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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遗址书写保护传承新篇章

“地上荒丘一片，地下气
象万千”，这是不少遗址给人
的第一印象。很多游客初到
良渚古城遗址，难免也会有
类似的困惑，放眼望去，土
丘、青草、丛林、河道……如
何真正领略到 5000 年前的
辉煌？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运营
负责人郑佳说：“为了让古城

‘活’起来，我们想了很多办
法，觉得效果最好的还是数字
化呈现。通过再现良渚古城的
面貌，帮助观众更直观、更深
刻地理解良渚遗址的价值。”

莫角山是良渚古城中的
宫殿区，昔日的宫殿早已无
影无踪。但在攀登莫角山的
途中，游客只需扫描 AR 二
维码，就能在手机屏幕上看
到良渚人生产、生活、建造宫
殿、举行庆典等一系列场景。

“北京故宫位于北京城
的中央，良渚古城里的宫殿
也是居中分布，它们似乎有
一种非常奇妙的文化联系。”
环顾遗址四周，再看看手机
中的虚拟宫殿，北京游客杨
思平若有所思。

通过增强现实、人工智
能、大语言模型等诸多数字
技术的阐释，良渚遗址的文
化精髓更加深入人心。在去
年举行的杭州亚运会上，从
吉祥物、火炬到开闭幕式，

“良渚元素”成为重要的文化
符号。

目前，良渚文创已开发

出11大类、600余款产品。当
地还成立生活美学联盟，推
出自主研发及联名产品700
余款，销售额破亿元。

在紧邻遗址公园的瓶窑
镇，通过“后申遗时代”的持
续整治提升，镇上的老街变
身非遗聚落，集结玉雕、纸
伞、陶艺、风筝、灯彩等项目，
吸引文创企业纷纷落户，游
客纷至沓来。

多年来，良渚新城的土
地出让金有一部分用于良渚
遗址保护。如今，在良渚遗址
的文化品牌带动下，良渚新
城的数字文化产业也迅猛发
展，入驻文化企业800多家。

目前，浙江省和杭州市
正在高水平规划建设“良渚
文化大走廊”，旨在进一步促
进遗址保护和经济发展双向
互动。这条走廊贯穿起良渚
博物院、杭州国家版本馆、良
渚古城遗址公园、京杭大运
河等多个文化地标，融合文
化遗产保护和现代经济发
展，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姝
介绍说，管理部门正全方位
构建良渚遗址的“专业传
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的
传播体系，持续探索良渚遗
址保护传承的创新之策，全
方位擦亮“五千年中国看良
渚”金名片，力争打造大遗址
保护管理世界典范。

““活活””化化：：
加强遗址保护和经济发展双向互动

“她在洒什么？”在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里的南城墙
遗址点，看到工作人员用喷
壶往墙面上洒东西，几位游
客好奇地问道。

“这是专门研发的纯天
然植物精油。”杭州良渚古
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高海彦说，它
是为良渚量身定制的“护肤
品”，是监测中心与浙江大
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共
同开发的，可抑制苔藓和微
生物生长。

良渚遗址的主要建筑
材料是土，而当地气候冬季
阴冷、夏季高温、潮湿多雨，
会对遗址本体造成开裂、坍
塌、粉化等多种病害。“潮湿
环境下的土遗址保护是一
个世界级的文保难题。通行
做法是完成考古发掘后回
填，但是这样的话公众就无
法看到遗址的面貌。”监测
中心主任孙海波回顾说，

“在遗址公园建设时，我们
保留了一些遗址剖面，但也
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如何既能让观众看得清遗
址的面貌，又保护好遗址？”

多年来，良渚遗址管理
部门持续与国家多所大学
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为良渚遗址“延年益寿”的
良方，开展多学科会诊，求
解“潮湿环境下的土遗址保
护”这一良渚遗址保护的核
心课题。

