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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大汶河两岸，烈日当
空，考古队的遮阳棚在麦田间投
下一片阴影，队员们小心翼翼地
拨开土层，试图探寻来自约
6100 年 至 4600 年 前 的 文
明。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
期遗址——大汶口遗址，也是大
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

从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到
通过历次发掘进一步明确大汶口
文化内涵，再到大汶口文化走进
初中统编历史课本，大汶口遗址
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发挥了重要
作用。6月 1日，《泰安市大汶
口文化遗址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山
东省首部以地方立法形式保护古
遗址类文物资源的法规。“让文
物活起来，让历史说话，让文化
说话”，这部法规将对大汶口文
化遗址保护产生最直接且深远的
影响。

为数千年大汶口文化遗址“铸盾”
——山东首部古遗址保护地方性法规背后的“活化利用”探索
本报记者 张振男 张芮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经过多次挖
掘，工作人员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已发现遗
址 37 处，大量珍贵文物出土。今年，遗
址考古扩展了35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目
前，工作人员已清理出部分新遗迹和文
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级技工刘相民介
绍：“我们发现了 6 座墓葬和较多的柱
洞，在墓葬中发现了觚形杯、陶豆、三足
钵、鼎，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石器、一个猪
颌骨。我们相信在后续的工作中会有更大
发现。”

挖掘仍在进行，探秘永无止境。大汶
口文化遗址作为大汶口文化持续时间最
长、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经历了从原始
到文明、由部落到国家的完整过程，是东
方地区原生文明的典型代表。当下，我们
应该如何合理利用大汶口文化遗址，让它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条
例》对文化遗址的合理利用原则、考古遗
址公园及博物馆建设等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 第三章“合理利用”第二十
四条指出，“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利用，应
当符合遗址保护要求，遵循合理、适
度、可持续的原则，坚持社会效益优
先，有效利用文物资源，促进文化事业和
文旅产业协调发展”；第二十六条、第二
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分别提到了“鼓励运
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手段对
大汶口文化遗址进行数据采集、复原展
示、创新利用”“鼓励开展与大汶口文化
相关的文化交流、文艺创作、文化创意和
旅游商品研发”“加强大汶口文化遗址相
关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工作”等内容，让
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大汶口文化以更
加多样的形式走进公众视野。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推动遗址价值
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保护管理机
制，设立泰安大汶口文化保护传承中
心，推进大汶口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全方
位展示遗址的历史面貌与时代价值。“我
们对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进行了全面提升改
造，利用数字化和场景复原等方式，提升

展陈效果；设立泰安市大汶口考古研学中
心，建设公园广场，提供多语言自助语音
导览服务，实现了园区智慧导览全天候服
务。”张保卫表示，目前，大汶河北岸区
域保护、遗址安全防范等 20 余项文保展
示工程已完成，不仅对遗址进行了有效保
护，也对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渔
猎采集、制陶手工等内容进行了活化
展示。

红陶兽形壶造型憨态可掬，萌趣十
足；八角星纹彩陶豆纹饰繁复精美……大
汶口镇将大汶口文化与美食巧妙融合，推
出文创雪糕。文创雪糕以大汶口文化遗址
出土的文物陶鬶、红陶兽形壶、八角星纹
彩陶豆为设计蓝本，精心复刻，让文
物“走出”展柜。以大汶口地标建筑“日
火山”雕塑为原型的文创雪糕，将 18 米
高的建筑“压缩”至群众手中。

“我们定期组织举办公众考古、陶艺
体验等多元化社会活动，通过让大众走进
考古工地、公共服务进社区等形式普及宣
传大汶口文化内涵。同时，我们还推出了
大汶口文化陶器特色旅游商品和系列文创
衍生品，不断提升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力。”泰安大汶口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
助理付秀丽说。

在泰安，还有一大批大汶口文化民间
爱好者、传播者，他们找准大汶口文化和
群众生产生活的结合点，讲好历史文化故
事。“人们对大汶口文化感兴趣，主要是
因为大汶口文化的神秘感，大家想要了解
古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当大家了解大汶口
文化时，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油然
而生。”大汶口文化爱好者王延华说。

数千年前，大汶口文化从脚下的这片
土地上发祥。

法无授权不可为，一部《条例》为大
汶口数千年文明传承发展铸牢了法律
之盾。

时光荏苒，大汶口的故事远没有结
束，更多的故事安躺在汶水之畔，静静地
等待人们来探索。

合理利用+焕发新彩实施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
的宝贵资源。我市高度重视大汶口文化遗
址保护工作，将《条例》列入地方立法工
作重点，由市人大常委会牵头组建专
班，充分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

《条例》 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经泰安
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通过，2025 年 1 月 18 日经山
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批准，于2025年6月1日起正
式实施。

务实为本。据泰安市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主任委员孙培国介绍，《条例》 共 5
章 32 条，包括保护管理、合理利用、法
律责任等内容，明确了遗址保护范围内的
禁止行为和文物资源的活化利用方式，回
答了遗址保护谁来干、怎么干、如何干好
等关键问题。

尤其是在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对《泰安市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条
例 （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后，市人
大法制委员会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通过
召开座谈会、集中研讨、实地调研等多种
方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建议，邀请立法专家顾问和立
法咨询智库成员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
丰富完善了 《条例》。如为了促进当地
村 （居） 民依法有序参与文化遗址保
护，推动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
社 会 协 同 发 展 ，《条 例》 增 加 了 “ 鼓
励、引导大汶口文化遗址所在地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以物业服务、巡查看护

