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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让文化遗产
“活”起来

青砖灰瓦铭刻历史风云，楼台殿阁
见证民族团结。避暑山庄的湖光山色里，
承载了中华民族四海归心、天下一统的
深沉梦想。

8 月 26 日，天高云阔，绿草如茵，青
山环抱中的避暑山庄尽显古朴而灵动。

作为国家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避暑山庄一直是承德的亮丽名片，越
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皇家园林的
气派之景，在一景一物之间，踏寻历史足
迹，感受文化脉搏。

如何保护好山庄的历史资源，传承
好山庄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山庄文
化保护提出的新考题，也是承德市文物
局总工程师陈东和同事们一直以来不断
探索的课题。

在陈东看来，文物保护是“留根”，更
是“护魂”。曾经，看着色彩鲜艳的文化瑰
宝在时光中慢慢暗淡，一度让陈东痛心
不已，“我们希望利用科技手段，让文物
在数字中活起来。”

在陈东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这个“小
目标”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今年5月，承
德市终于有了自己的“文物医院”。

位于承德博物馆南侧的文物科技保
护修复实验室，建筑面积 380平方米，文
物库房和数字化工作室210平方米。

“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陈东告诉
记者，不久的将来，这里不仅能够培养承
德自己的文物修复专业人才，建立完备
的文物修复技术和硬件设施，还将开展
对丝织品、纸张、壁画、佛像、彩画、石雕
等文物的科技保护，研究恢复古建筑濒
临失传的传统工艺、材料、技艺，破解古
建筑保护的难题。

“‘文物医院’借鉴了现代医院的医
疗理念，为每一件文物都建立起专属的

‘病例档案’。”陈东告诉记者，这样可以
知道我们过去对它做了什么，存在什么
问题，如何把它修复好。作为文物保护工
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文物健康地
走向未来。

每一处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生活的
一个片段，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载体。

临风致爽、清照宜人，宜照斋曾是皇
帝游园休息之所，更是静观夕阳佳景之
处。历经岁月洗礼和人为破坏，如今这处
建筑早已损毁不见。

打开手机 App，对着墙上的二维码
扫一扫，屏幕上立刻出现一幅“落叶随风
满地休，夕阳余晖映朱墙”的园林美景。

“利用 VR 技术进行文物复原，是文
物保护的发展趋势。”陈东向记者展示着
上线不久的新技能。今年，承德市文物局

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开展了避暑山庄历
史原貌复原研究，对古建、历史、文化、艺
术、园林等历史原貌进行现代化复原研
究与艺术展现，让观众在云端走进历史，
体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通过数字技术，让损坏的园林建筑
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也让世界文化遗
产焕发出更加光彩夺目的魅力。”陈东
说，截至目前，已完成避暑山庄清舒山
馆、清音阁、临芳墅、戒得堂、宜照斋等13
处古建筑遗址的复原研究。

一墙一瓦都是文化，山水之中皆有
故事。漫步在青石小路，轻抚红色城墙，
恍然间与历史打了一个照面。

“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才
能更好延续文化根脉。我们理应像爱惜
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陈东说。

学史研史，赓续民族团结
的文化根脉

8月26日，承德博物馆。
《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

实录》展厅内，一幅展现土尔扈特部从伏
尔加河草原，逾越艰难险阻、万里东归的
示意图，格外引人注目。正是在承德，乾
隆热情接见了义无反顾回到祖国的东归
英雄渥巴锡。

如今，这幅图安静地陈列于展厅，成
为跨越时空的桥梁，以特有的方式昭示
着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光荣历史
传统。

一个展览见证一座城的历史。
2019年，承德避暑山庄东北方向，承

德博物馆在此落成。第二年，《望长城内
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就荣获被
誉为“中国文博界奥斯卡奖”的全国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作为承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孙继
新一直在思考，如何对承德独特的历史
文化进行精深提炼，更好总结历史经验、
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承德多元融通、包容开放的文化底
蕴，正源自‘民族团结’这一文化因子。”
孙继新认为，这是一切文化资源的基础
原点，是城市之根，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
用。展览最终确定为“清盛世民族团结实
录”，正是在理念上敏锐抓住了“民族团
结”这一核心要素。

