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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11 月 14~18 日，由北京画院主办

的“悬车回望———赵国柱书法作品展”在北京画院

美术馆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学者、书画艺

术家、专业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开幕式。“悬

车回望———赵国柱书法作品展”是赵国柱先生年届

七旬的一次较为全面的书法回顾展，分为“碑帖选

临”“守正出新”和“心语随笔”三个部分。

赵国柱，1955 年生于山西太原，是一位长期活

跃在三晋书坛且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其小草章今融

合、秀逸典雅，大草则糅合怀素、黄庭坚、祝枝山、傅

山、于右任等先贤，雄放清旷，笔走龙蛇，自成一家。

在展览现场，观者既能欣赏到其书法艺术的魅力，

又能感受到书家热爱生活感悟人生的哲理和情怀，

对其精美书法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李婷婷

科学导报讯 11 月 19 日，运城市新绛县博物馆

正式启动《新绛县博物馆陶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将对 63 件珍贵文物展开保护性修复工作。该项目

所涉及文物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其中尤以汉代彩

绘陶为亮点，它们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和艺术审美价值。

新绛县博物馆馆长刘媛媛介绍，本次保护修复

项目将对这些陶质文物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保护处

理，，以确保这些文物能够满足长期保存、深入研究

和公开展览的需求。修复完成后，这些文物的抗老

化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新绛县博物馆在修复过程

中将在保护文物原有风貌的同时，力求提升其保存

质量，更加适应陈列展览和学术研究的需要。 王荔

赵国柱书法作品展

亮相北京画院

科学导报讯 11 月 19 日，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

物馆开馆暨山西金融文化教育示范点揭牌仪式在

太原市鼓楼街 41 号山西省银行旧址举行。该馆由

山西省委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

行、山西银行、晋商博物院共同打造，为晋商博物院

分院，观众可通过晋商博物院票务平台进行预约，

免费参观。

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分“山西金融源流”“民

国山西金融”“山西红色金融”“当代山西金融”“新

时代山西金融”五个展区，追溯山西金融业的起源、

发展和变革，深入挖掘山西金融文化的内涵和价

值，诠释山西金融业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成就，搭建

传播山西金融文化的重要桥梁。 赵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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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民（右三）在指导制作铜器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距今已 17 年，山西

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53875 处，约占全

国总量的 7%，排名全国第 4 位，其中，古遗址

13477 处、古墓葬 4298 处、古建筑 28027 处、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6715 处、石窟

寺及石刻 1112 处、其他 246 处。为了全面掌

握文物资源状况，确保这些宝贵遗产得到妥

善保护，山西积极投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工作，以摸清文物家底，守护历史根脉。

全省动员 共筑文物普查基石

文物普查工作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一次

全面盘点。自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以来，山西

迅速响应，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

分管副省长为双组长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

26 个省直相关部门和单位，并审议通过了

《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山

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方案》，对全省

“四普”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强调，全面推

进普查工作。

截至今年 5 月，全省 11 个市和 117 个县

（市、区）全部按照双组长建制成立了领导小

组或工作专班。大同、临汾、忻州、阳泉、朔州、

晋中、长治 7 个市的市、县两级已组建普查办，

市级普查办 213 人、县级普查办 635 人，为全

省“四普”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普查工作不仅规模庞大，更要求精准细

致。为了确保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山

西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方面，从省直文博系统

遴选专家，组建省级普查专家组，加强对普查

工作的技术指导；另一方面，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指导市、县（市、区）组建普查队伍 150 余

