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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瑞典、美國、澳大利亞還是加拿大，秦兵馬俑所到

之處，都會立刻颳起一股秦文化旋風，包括美國金融危機期

間，人們依舊排 長龍在寶爾博物館外等候參觀，美國《時代

周刊》稱「兵馬俑展」是這個夏天美國視覺藝術的「首選」。兵

馬俑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展出時，館長尼爾．麥格雷戈說：「中

國大一統始自秦，研究秦文化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許多國

家通過兵馬俑認識了中國，甚至成為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稱呼。

以兵馬俑為代表的文物「出訪」活動，對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發

揮了積極促進作用。

據統計，近5年來，陝西共組織舉辦文物出境展覽50個，先後

到達英、美、法、日、韓等19個國家和地區，參觀者達1000萬

人次。曾有英國首相布朗、美國前總統卡特、智利總統巴切萊

特、瑞典國王古斯塔夫等國政要先後出席了展覽開幕式。文物

外展成為有效推介陝西

和中國的一張「名

片」。陝西省文物局長

趙榮指出，國際交流是

陝西文物工作的重要內

容，將以更加開放的心

態和自信擴大對外文物

交流的合作力度。

作為文物大省，陝西田野文物的分佈十分廣泛。近年來，不少文物犯罪
分子覬覦 分佈在田野的文物。2010年，陝西省建立了全省文物安全聯席會
議制度，把文物安全納入年度目標責任考核。同時，調動基層群眾積極
性，發展公開和隱蔽的群眾文保員5000餘名，眼線遍佈全省各個角落，僅
2011年，通過舉報，先後防止和挫敗了20多起企圖盜掘古墓葬的犯罪活動。
此外，針對田野文物犯罪多為夜間和節假日期間作案的特點，加大對博物
館及田野文物安全夜間巡查、抽查的力度。
2010年陝西省文物局建立了全國首個田野文物技防試點工程。在陝西澄城

縣善化鄉居安古墓群保護區，擁有數百座古墓葬的500多畝保護區內，隨處
可見密佈的監控設施，運用先進的熱成像等高新技術，在夜晚及能見度極
低的惡劣天氣條件下均可準確判斷和鎖定文物犯罪嫌疑人。在「天眼」的
晝夜保護下，該管護區範圍內的盜掘古墓現象絕跡。陝西在全國率先建立
公安文物聯合執法機制，成立了全國打擊文物犯罪信息中心，包括文物違
法犯罪人員信息庫、文物案件信息庫、涉案文物信息庫和案件分析運用系
統，成為全國打擊文物犯罪的信息平台。
不僅如此，在政府和文物部門的引導和鼓勵下，陝西群眾自發自覺的護

寶行為日益增多且在全國引起較大反響。今年8月2日，陝西省政府對寶雞市
渭濱區石鼓鎮石嘴頭村主動保護文物的10位農民進行了表彰獎勵。而早在
2007年，寶雞就有31位農民被國家文物局授予保護文
物特別獎。2011年，陝西省文物局、寶雞市政府在眉
縣楊家村為保護文物的群眾立碑，在全國尚屬首次。
自2003年以來，寶雞市已湧現出25批群眾自覺保護文
物的先進事例，保護出土文物近千件、古錢幣150多公
斤，其中一批文物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三次大規模
出土的銘文青銅器，後被稱為「21世紀重大考古發現
之一」，使中國的夏商周斷代史有了論證的證據。
陝西成為全國重點地區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先進

組織單位，其經驗已被推廣到全國。

據統計，陝西共有49058處文物古跡。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40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668處，秦始皇陵及兵馬俑被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全省館藏文物100萬件（組），其中國寶級文物123件（組），
一級文物6181件（組）。陝西文物較為系統、完整地記錄了中華文明不同
發展時期的歷史遺存，是研究人類文明史的重要依據。
陝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事業，在「十二五」規劃中將「十

一五」的民生「八大工程」調整為「十大工程」，增加了包括「文化遺產
保護與傳承」在內的「文化惠民」工程，標誌 陝西首次將文物工作納入
「民生工程」。陝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指出，「文化遺產事業納入民生工程
既體現了對老百姓的承諾，也清晰地表明陝西文化遺產工作致力於民生的
決心。」這表明，陝西文物管理將由以保護為主轉向探索「文化遺產與民
眾生活相結合，文物服務於民生、服務於文化傳承」的文保新路。

