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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8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

动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

科技日报记者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看基层东北

行”主题采访活动，赴辽宁省沈阳市、阜新市和吉林省

吉林市，看东北文博人“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的具体

实践，听古老的文明弦歌在白山黑水间回荡。

新石器时期遗址：让人沉浸式
感受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

今年是龙年，查海遗址“中华第一龙”的名号也更

响亮了些。

查海遗址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

北查海村西南约 2.5千米的向阳台地上。经碳十四测

定并加树轮校正，确证遗址年代距今约 8000年。它是

我国北方辽河流域发现年代较早、保存完整、文化内

涵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聚落遗址。

这里的龙形堆石遗迹最负盛名。它位于查海遗

址聚落中央墓区北侧，由大小均匀的红褐色天然石块

人工堆砌摆放。它是迄今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发现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龙形象。

为了让参观者有更直观感受，查海遗址博物馆专

门开设了体验区，复原当年查海先民用的农具。“我们

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都‘活’起来。这些石斧、

石锄可以让观众沉浸式体验 8000 年前先祖的劳作场

景。”查海遗址博物馆馆长李井岩说。

博物馆已经安排上了年轻人喜欢的印章，图案都

是查海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博物馆门口立着一块

大屏，参观者可以和数字人对话；博物馆内还摆着 VR

眼镜，戴上它，可以看到 8000 年前查海先民的生活图

景……李井岩一直强调，要把查海遗址保护好、利用

好、研究好、宣传好。

比查海遗址稍稍“年轻”些的沈阳新乐遗址距今

约 7000 年。新乐遗址对研究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

起源、发展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有着重要科

学价值。

采访团到的时间还算巧，不久后展厅就要进行改

造，文物也要被放入库房“闭关”一段时间。

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介绍，博物馆即将开展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通过建立馆藏文物保存环

境监测系统、配备专用恒湿净化一体机、制作文物储

藏柜和文物囊匣、更换展柜、对展厅和库房进行光环

境改造等工程，为展厅和库房的珍贵文物创造“稳定、

安全、洁净”的保存环境。

曾阳透露，沈阳新乐遗址公园的建设已经被列入

沈阳市的“十四五”规划。她边走边展望着：“公园建

成后，我们这里将开辟考古遗址模拟区、聚落模拟复

原区、历史环境模拟区等多个区域，满足参观者不同

层次的需要。”

新时代博物馆：精美文创产品将
文物魅力融入生活

沈阳故宫博物院，是游客到沈阳必打卡的一站。

沈阳故宫为清朝初期的皇宫，是中国关外唯一的

一座皇家建筑群。

来到沈阳故宫，党委副书记、研究馆员于明霞带

记者参观了位于故宫南院的家具展“宸宫万象——清

宫家具与帝后生活”。

这里与沈阳故宫大清门相对，为东北电信管理处

旧址，20 世纪 90 年代起成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办公用

房。2020年经专家论证，决定将东北电信管理处旧址

建设成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家具陈设馆，复原帝后不同

的生活起居空间，展示沈阳故宫院藏精美清宫家具。

于明霞介绍，沈阳故宫收藏的家具类文物大部分

体量较大，原有展厅空间有限，大量家具类文物一直

收藏在库房中。他们将办公场所腾出来，让更多院藏

文物走出库房、走出“深宫”，更好“活”起来，被更多观

众看到。在这个展馆中，沈阳故宫还首次采用了“仓

储式”展陈方式，使更多文物得以出现在展厅与观众

见面。

一些文物受限于其特性，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

不方便常与公众见面，于是博物馆提取文物要素创作

文创产品，让文物的魅力融入当下生活。

《簪花仕女图》传为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周昉所作，

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围绕这幅名画，辽宁省博物馆打

造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辽宁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刘宁