等方式，依法参与文化遗址保护和利
用，鼓励将文化遗址保护纳入居民公
约、村规民约”等内容；在保护管理方
面，《条例》 增加了“各级人民政府制定
有关规划，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事
先由有关部门会同文物行政部门商定本行
政区域内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措施，并
纳入规划”的规定，进一步强化规划引领
作用。

这些调整，均落实在了《条例》中。
开创性探索。《条例》 是山东省内以

地方立法形式保护古遗址类文物资源的第
一部法规，一方面能进一步深化我市对大
汶口文化的研究阐释和传承发展，另一方
面能为省内同类型的古遗址保护提供新
路径。

《条例》 第二章“保护管理”对遗址
保护规划、应急预案编制、保护管理措施
和禁止事项、考古发掘、文物发现及遗址
名录、专家咨询机制建立等作了明确规
定。如第十一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大汶口文化遗址名录制度”；第十二
条规定，“市、县 （市、区） 人民政府在
编制大汶口文化遗址及其相关遗存保护规
划时，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并
组 织 专 家 论 证 ”； 第 十 三 条 规
定，“市、县 （市、区） 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专家咨询机制，在
制定涉及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措施、审
批与大汶口文化遗址有关的建设工程、决
定与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有关的其他重大
事项时，应当听取专家意见”。

务实为本+开创性探索立法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
域 内 大 汶 口 文 化 遗 址 的 保
护 、 管 理 、 研 究 和 利 用 等 活
动 。”《条 例》 第 一 章 “ 总
则 ” 的 第 二 条 ， 阐 明 了 《条
例》的适用范围。

发 掘 60 多 年 后 立 法 有 何
深意？

对于这个问题，不妨去大
汶口遗址博物馆找找答案。

大 汶 口 文 化 以 独 特 的 陶
器 、 石 器 和 建 筑 遗 址 而 闻
名，大汶口遗址是大汶口文化
的核心聚落，于 1959 年首次被
发现并挖掘，2010 年被列入全
国首批 23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立项名单，2021 年入选“十四
五”时期大遗址名单、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

“大汶口文化西邻仰韶文
化、南连良渚文化、北接红山
文 化 ， 与 几 大 文 化 交 流 密
切。大汶口文化遗址上下涵盖
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
山文化，是当时海岱文化区的
中心。”泰安大汶口文化保护传
承中心主任张保卫说，“大汶口
遗址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护
对象。文化增添了一个重要类
型 ， 找 到 了 龙 山 文 化 的 源
头，实证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
谱系的清晰脉络，是中华史前

文明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在
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

大汶口遗址的厚厚土层中
埋 藏 了 无 数 的 文 明 密 码 ， 从
1959 年的首次发掘开始，逐步
揭 开 了 6000 年 前 的 文 明 曙
光、礼制的萌芽与先民的生活
图景。人们对于大汶口文化的
探 索 、 勘 测 和 破 译 从 未 止
步，在 60 多年的时间里，我国
先 后 有 五 代 考 古 人 执 手 铲 为
笔、以大地为卷，在大汶河畔
书写文明解码史诗。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 的 灵 魂 。 坚 持 “ 保 护 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当
下，大汶口遗址新一轮发掘正
在 进 行 ， 本 轮 发 掘 始 于 2024
年，预计持续到 2028 年。《条
例》 的实施，可进一步加强对
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传承
优秀历史文化，促进科学研究
和 合 理 利 用 ， 增 强 历 史 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

大汶口文化遗址哪些方面
受法律保护？

大汶河是黄河下游的最大
支流，是一条自东向西流淌的
大河。大汶河由5条支流汇聚而
成，大汶口就是这5条支流的合

流之处。1959 年 5 月，在津浦
铁路兴修复线工程中，人们在
大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发
现了很多墓葬和遗物。通过对
彩陶片等物品的分析，确认了
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遗 址 。 自 然 风 物 、 各 类 遗
迹、先人遗物……每一类都是
大汶口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条例》 中“本条例所称
大汶口文化遗址，是指位于本
市 行 政 区 域 内 以 大 汶 口 遗
址、抬头寺遗址、北单家庄遗
址、宁阳古城遗址、柳园遗址
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大 汶 口 文 化 遗 址 及 其 相 关 遗
存。”的相关表述，印证了大
汶 口 文 化 遗 址 的 系 统 性 和 广
泛性。

同时，《条例》 第一章第三
条规定：“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
护对象包括：（一） 大汶口文化
遗 址 的 历 史 风 貌 和 自 然 环
境 ；（二） 居 住 区 、 活 动 场
所 、 房 址 、 墓 葬 、 窑 址 、 灰
坑、红烧土等遗迹；（三） 陶
器 、 石 器 、 玉 器 、 骨 角 牙
器、蚌器等遗物；（四） 其他应
当依法保护的对象。”进一步明
确了 《条例》 的保护范围和保
护对象。

“全流程”+“全系列”保护

大汶口遗址博物馆。 记者 隋翔 摄

大汶口考古遗址公园。 记者 隋翔 摄

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的彩陶纹饰。 记者 张振男 摄

学生体验陶艺。 记者 张芮 摄 古代人生活方式场景再现。 记者 隋翔 摄

八角星文彩陶豆。
记者 张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