科學護寶 利國惠民

文物工作世人矚目陝西
「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過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過中國。」1978年，法

國總統希拉克激動地讚歎秦兵馬俑為「世界第八大奇蹟」。以秦俑為代表的陝西文

物，已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代名詞。西安也成為諸多外國政要訪華的第一站，已有

數百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專程來訪。

「中國文明100年看上海，1000年看北京，3000年看陝西。」中國歷史上，周、

秦、漢、唐等14個王朝先後在陝西建都，歷時長達1200年，陝西以其文物豐富

性、完整性和至高性，被譽為「天然的歷史博物館」。依托得天獨厚的文物資源，

陝西省文物局近年積極探索，提出「大遺址保護要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當地群眾

生活水平提高、當地城鄉建設、當地環境改善相結合」的文

化遺產保護新思路，在大遺址保護、文

物安全、文物保護科技、博物館建設

等領域闖出新路，成績斐然，獨具特

色，走在全國乃至世界前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

文 物 惠 民

遺產保護服務地方經濟發展

目前，陝西已建成數量眾多、藏品豐富、門類齊全的博物館體系，博
物館、紀念館總數達197座，已有50家免費開放。近5年來，全省博物館
舉辦各類展覽304個，接待觀眾5500萬人次以上。6座博物館分別榮獲全
國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特別獎和最佳創意獎；陝西精品文物在上海世
博會、西安世園會上應邀亮相，秦陵一號坑銅車馬成為上海世博會中國
館的鎮館之寶。陝西歷史博物館唐代壁畫珍品館、秦始皇陵文吏俑坑、
百戲俑坑遺址保護展示廳先後對外開放。西安碑林博物館石刻藝術館項
目榮獲國家建設工程「魯班獎」。
陝西在全國率先將博物館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全省文物系統國有博物

館向中小學生集體預約無限次免費開放。2012年國際博物館日期間啟動
了「百萬群眾走進博物館」系列活動，活動吸引了500餘萬人次觀眾走進
博物館。2011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參觀總人數首次突破500萬，門票收
到達到5.04億元，均創歷史新高。當前，以博物館為重點的文物景區已成
為促進陝西文化旅遊經濟發展的核心資源優勢和獨特競爭力。
8月28日，國內第一座基於省級館藏文物數據庫，集觀賞性、知識性、

互動性為一體的數字博物館——陝西數字博物館正式開館，標誌 陝西
博物館進入全民數字時代。中國第一個考古博物館建設也在籌建中。

數 字 時 代 博物館建設實力強勁

陝西境內遍佈周、秦、漢、唐的都城遺址以及帝王陵寢等大遺址，佔
全省不可移動文物數量近一半，這些大遺址，少則幾平方公里，多則幾
十平方公里，囊括了古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
面，具有「分佈廣、數量多、面積大、種類全、等級高」的突出特點。
隨 陝西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大遺址保護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
矛盾日益凸顯。
近年來，陝西以「四個結合」的文化遺產保護新思路為理念，以「國

家公園模式」、「集團運作模式」、「市民公園模式」、「民營建設模
式」、「退耕還林模式」等五種針對不同類型的大遺址保護資本運作模式
為實踐，探索出從傳統的專業性保護到社會參與保護、從單一的行業保
護到各級政府保護的大遺址保護新路子。據陝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介
紹，5年來，陝西共投入大遺址保護經費15億元，實施大遺址保護工程50
餘項，成就了多個大遺址保護典範之作。漢陽陵遺址、秦始皇陵園遺
址、唐大明宮遺址等3處大遺址入選國家文物局首批12處國家考古遺址公
園；漢長安城、秦咸陽城遺址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預備名單。以大明
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為例，將遺址保護與遺址周邊城市建設緊密結合，
拆遷遺址區350萬平方米建築物，重新安置2.5萬戶、10萬低收入群眾，徹
底改變了數十年環境髒、亂、差的現狀，極大地改善了遺址核心區和遺
址周邊居民的生活條件，同時帶動周邊就業人口達5000餘人。
8月16日，隨 漢長安城國家大遺址保護特區領導小組辦公室和管委會