支，吸纳基层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工作

人员 1200 余人加入普查队伍。其中，中级职

称 163 人、高级职称 82 人、教授 2 人。

让文物全科生加入山西省“四普”工作，

是山西在全国首创的“四普”工作方式之一，

旨在使文物专业人才起到传承接力作用，填

补基层文物普查力量的不足。

科技助力 创新文物保护模式

此次，“四普”将空间信息技术更多地应

用到文物普查当中，加大遥感、地理信息系

统、卫星定位系统等科技成果应用，结合计算

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勘探测量，为普查文物装

上“千里眼”“顺风耳”。同时，借助无人机进行

空中拍摄，更高效、智能获取文物准确信息，

避免传统调查方法中存在的盲区。运用三维

扫描技术等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无损检测，

分析文物的材质、结构、工艺等，了解文物的

历史背景和艺术特色。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将文物信息进行数字化转

换和智能化处理，建立数字化文物档案和智

能化管理系统，更好地保护文物信息的安全。

太原市文物局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三

维激光扫描等科技手段，组织实施天龙山石

窟、净因寺彩塑等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采集

和勘察测绘项目。运用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

实时采集晋阳古城考古发掘的数据信息，形

成全过程数字档案。以科技助力文物普查，将

大大提升文物普查的效率和准确性，让文物

保护有数可查、有据可依。

“包括文物的名称、空间位置、保护级别、

文物类别、年代、权属、使用情况、保存使用状

况、GPS 坐标、人文环境、交通情况、自然环境

等，均在普查范围……”普查队员沿着石阶拾

级而上，攀至半山腰，鲁班窑石窟隐现于葱茏

叠翠之间。大同文保中心普查小组队员手持

无人机操作杆、RTK、普查专用手机等工具，

对石窟进行定位、拍照、测量。

“有北斗定位仪、无人机、相机、测距仪等

设备的助力，不仅数据更精准了，也为普查工

作省了不少时间和力气。”普查小组队员孙波

感慨道，“相比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那时的

设备并不先进，涉及距离等数据，大多只能靠

眼看了之后估计，文物本体的尺寸也是用卷

尺量，GPS 用的是老式手机的定位，并不是很

准确，之后只能再以查阅史料等方式，确保相

关信息的准确性。而这次就轻松多了。”

说话间，一架无人机缓缓飞到该文物上空，

普查队员尹文智手指轻触遥控器，从各个方位

拍摄文物保护单位的全景、侧景、局部建筑和

周边环境，作为绘制文物平面图的素材、体现

总体保存情况，同时作为历史记录留存资料，

也将为文物研究、保护、管理、利用提供依据。

这种科技助力的保护模式，不仅提高了

文物普查的效率和精度，还为文物的长期保

护和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数字孪生等

技术手段建立的时序化数字文物信息系统，

能够实时监测文物的状态变化，及时发现并

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

全民参与 建设文物保护事业

文物保护工作不仅需要政府和专业机构

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不可移动

文物的普查，远郊区的难点是地形复杂、比较

分散；近郊区的难点是管理单位比较复杂，涉

及行政单位、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等。”运城市

盐湖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赵云翔表示，为了顺

利完成普查，他们常常要和不同的单位打交

道。讲清文物普查的意义，沟通是前期的主要

工作。“为了更全面了解文物的分布情况，只能

采取‘广撒网、重点收获’的方式，我们几乎把

每个街道乡镇以上的单位都筛了一遍。”

在普查走访过程中，赵云翔深刻体会到，

文物保护，宣传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这

个工作做不好，下一步就无法推进。“首先要

让别人了解文物普查的意义，其次，要让他知

道作为管理使用单位和使用人，需要尽到哪

些义务。”

“过去我们总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

自己的事，这次普查让我们体会到文物保护

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在普查中，我们加大了

宣传力度，使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化、社会化，

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赵云翔说。在积极开

展文物保护宣传教育活动中，山西通过举办

展览、讲座、研学活动等多种形式，增强公众

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和参与度。这些活动不仅

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文物保护工作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在文物保护工作

中还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引导和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文物保护项目，鼓励企业

和个人通过认领认养等方式参与文物保护工

作，有效缓解了文物保护资金不足的问题。这

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模式，为文物保

护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王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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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并不

产铜的大同，在历史上铜器却久负盛名，是

大同这座千年古城重要的城市元素。据老人

们讲，从用于战争的铜剑、铜戈到烹饪肉食

的铜鼎和修饰照容的铜镜，大同铜匠在 2000
多年前就拥有炉火纯青的铜制作手艺。这使

得大同之“同”在被镀上一层明亮的金光后，

为古城的历史文化又添一抹独特的亮色。今

年 82 岁高龄的李安民一心扑在铜器传统文

化的挖掘、保护及铜器制作技艺的传承、发

展上，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一个传统手艺人的

坚守。“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这门千年的

手艺传承下去，为国家、为社会再作点贡

献。”李安民说。

李安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同

铜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多年来，他不仅是将

与当下生活脱节了的传统手工技艺坚持下

来的手工艺人，而且固守着那炉火，重新审

视那些传统，并对传统技艺进行再设计，使

传统工艺与当下生活重新发生关系，既传承

了铜器文化，又赢得了市场，名副其实成为

一名大同铜器的“守艺人”。

1984 年到 1995 年，任大同市金属工艺

厂厂长的李安民努力使传统技艺适应当代

人的审美观念和实用需求，带领全厂开发了

新式酒具茶筒、文房四宝、生活用品、工艺品

等产品。其中，采用上乘黄铜制成的铜火锅

最受欢迎。每到过年过节，热气腾腾的木炭

火锅是晋北人家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铜火

锅的销量更是直线上升。受各种因素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大同金属工艺厂停产，技术

人员流失，工人下岗，以铜火锅为代表的大

同铜器开始衰落，大同金属工艺厂随之停产

关门。

“厂子倒了，手艺不能丢。”1997 年，原

大同金属工艺厂的李安民联合原来厂里的

几名老匠人，在自家小院里开了铜匠铺，建

起铜器加工厂。一个炉子、五六个人，焊接、

弯曲、穿孔、锻打、錾刻、退火、磨砺，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他们在城市的角落里，苦守着