介绍，其中《簪花仕女图》系列饰品成为爆款，系列中

又以手捻尤为火爆。

书画作品不能常拿来展出，根据它开发的文创

产品，也让公众得以一窥《簪花仕女图》艺术之精妙，

这同样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刘宁说，唐

代古画以这种方式，拉近了和年轻人的距离、和时代

的距离。

近代文物建筑：在保护前提下
打开大门

吉林省吉林市的文旅部门最近太忙了。因为，一

大批文物建筑要重装上阵，打开大门。

“五一”假期期间，吉林机器局重新对外开放。吉

林机器局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洋务运

动时期东北的第一个兵工厂。

记者来到机器局时，机器局 2 号厂房、3 号厂房、

综合办公楼已经对外开放，2 号厂房以吉林机器局历

史为主要内容设置专题展览，全面展示机器局对推动

中国东北近代工业历史、军事历史以及国防安全的重

要贡献。3 号厂房则设置了一系列体验活动，让参观

者尤其是青少年体验造物之乐。

据吉林市城投集团资产部部长王皓介绍，下一步

他们将继续丰富吉林机器局经营业态，比如增加餐饮

服务、特色摄影、航模教学、研学服务等项目，为吉林

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在吉林市城区内，松花江沿岸，坐落着不少近现

代文物建筑。如何让文物“活”起来，使文物保护成果

惠及更多人民群众？吉林市给出的答案，是积极探索

文物建筑对外开放新模式。针对沿江文物建筑的不

同类型、不同状态，坚持一处一案、能开尽开的原则。

为此，要协调多方力量，依法依规推进各级文物建筑

向社会公众开放。

市民走进文物建筑，参观展览陈列，可以了解城

市历史，追寻城市记忆，增强文化自信。文物建筑打

开大门，也能有效促进文物资源的活化利用。

夜晚漫步松花江畔，市政府 2 号楼是一栋亮眼的

建筑。它是已经登记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是原吉

林省警务厅旧址，一直以来作为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办公楼使用。

为了再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处历史文化时尚

地标，吉林市将此三层办公楼全部腾出，按照“修旧如

旧”的原则，进行适当装饰装修，为三层楼赋予不同功

能：一楼被打造为文创中心，同时设为松江中路旅游

观光线路的温馨驿站；二楼设置吉林建制展览，借历

史脉络再现吉林行政中心变迁历史；三楼则被打造为

民国风格的餐饮服务中心。

吉林市正在探索将文物用起来，将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自 2024 年春节以来，全地区各类博物馆、文

物开放场所，接待游客数量近 100万人次，接待观众量

和外地游客量均创历史新高。

把文物传下去 让遗产“活”起来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看基层东北行”活动走笔

和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刘克斌在

一起走路，很容易挪不动道。有人走上前来打招呼，

有人要合影，还有人掏出手机，“局长，我加您个微

信”，刘克斌也不犹豫：“来，扫我。”

5 月下旬，因为到沈阳的采访工作，我见到了“网

红局长”刘克斌。

近些年来，文旅局长们都太拼了，为了文旅高质

量发展，他们各自出招，为所在城市带来关注。

刘克斌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网红局长”，也被称

为“听劝”局长。来到沈阳文旅系统的时间不长，名气

却不小。他社交平台账号的留言区，成了市民和游客

的“许愿池”。有好的建议，就采纳，就行动，“主动听，

立刻改，用心办”。

他说过一句话——把游客捧到手心里，人家才会

把城市放在心坎上。

刘克斌认为，他这个局长就应该出现在场景里，

出现在游客中，出现在飞机场和火车站。“我当文旅局

长，要先当游客，当游客了我才知道游客需要什么，然

后再当局长，去满足游客所需。”刘克斌如是说。

2023年底以来，沈阳旅游热度持续走高。我忍不

住好奇，问出一个问题：沈阳文旅这么火，您觉得和您

有多大关系？

刘克斌说：“我给你说说心里话。我觉得，沈阳文

旅火，有 5个‘得益于’。”