而为了确保史料详实、主脉清晰，此
前数年，由全国文博领域著名专家学者
和承德有关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就已经
开始了对展览的研究，对清王朝与各族
的民族关系进行极为全面深入的梳理。

“最终，展览以‘民族团结’为主题，
以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时序，以事
件为主线，展现清政府治国方针和维护

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历史功绩。”承德
博物馆副馆长韩利介绍。

漫步展厅，古香古色、气势恢宏，幽
暗灯光下，时空穿越的深厚历史纵深感
令人回味。

镇馆之宝“清紫檀木座铜胎珐琅
塔”，体积宏大，工艺精良，蕴含了一段乾
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共同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的佳话；

横 760 厘米，纵 29.1 厘米，一气呵
成的《古德颂》手卷，不仅是雍正少有
的书法精品，更展现了雍正对佛学的
精深理解；

通高 42.5 厘米的黄地粉彩瓷佛塔，
以藏传佛教艺术造型为本，兼容清宫造
办处工艺特色，是乾隆朝传世佳作；

……
时空交汇，一眼数百年。

“这些珍贵文物都是从避暑山庄及
周围寺庙选出的皇家瑰宝、梵宇藏珍，代
表了清代工艺品的最高水平，有些更是
重大历史实物见证，系首次对外展出。”
讲起展品，韩利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455 件文物，每一件都堪称精品，无
不蕴含着古人贤者的大格局、大本事、大
手笔。如何让这些静态的历史文物“活起
来”？

在展柜前细细品味，一些小细节透
露着真知灼见，带来“于无声处听惊雷”
的历史回响。

比如，承德之名，究竟从何而来？既
如此厚爱，为何雍正即位后未曾再幸临
承德呢？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对此深感好
奇。在清代民族关系板块，就结合最新学
术研究成果，让人们“对话雍正”，深度挖
掘了深层原因。

“每一件文物都是有态度的。”孙继
新认为，不单是让展品活起来、让展览环
境动态化，更应该努力延展内容的广度
和深度，让展品和展览背后的文化立起
来，去唤醒更深层次的文化启迪、情感共
鸣和精神养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
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承德博物馆还通过云展览、文化讲
堂、志愿者培训等多种形式，让文化遗
存、历史信息、前人智慧等得以最完美、
鲜活、原汁原味地呈现，在文脉传承与创
新中涵养民族自信、汇聚奋进力量。

“文创”+“文旅”，让传统
文化走得更远

蓝天白云下，以避暑山庄金山亭为
背景，手持同款景点造型的雪糕拍照，成
为年轻人游览避暑山庄的新玩法。

8月26日，记者在避暑山庄承德好礼
文创店发现，文创雪糕成为小店的销售

爆款，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承德
市民王雨就是专程赶来“打卡”的一员。

镂空的雕刻、分明的层次，王雨一边
拆包装，一边向记者感叹：“这哪里是雪
糕，分明就是一件艺术品，我都不舍得下
嘴了。”

吃完雪糕，她还惊喜地发现，雪糕棍
竟还是印刻着康熙御笔“天下第一福”的
书签，不禁称赞设计的巧妙用心：“能把青
雀舫、金山亭、荷花、湖泊等元素浓缩在一
支小小的雪糕上，既精致又不失美味。”

不只是文创雪糕，记者在店内看到，
尽显避暑山庄特色的折扇、笔记本，宫廷
刺绣风格的手包，Q 版宫廷人物造型的
水杯、摆件、书签等……吸引了不少游客
争相“打卡”晒照。

“文化遗产既然是‘遗产’，也恰恰说
明，它与现代生活，是有距离的。”在承德
避暑山庄旅游集团投资发展部主管王顺
涛看来，如何缩小这一距离，让文化遗产
不只是一件件静止的作品，而是活在当
下、活在人们生活里的物品，是他和他的
团队需要不断摸索的课题。

