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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本报评论员

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意味
着什么？

“对考古工作来说，肯定是大好
事。”大汶口考古工作站技工的答案
简短而明确。

“ 希 望 能 带 动 我 们 这 片 发
展。”附近村镇有居民在遗址公园工
作，他们的想法很朴实。

对前来探秘考古现场的小学生
而言，“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考古现
场，就像是在触摸很遥远的历史。”

外地游客冯女士正计划假期前
来，“爬泰山、逛遗址，把上学时课
本学过的东西实地感受一下。”

横看成岭侧成峰。言语间，不
难听出大家对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理解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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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遗址发掘
到正式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
们走了66年，但并未到达终点，而
是 来 到 了 新 起 点 。 这 块 金 字 招
牌“沉甸甸”，是该领域国家最高荣
誉，也蕴含着国家使命、发展机遇
和群众期盼。做好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这篇大文章，我们有优势也有条
件，有责任更应有信心。

（一）

考古定义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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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有的考古和研究，大汶
口遗址实证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谱
系的清晰脉络，被称为“海岱文明
高 地 、 中 华 礼 制 源 头 ”。 这 一 时
期，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社会分工
逐渐明晰，对私有财富和权力的追
求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是中

国 史 前 社 会 发 生 重 大 变 革 的 时
代。此前我们通常认为远古文明是
原始的、简单的、低等级的，但大
汶口遗址中的发现却逐渐拼凑出一
幅关于城市崛起与政治权力产生的
画面。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
指出，大汶口遗址的发现，将中华
文明起源向前推进了两三千年。

知其所以然，方能知其然。认
识到大汶口遗址对于增强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的
重要意义，我们就要做好发掘文
章，以考古为支撑，当好遗址公园
的“研究员”。公园不代表考古的停
滞，要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更高
平台上，联合专业组织机构，科学
开展考古项目，推进课题研究，形
成科研成果，把蕴藏在遗址这一宝
贵 资 源 中 的 文 化 基 因 、 文 明 记
忆、民族精神挖掘好、梳理好、阐
释好，更好地展示古代中国和中华
文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是一
个地标，也是一张名片。我们要以
其为代言人，当好遗址公园的“推
广 员 ”，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大 汶 口 文
化、认识泰安、爱上泰安。作为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后起之秀，可以
围绕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文旅融
合 、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和 保 护
等，与更多城市开展交流，同其他
遗 址 公 园 在 “ 各 美 其 美 ” 中 实
现“美美与共”。

应当说，不少人在来到乃至知
道泰安之前，便已在历史教科书中
认识大汶口遗址。此前，旧版教材
对 “ 大 汶 口 文 化 ” 在 “ 相 关 史
事 ” 栏 目 中 用 小 字 做 了 简 短 介
绍，并展示了一张 《大汶口遗址出
土的白陶鬶》 图片。去年新修订的
教材中，把“大汶口文化”内容介
绍放在了正文部分。教材，是必读
书，会影响一代代人。以正式成为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契机，根据考
古研究进展和成果，条件成熟时应
积极争取进一步强化大汶口文化在
教材中的分量，让大汶口文化深入
人心，让城市名片成风化人。

（二）

水 涨 则 船 高 。 随 着 正 式 成

为“国字号”，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拥有了更
多的支持，更严的标准、更高的追
求也理所当然地随之而来。如何更
好地有效保护、科学展示、合理利
用，对于国家遗址公园这篇大文章
而言，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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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遗址公
园还需要进一步“活”起来，讲好
自己的故事……有媒体调查列举了
近年来一些国家遗址公园出现的突
出问题，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未
雨绸缪。

古迹是历史见证，是全人类的
共同遗产，必须做好保护文章，当
好遗址公园的“保管者”。要持续完
善保护规划和管理体系，将 《泰安
市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条例》 落到
实处，对破坏行为“零容忍”，结合
数 字 化 、 智 能 化 等 综 合 保 护 方
式 ， 加 强 对 核 心 区 域 的 监 管 监
测，为中华文明守护好大汶口文化
遗址。

“ 边 发 掘 、 边 研 究 、 边 建
设、边展示”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一种重要理念和实践模式。在发
掘、保护的基础上，我们要当好遗
址公园的“建设者”，一方面，做好
大汶河南北岸的融合工作，推动自
然风光与历史文化交融；另一方
面，统筹好专业化和大众化两个维
度，用现代科技和现代语言讲好传
统 故 事 ， 提 高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水
平。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遗址
公园不是一处处冷冰冰的“教育基
地”，而是一处处时髦的文化生活空
间，要活用科技，增强互动，丰富
展 示 手 段 ， 让 人 易 看 懂 、 能 体
验、有收获。

（三）

自 2010 年国家公布首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以来，每一处公园都成
为一个地方的文化标识和历史记
忆，它们也逐渐成为“网红”旅游
目的地。统计显示，2024 年，国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接 待 游 客 总 量 达
8871.58万人次，文创及研学收入分

别增长 50%和 166%。更有研究表
明，未来遗址公园将不再只是公
园，而是会向文旅融合片区转化。

文章合为时而著。在文旅“新
国潮”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花落
泰安，恰逢其时，更需乘势而上做
好文旅文章。近年来，我市把文旅
融合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市建设的 6 项重点工作之一，提
出“串珠成链、山城联动、全域融
合、转型升级”十六字方针，开启
了文旅产业二次创业、再创辉煌的
新篇章。有“国字号”认证，有教
科书加持，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在“新国潮”中自带流量。其与
泰 山 之 间 交 通 便 利 ， 周 边 天 颐
湖、太阳部落、汶口古镇、明石桥
等景区景点众多，完全有条件打造
成一个结合泰山却不完全依赖泰山
的 国 家 级 旅 游 目 的 地 。 这 样 既
能 “ 串 珠 成 链 ”， 又 能 “ 山 城 联
动、全域融合”，必将推动全市文旅
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当我们跳出泰安看地图，就会
发现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恰位
于 泰 山 和 “ 三 孔 ” 景 区 的 中 间
点。今年 4 月，我市与济宁签署深
化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协议，合力
打造“山水圣人”旅游品牌和“中
华文化枢轴”。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落定，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丰 富 了 “ 中 华 文 化 枢 轴 ” 的 内
涵：大汶口是史前文明的关键节
点，“三孔”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象
征，泰山是古代帝王、文人的圣
地 。 这 条 枢 轴 正 是 游 客 实 地 寻
溯、感受中华文明的黄金轴线，也
是我们引客入泰、留泰的风景线。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
远的未来，只有留住历史，才能更好
地迎接未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
一张“金名片”，是最佳城市“代言
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经济社会发
展“助推器”。相关部门要争当行动
派、实干家，做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篇大文章，把遗产保护与文旅融
合、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将遗址公园打造成对外展示泰安
的金字招牌，打造成中华文明长河的
新地标，让它不仅在展柜中闪耀，更
在与山河共鸣中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