他一一道来：一是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旅

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文

旅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二是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超前谋划、强力推进，将文旅放到了前所未

有的突出位置，将其作为促进全面振兴的重要产业；

三是得益于沈阳各行业各部门团结奋斗，通力协作；

四是得益于媒体的矩阵式宣传和全体市民的大力支

持；五是得益于沈阳文旅人的努力。

已经快 60 岁的刘克斌，如今全年无休，今年春节

假期，更是没在家里吃上一顿饭。他觉得这就是文旅

人的常态：放假的时候，就是最忙的时候。

实际上，这五个“得益于”，应该也是众多城市文

旅产业出圈的密码。要让旅游业更好地促进经济发

展，还需久久为功，才能让“网红”变“长红”，“流量”成

“留量”。

“网红”局长的流量密码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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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将 至 。 如 今 ，吃 粽 子 、划 龙

舟、挂艾草等已经成为节日中必不可

少的习俗。而在清代宫廷，节令戏、佩

戴香囊等也是端午节的重要内容。其

中，节令戏以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多元

的表演形式而广受欢迎。

清代宫中端午的节令戏可分为仪

典戏和观赏戏两种，各有特色。仪典

戏剧目本身故事性不强，主要用于突

出节日的文化背景。清代宫中端午演

出的仪典戏有《灵符济世》《祛邪应节》

《奉敕除妖》《正则成仙》《采药降魔》

等。端午期间“五毒”出没，古人通过

仪典戏中“捉五毒”的方式，来表达祓

除不祥之意。

观赏戏大都为宫廷根据民间流行

的戏曲、小说改编而成，多为连台本戏

（类似于电视连续剧），其故事性较强，

富有观赏性。《阐道除邪》又名《混元

盒》，为清代宫廷观赏戏的典型代表。

故宫博物院现藏完整的昆弋本《混元

盒》，全剧四本，每本八出，共三十二

出。此剧本为昆曲、弋阳腔演唱，晚清

时清宫又将其翻为皮黄本演出。皮黄

别名京剧，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

胡琴和锣鼓等伴奏。

清代皇帝端午节的看戏场所，主

要在宫中的畅音阁、漱芳斋、西苑纯一

斋、圆明园同乐园、颐和园德和园等。

为满足《阐道除邪》拥有这样庞大演员

阵容的演出，上述多个戏台的设计充

满智慧。如故宫畅音阁为三层大戏

台，上层称福台，中层称禄台，下层称

寿台。畅音阁寿台的木地板下有地下

层。该地下层与地面用木板隔离，仅

留 出 入 口 ，形 成 一 个 相 对 封 闭 的 空

间 。 地 下 层 在 中 央 及 四 角 有 地 井 6

个，中间的为水井，其余 5 个是空心土

井。这 5 个空心土井，除了可作为“音

响”外，还可营造戏曲中“上天入地”的

效果。如《阐道除邪》第一出“金花聚

妖”中，四大妖摇幡、放黄烟，随后蜈蚣

形、蜘蛛形道具从天井下地井，蝎子

形、壁虎形道具从地井上天井。另在

演出过程中，需用机筒吸水，通过砌末

（布景及道具）向台上喷水，中间的水

井即发挥了作用。

农历五月暑气上升，疾疫及毒虫

滋生。因此，端午节期间清代宫廷除

了上演节令戏外还会采取各种驱毒

防疫措施。如宫中人员佩戴香囊，香

囊里面通常装有朱砂、雄黄等药物，

以及沉香、咖南、龙涎等香料。其中，

中药可驱毒防疫，香料可驱虫辟邪。

此处香囊与节令戏中的“灵符”，有异

曲同工之妙。清宫皇帝、后妃们在端

午节期间，将少量雄黄掺入玉泉酒、

太平春酒中饮用。雄黄可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灭菌的效果。宫中多座宫

殿门两旁放置菖蒲、艾叶盆。其中，

菖蒲可消炎止痛，艾叶则具有祛湿止

痒功效。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端午节，清代皇家怎么过

李鹤林院士是我国石油机械用钢及石油管工程界的楷模，是

对科研事业不懈追求与奉献的典范。他师从我国金属材料及热处

理专业奠基人周惠久院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不仅汲取了丰

富的学术营养，更传承了周先生高尚的科研精神。

他对科研工作的执着追求，不仅体现在对技术难题的攻坚克

难上，更体现在对科研事业的长期坚守和持续创新上。他深知石

油工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将科研成果与国家建设需要紧密结合。在西北艰苦的

环境中，他不畏艰难，勇于创新，解决了一系列石油工业技术难

题，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李院士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研工作者，更是一位具有高尚师