随着文创产品不断更新问世，沉淀
了数百年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焕
发出新的生机，越来越多游客通过文创
产品走进历史，传承文化。

近年来，避暑山庄文创中心相继推
出 32个系列产品，近千款带有避暑山庄
及周围寺庙文化特质，兼具文化性、故事
性、趣味性、创新性、实用性，将文物承载
的无形文化打造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
化产品与文化体验。其中，“避暑山庄乾
隆游”“乾隆茶”“朕在旅行”“避暑山庄雪
糕”等系列产品，在国内各类评选中多次
获得奖项。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传
承、传播、交流的载体和平台。

土尔扈特母亲的泪水、父亲的伟岸、
爱人的缠绵、儿女的依恋，一幕幕儿女情
长，一声声聚散呼唤……去年，在避暑山
庄蒙古包里上演的“沉浸式”皇家园林体
验剧《梦入避暑山庄》，让不少游客印象
深刻。

据了解，该剧真实还原了土尔扈特
部东归的历史故事，通过“历史+艺术+
科技+创新”的方式，使民族传承、情感、
坚韧3条故事主线在22个蒙古包内设立
的 22个舞台中交叠呈现，以“沉浸式”实
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年避暑山庄内发生的
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风情。

“文化遗产有着辉煌的过去，也应该
有闪光的现在，还应该充满生机地走向
未来。”王顺涛说，“文创”+“文旅”，让文
化遗产与生活相遇，让它们亲民而不再

“高冷”，有趣但不失厚重，这恐怕是擦亮
文化瑰宝、让传统文化走得更远的必经
之路。

传统文化活起来，靠“传”也靠“创”
——承德市保护传承和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创新

河北日报记者 高原雪 周 洁

8月25日航拍的承德博物馆。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这两天，只要有时间，孙继新总是愿
意到展厅里走一走、看一看。

孙继新，承德博物馆馆长，今年 55 岁
的他和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8月24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进承德避暑山庄、
普宁寺、承德博物馆，深入考察文化遗产保
护和民族宗教工作，他全程负责解说。

“总书记对于历史非常熟稔，而且思
路开阔。”8月 26日，回想起为习近平总书
记解说的过程，孙继新记忆深刻，“与其说
是我在解说，不如说是我们在相互交流，
总书记的很多话，都给了我很大启发。”

走在一件件展品间，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时时回响在孙继新耳畔——

“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
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

孙继新觉得，这不仅是对全国文物工
作者的要求，更是对自己的期许。

孙继新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是压
力更是动力，“总书记肯定我们的工作，说
明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更坚定了信心，
要继续在深入研究和通俗表达上下硬功
夫，把民族团结的内涵深入挖掘出来，把
山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通过浅显的道
理，让普通观众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得进
去，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
绝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过程中，多次
强调要“学史研史”，给孙继新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如何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新课题，这段时间他反复思考，斟酌
再三。

历史垂青承德。极为独特的区位优
势，使承德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
牧文明交汇之处、多元民族文化融通之
地。承德见证了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一
些重要历史时刻，汉藏满蒙等中华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历
史印记。

“学史研史，生动讲好民族团结这堂
课。”在孙继新看来，首先要利用好承德得
天独厚的优势，在深挖内涵上着力。他
说，文物工作者只有深刻理解文物中蕴含
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
规范，才能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把文物承载的文化力量
充分释放出来，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
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还可以充分借助外力，不断提升研
究水平和学术能力。”孙继新举例说，比
如，广受好评的《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览，就是邀请
全国文博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对清王朝与各族的民族关系进行极为全
面深入的梳理，为展览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承德博物馆，不只一个讲解员说过，他们没有一套固定的讲解词。
这个规定，源自馆长孙继新的坚持，“工艺、背景、历史，每一件文物都有多
个视角，只有你研究得足够深入，才能讲出有深度、有温度的故事，才能把
文物讲活，让人有所启迪。”