铜艺香火，也换来了大同铜器的重生。

2014 年 11 月，大同铜器成功入列第四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父亲夙愿以偿，大同铜器也必将迎来更好

的明天。”在天艺昌工艺品厂的生产车间，李

安民的儿子李旭东感慨万千。他接过父亲的

衣钵，为大同铜器描绘更为广阔的未来，“我

们已经培养出多名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一

些对传统金属工艺感兴趣的年轻人也不断

加入传承的队伍；市场方面，随着国家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政策支持及人们对于

传统文化的重视，大同铜器手工工艺的稀缺

价值正凸显出来，订单基本供不应求。”

李安民经常带领匠人们到云冈石窟等

文物古迹参观学习，借鉴和吸收文物中的文

化元素并进行创新，云冈飞天、西周凤鸟、仿

古锤纹等都錾刻在了作品中；同时，大同长

城文化公园建设、大同黄花菜产业等也是他

们创作的源泉。本着“日用品艺术化，工艺品

日用化”的原则，目前，李安民的团队按传统

工法生产制作的大同铜器包括八大系列 350
多个花色品种，主要有宫廷御锅、工艺火锅、

佛教供具、茶具酒具、文房四宝、纪念礼品、

装饰工艺品及铜茶壶、铜勺、铜铲等日常生

活用具。在器型上，更是突破传统形制，创新

生产出符合年轻人审美、外国人生活习惯的

生活用品。

坚守不易，创新更难。李安民不服老、不

服输，他说：“传承人的任务就是把手艺传承

下去。”为此，他经常带着上百件精品铜器往

返于各地博览会展销会，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了解大同铜器，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上大

同铜器。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富有节奏地击穿城

市的喧嚣；跳动的炉火，亲密地拥抱熔铸着

金黄色的金属。千百年间，这敲击声在古城

大同从未中断，炉火始终未熄……只为守护

属于这方土地的荣光———大同铜艺。

李安民：“铜”心不泯 做好大同铜器“守艺人”

科技赋能文旅，
县城变“宝藏小城”

来河北大名数字瓮城光影秀，于虚实转换中穿

越历史；参与重庆巫山“三峡之光”文化情景夜游项

目，于光影夜游中体验千里巫山、万里长江的神奇

绚烂；到河南中牟“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于“黄土

坡”“李家村”等景观中穿越时空与先人对话……

近来，县域旅游成为火热、出圈的话题之一。越

来越多的陌生县城变身游客眼中的“宝藏小城”，成

为他们假期出游的首选。

携程数据显示，2024 年国庆假期国内一二线城

市游客带动乡村游订单增长超 60%，县域游订单同

比增长 20%。抖音平台数据则显示，国庆假期各类

古镇、古城游相关的酒旅订单量较 2023 年同期增

长了 62%。

“不是热门城市去不起，而是小城更有性价

比。”近年来，县城立足于自身资源优势，通过科技

赋能，彰显县域个性，塑造独特旅游价值。如河北大

名，用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建起数字府衙博物

馆等 8 个数字景区，通过全息影像、虚拟现实、幻影

成像等数字技术进行场景复原，展现大名独特的历

史风貌和文化内涵。又如重庆巫山，运用云计算、大

数据等前沿技术，打造巫山全域旅游智能化平台系

统，对区域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进行资源整合、统

一管理，还上线数字化旅游场景，推动“景区拥堵处

置一件事”试点，保证景区运营秩序。

推动“科技+旅游”深度融合，正逐步成为许多

“宝藏小城”的共识。如何用科技赋能将“流量”转化

为“留量”，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以此带动县

域经济发展，成为这些县城面临的新挑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程励认为，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特别是大模型、算力、AI 内容生成、扩

展现实（XR）等先进技术在县域旅游中的应用，有力

推动了县域旅游的数智化发展。县域可从完善数智

化旅游平台及配套建设、提升数智旅游体验品质、

推动数智化运营管理和开展数智化营销等方式，推

进县域旅游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文智则

提出，县域文旅要注重“数智引领”。他认为，要持续

推动县域文旅资源数字化保护与管理、文旅公共服

务方式创新、新媒体宣传与数字营销，促进数字景

区、智能酒店等产品服务迭代升级，形成智能预约、

智能导游、虚拟旅游等体验新方式。

———山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行时

摸清文物家底 守护历史根脉

11 月 17 日，游客在陶寺遗址博物馆中通过混合现实屏

幕了解核心文物彩绘蟠龙纹陶盘的相关信息。陶寺遗址博物

馆在展陈设计中大量采用 3D 建模、全息投影和虚拟交互等

数字化手段，以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感。 姻 冯思泉摄

数字化展陈

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馆开馆

新绛县博物馆启动

陶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