德的教育家。他悉心育才，将培养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使

命。他期望学生们具有坚定的科研精神、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为社

会服务的意识。这种教育理念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为青年，

更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李院士以其卓越的科研精神、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师德

风范，成为我们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心中勇攀科研高峰、服务社会

发展的光辉榜样。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孙军

为了做实验棒的拉伸试验，李鹤林院士和他的团队整整用掉

了十吨钢材，在以十万次计的试验后终于获得成功。李院士知难

而进、坚持不懈的精神，始终激励和教育着我在新材料领域摩擦

磨损研究中，通过不断调控样品成分与制备方法，探索材料的最

佳性能。

李院士一直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把握科技发展方向，持

续关心学校和材料学科发展，积极培养后学，用实际行动践行家

国情怀。他传承给我们青年一代的是使命担当，是对科技事业孜

孜不倦的追求。我们青年学子将以李院士为标杆，在自己的科研

赛道上奋力奔跑！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名师学风涵养工作室成员、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思

■传承·分享

李鹤林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机械用钢及石

油管工程专家。他是我国石油机械用钢和石油管

工程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长期的石油管技术

工作实践中，为我国油气钻采和储运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

1956 年，交通大学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上海

迁往西安，交大人成为“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的科教先行军。同年，李鹤林考入交通大学，随后

在全国享有盛誉的金相专业学习，师从中国科学院

院士、力学性能及热处理专家、我国金属材料及热

处理专业奠基人周惠久。谈及恩师，李鹤林始终铭

记老师是西迁人，要像老师一样传承西迁使命，爱

国奋斗。

西安交通大学注重实践的传统对李鹤林影响颇

深。在西北艰苦环境的磨练下，李鹤林始终不忘立足

现实需求进行创新研发。他的毕业论文便来自当时

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兰州石油

机器厂与学校的科研合作项目。

毕业后，李鹤林被分配到宝鸡市石油工业部钻

井采油机械研究所。工作中，他曾多次与死神擦

肩，高频炼钢炉的钢水曾灼伤过他的双腿，吊环试

验断裂后的钢棒也曾像出膛的子弹贴着他的头皮

呼啸而过……

为国家利益奋斗是西安交大人刻在骨子里的使

命。20 世纪 80 年代前，我国石油工业材料大部分依

赖进口，油气管道建设水平远远落后于国外先进水

平。李鹤林对此忧心忡忡，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我国石

油装备实现赶超。数十年来，他勤劳奔波在青海、新

疆、东北等地的油田。他曾带领团队历时 3 年对 200

多起行业事故展开调查，经过坚持不懈地分析研究，

最终首创钻杆内加厚区的双圆弧曲线结构，为国家减

少了损失，也重新定义了国际行业标准。在国家西气

东输工程上，李鹤林与团队在油气管道研发中追赶超

越，西一线和西二线方案同期领先于国际先进水平，

相关技术保障了高性能焊管大规模国产化。此外，他

还和团队研发出“轻型吊环”等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国产石油装备。

以下这张图就是李鹤林（后排右二）在西安交通

大学求学时期，在金相实验室做试验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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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由西安交通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