今年 7 月，监测中心启
用了全国首个南方潮湿环
境土遗址保护实验室，总面
积1500平方米，下分7个实
验室以及标本室、专家研究
室等多个配套空间。

在“化学实验室”，浙
江大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
室教授张秉坚告诉记者，
这里的任务就是研究保护
遗 址 所 需 的 各 类 化 学 材
料；在“土遗址建造工艺实
验室”，河海大学袁俊平教
授 的 团 队 则 根 据 结 构 成
分，对遗址土进行仿制，用
仿制土为病害防治研究提
供实验材料。

除了多学科会诊，良渚
遗址的保护工作还实现了
数字赋能。在监测中心的监
测大厅，工作人员轻点鼠
标，不同点位的即时图像就
实时显现在大屏幕上。

孙海波说，运用最新研
发的“良渚遗址5000+”数智
应用，良渚遗址已形成“数
字实时监测+网格双重监
管+空间规划管控”的强化
保护模式。“比如有的遗址
点在遗址公园外，我们就为
它设置了电子围栏，做到实
时监控。”

天上有无人机，路上有
专职巡防队和警犬，各村有
业余文保员……如今，良渚
遗址已构建起一整套“人
防+物防+科技防+制度防”
的立体安防体系。

呵呵 护护：：
构建高质量立体安防体系

清晨，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里，几
位考古技工正在用洛阳铲钻探土层，观
察取出的土芯样本，根据土芯每一节的
颜色变化，寻找地层深处的考古线索。

“我们今年完成了一桩‘大活儿’，
也是一桩‘细活儿’。”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考古
领队王宁远说，5年来，他们按照每隔5
米钻探一孔的基本原则，完成了古城遗
址周边100平方公里的调查，累计发现
近350处遗址点，后期还有望增加。

在良渚古城建成之前，先民住在哪
里？在距良渚古城遗址南侧约 2 公里
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北村遗址，为研究
良渚早期社会发展、阶级分化和探索良
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究竟有多
大？此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11条水坝
遗址，近年来，他们运用多学科综合考
古，又新发现 10 多条良渚水坝。这些
规模宏大的工程，体现了良渚古国的强
大社会动员能力，是良渚古国进入文明
社会的重要实证。

良渚玉器精美绝伦，是在哪里生产
加工的？在离良渚古城遗址不远的德
清县，考古队员发现了中初鸣遗址。它
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
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

实验室同样也是良渚考古的“重要
战场”。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

“90后”宋姝正在细心拼接从古城内出
土的动物遗骨。“民以食为天”，动物考
古不但能回答“良渚人吃什么肉”的有
趣问题，还能助力研究五千年前良渚社
会的经济生活状况。

“多学科考古是近年来良渚考古的
一件利器，我们有 21 位研究人员从事
着动物、植物、地质、环境、水利、测绘等
18个方向的研究工作。”王宁远举例说，
水利考古工作不但找到了更多的良渚
水坝，还实现了“经验输出”，为长江流
域的水利考古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
明说，5年间，良渚考古工作持续深入，
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更为丰富
的资料。“我们要把良渚文化的‘源’和

‘流’阐释清楚，让世人进一步了解良渚
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

记者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
会了解到，近年来，良渚文化价值研究
阐释得到持续深化，已出版各类科研文
集、普及读物 600 余种。同时，当地也
正着力建设国际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
台。2023年12月，由文化和旅游部、浙
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良渚论
坛”，深刻阐明良渚文化独特价值，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

探探 寻寻：：
推动考古与研究取得新突破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方益波 冯 源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
必须把它保护好！”2003年7月，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位于杭州市余杭
区的良渚遗址调研时强调。

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它以充足的实物依据和确
凿的学术支撑向世界实证了中华五千年
文明史。

5年来，良渚遗址以“入遗”为新起
点，积极探索遗址保护新路径，书写文化
传承新篇章。

这是良渚博物院内展出的良渚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2024年4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