正式掛牌，「漢長安城國家大遺址保護特區」建設正式啟動。作為中國現
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遺蹟最為豐富、文化含量最高的都城遺址，
漢長安城遺址僅城垣內遺址區面積就達36平方公里，居住 約6萬居民，
如此巨大的遺址區保護，世界上都沒有先例可循，陝西創造性地提出「大
遺址特區模式」，挑戰這一世界遺址保護難題，理念超前，國際矚目。
陝西大遺址保護系列做法受到國家文物局充分肯定，已在全國範圍推

廣陝西經驗。大遺址保護的新理念與成就，彰顯了陝西文物工作者勇於
探索的敬業精神，成為陝西文物事業的優勢品牌。

大 遺 址 保 護

成就「典範」首創「特區」

文 物 安 全 多措並舉內地先行

借助現代文物修復技術，墓葬出土時支離破碎的世界唯一唐代公主鳳冠
在陝西重現光芒，因其構成零件超過600件，成為迄今發現的最複雜的唐代
文物；曾被擱置長達15年之久的法門寺唐代地宮絲綢揭展難題，也借助文保
科技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生動再現了唐代仕女流行服飾，代表唐代服飾
工藝最高水平的繡裙捻金（銀）線和羅衫彩繪都被完美還原。
這些令人驚歎的成就都來自於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

這是中國第一座中外合作建成的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也是目前內地設備
最先進、科研實力一流的文保實驗室。曾成功保護修復了秦始皇陵兵馬俑
坑、銅車馬坑、漢陽陵叢葬坑、法門寺佛塔地宮、大量墓葬壁畫等文物。
曾榮獲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和技術創新二等獎，修復技術堪稱國內第
一，世界一流。
致力於國寶兵馬俑彩繪保護的秦俑博物館陶製彩繪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

重點科研基地，是陶製彩繪文物國家標準的制定者，同時承擔陶製彩繪文
物的分析、環境監測、黴菌防治等一系列研究工作。該基地成功解決了兵
馬俑出土不久身上的色彩很快被氧化乃至脫落的難題，其彩繪保護技術已
在全國推廣。
設立在陝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原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的「磚石質

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擁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磚石質文物分
析、修復實驗室和全國性的開放平台。在磚石質文物保護基地理論和現場
保護方法研究等方面達到國內領先水平，成為磚石質文物保護方面的全國
性重點研究機構。
陝西省文物局局長趙榮表示，陝西目前已形成中國唯一的以專門文物研

究機構為核心，以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為輔助，以國際研究機構為紐帶的文
物科技平台體系，擁有4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研基地和全國唯一的科技
部國際文物科技合作基地。「十一五」期間完成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5
項、制定國家及行業標準16項、國家和省文物局科研項目20項。先後與美
國、德國、意大利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國際科技合作項目11項，成果領
先國內，躋身國際專業水平前列。
作為文物大省，陝西對秦直道遺址、漢長安城遺址、秦雍城遺址、漢唐

帝陵遺址、唐大明宮遺址等大遺址保護項目及楊官寨遺址、龍王辿遺址等
課題性研究開展考古工作。楊官寨遺址等5項考古發掘項目被評為「全國十
大考古新發現」，統萬城遺址等5項發掘項目獲得全國田野考古獎，秦兵馬俑
考古項目榮獲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這是
中國首次獲得該獎項。

科 技 創 新

文物保護技術領先國際

文 物 出 訪

國際代言中國形象

■2010年7月17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期間參觀兵馬俑，當

天適逢她56歲生日。

■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左二）視察陝西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

墓出土文物，這批珍貴文物在當地農民主動保護下完好無損。

■陝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景俊海（左二）在陝西省文物局局

長趙榮（右二）、副局長郭憲曾（左一）等陪同下視察文物工作。

■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丹鳳門

■在陝西成功修

復的世界唯一唐

代公主鳳冠

■陝西歷史博物館唐代壁畫珍品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