二个大型动物群，它们生活的时代是全球
暖期，温度比现在的平均温度至少高 4 摄氏
度至 5 摄氏度。铲齿象以铲食水草为生，说明
当时中国北方遍布湖泊、河流与茂密的森林。
　　而随着青藏高原隆升，全球暖期结束，铲齿
象动物群迅速被三趾马动物群替代。在博物馆
内，记者看到一具三趾马复原骨架。与现代马不
同，它的每条腿上有 3 个脚趾，擅长在开阔地带
奔跑。据介绍，当时西北地区森林退化、草原兴
起，特别适合三趾马种群生存。“那时候有点类
似于现在的东非大草原，干旱而炎热。”邓涛说。
　　时间推移到距今 250 万年前，一种名为真
马的种群出现，这也是第四个在临夏盆地出现
的主导动物群。由于全球进入冰期，西北气候更
趋干旱寒冷。“这一时期有大量食肉动物存在，
它们是食草动物的天敌，奔跑、进食速度不如真
马的三趾马动物群已不适应当时的环境。”邓涛

解释，真马更类似于现代马，每只脚只有一个脚
趾，这使得真马的奔跑速度更快。
　　“在我国西北地区，动物群的变迁不仅与
全球气候密切相关，更受到青藏高原隆升这一
地理因素的影响。”邓涛和他的团队发现，在青
藏高原南北两侧，都有巨犀化石出土，说明当
时高原远未隆升到现在的高度，巨犀动物群还
能自由穿行。“我们推测当时隆升的高度在
2000 米以下。”邓涛说，而到铲齿象时代，高原
南侧已无该种群分布的踪迹，表明高原已经隆
升到阻碍铲齿象自由迁徙的高度，“可能在
3000 米以上”。
　　据了解，科学家通常根据动物的分布、身体
结构、牙齿齿冠高低、食物类型等来判断当时的
气候环境。而一些植物的花粉化石、孢子化石等
则可佐证这一判断。“临夏盆地是一个很特殊的
地区，这里就像一部‘高原史书’，完整记录下西北
地区的气候变迁与青藏高原隆起过程。”邓涛说。
 （记者胡伟杰、杨雅婷、马莎）新华社兰州电

西北一直干旱少雨？听听史前动物怎么“说”

　　陆地上存在过的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它的体型有多大？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
县一座特殊的“史前动物园”里，记者探寻陆地
最大哺乳动物的身影。
　　走进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穿行在各种
化石之间，仿佛回到遥远的过去，看到一场“史
前巨兽争霸赛”。
　　一具特殊的大象骨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它足足有 2.5 米高，头骨前端并排长着一对扁平
的下门齿。“这是铲齿象，生活在距今 1600 万年
前。”博物馆讲解员张海莲介绍。
　　据了解，铲齿象曾广泛分布于各个大陆，直到
500多万年前才全部灭绝。“一般铲齿象的体重可以
达到2.5吨，有的象还可以达到3吨到3.5吨。”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邓涛说。
　　“这具骨架保存得比较完整，就连盆骨、趾
骨等极难保存下来的化石都完好无损。”和政古
动物化石博物馆馆长何文说，骨架的所有化石

都是在和政县发现的，经过专家鉴定，象骨年龄
在 25 岁左右。
　　想要让这只“庞然大物”重见天日可不容易。记
者了解到，博物馆的 6名工作人员用两年时间一
点点清理、筛选，才将化石清理出来。之后对一小部
分缺损的化石进行补充，又耗费了半年时间。经过
无数次打胶、固定，它才终于在馆里与游客见面了。
　　铲齿象化石十分巨大，给人满满的视觉压
迫感。可在整个博物馆馆藏的巨兽化石标本中，
它也只能算是一个“入门级”的小角色。
　　在另一个展厅里，记者看到一具长约1米的头
骨立在支架上，角座、眼眶、鼻骨等仍清晰可见。站在
化石前，不难想象这头巨兽当年的雄姿。
　　张海莲介绍，这是临夏副板齿犀的头骨化石。临
夏副板齿犀是一种体重可达7吨至8吨的哺乳动
物，它的化石也是在和政县出土的。与同是哺乳动物
的人类相比，一只临夏副板齿犀的重量，约等于100
个体重在70千克以上的成年人。

　　史前巨兽争霸赛，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当
研究者还在惊叹临夏副板齿犀的庞大，2015 年
一具更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化石在临夏州东乡自
治县被发现。
　　何文告诉记者，最初是村民盖房取沙时，看到
了沙土中几个形状怪异的“土疙瘩”，他带队前去查
看后，发现是古动物化石。因为太过巨大，动用了货
车才将化石拉回博物馆。
　　经过对化石的研究，邓涛和他的团队确认
了一个巨犀新种“临夏巨犀”。如今，临夏巨犀的
化石就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
　　这个新发现的古动物有多大？其中一块下
颌骨化石就长达一米，上面排列的牙齿清晰可
见。要是临夏副板齿犀真能碰见这个大家伙，只
怕都得躲着走。
　　邓涛介绍，巨犀是陆地上存在过的最大的
哺乳动物，站立时的肩高 5 米，头部可伸达 7 米
的高度。它的体重可达 24 吨，相当于 4 头最大

的非洲象的体重总和，大约是 3 头临夏副板齿
犀的体重总和。
　　在博物馆临夏巨犀的复原塑像前，一个成
年男性站在巨犀身下，头顶还接触不到巨犀腹
部，足见其身形之巨大。
　　邓涛介绍，庞大的巨犀需要大量植被作为食
物来源。临夏巨犀生活在距今 2650 万年前，在当
时，我国西北地区的气候比较温暖潮湿，生长着许
多高大的树木，巨犀能以树冠顶部的树叶为食。
　　据了解，在地质时代晚渐新世，全球气候处于
冷暖波动期，无法适应的动物渐趋灭绝。而生存于
亚洲的犀类动物，由于食物竞争者减少，因此养育
出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巨犀。这一时期的
临夏盆地，与巨犀相伴生的还有二十几种动物。
　　“临夏地区古动物化石蕴藏量极为丰富，我们
博物馆馆藏量超过3万件，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才
能将这些化石清理修复完毕。”何文说。
 （记者胡伟杰、马莎、杨雅婷）新华社兰州电

谁才是陆地最大？看看史前巨兽争霸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