深挖内涵的同时，还要拓宽外延。“承德多元融通、包容开放的文化底
蕴，使得和北京、新疆、西藏和沈阳等地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利于
打破地域和空间限制，从横向上拓宽研究领域。”孙继新介绍，去年他们和
西藏扎什伦布寺合作开展了展览《当扎什伦布寺遇上避暑山庄》，展示了故
宫、承德、西藏的历史渊源，呈现出汉、满、藏文化的水乳交融，福建、上海、
广东等多地游客专程赶来参观，取得了很好的展出效果。

学史研史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做好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开始。
采访中，孙继新颇为自豪地拿出手机，让记者观看博物馆的抖音号。

屏幕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志愿者，一身古装打扮，正绘声绘色地讲解一件铜
鎏金宗喀巴像。像这样的内容，抖音号里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引来很多网
友点赞，想来参加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

起初，年轻的工作人员怕形式过于活泼，没想到孙继新大加鼓励。“博
物馆要讲好文物故事，也要抓住年轻观众，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更
多人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他说，“可以
预见，文化的种子会深深扎进这些小志愿者和观众心里，慢慢融入他们的
生活，为一代人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

让孙继新尤为欣慰的是，作为一个开馆不久的文化新地标，博物馆举办
的文化讲座——“鹿鸣讲堂”，现在几乎场场爆满。一有文物界大咖来到承
德，孙继新都会请来讲一堂课，每次都有站着听的观众。

观众为何而来？为美丽而来，为历史而来，为文化而来。“等到把观众
都培养成志愿者，市民来博物馆成为一种习惯，我们的文物就真正活起来
了。”孙继新相信，那个美好的时刻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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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承
德博物馆馆长孙继
新表示，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嘱托，
让文物保护成果更
多惠及人民群众。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时间无言，但它却会通过一个个文化遗产，铭
刻下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精神的基因。

承德，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清
代，这里因地处京师和塞北之间、中原农耕
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过渡地带，见证了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留下一段
段“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民族
团结佳话。

“承德避暑山庄底蕴深厚，在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与社会相适
应、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和时代意义。”8月23日至24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承德考察时高度评价
并殷殷嘱托，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
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
精神。

近年来，承德市以科技赋能文物保护，
以文化传承赓续民族团结根脉，以文旅融合创
新发展推动传统文化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让历史
文化名城展现出生生不息的魅力与风采。

进 一 步 增 强 责 任 感 紧 迫 感
扎扎实实推进冬奥筹办各项工作

（上接第一版）时间尽量往前赶，严把质
量关、安全关，打造精品工程。要精心准
备国际测试赛，逐赛事、逐场馆、逐场景
制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好赛时运
行和服务保障，赛后认真组织复盘评估，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进，为冬奥会积累
实战经验。要推进宣传持续升温，每周
召开调度会，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做好重
点选题策划，广泛宣传我省特色历史文

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营造浓厚舆
论氛围。要加快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
设，完善相关规划，用好冬奥机遇带动沿
线地区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扬严
细实作风，坚持清单台账推进，狠抓质量
细节，严格督导检查，确保各项筹办工作
落地见效。

省领导张政、夏延军、严鹏程，省政
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努力走在全国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前列，努力开创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省各
地各部门一定要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
部署，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扎实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就要始终牢记
使命，忠诚于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责
任。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出发，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增强践
行“两山”理论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的实际行
动和现实检验，以担当实干坚决筑牢京
津生态安全屏障。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就要坚持艰苦
创业，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生态文明
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场攻坚
战、持久战。我们只有像塞罕坝人那样
不为艰难所惧、不为困苦所累，一步一
个脚印地攻坚克难，才能积跬步以至千
里、汇涓流而成大海，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风沙”“冰雪”“高寒”，不断取得

生态文明建设新成效。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就要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新格局。要深入开展污染治理
行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大力
推进生态修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加快建
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要大力推
进塞罕坝二次创业，加快建设生态文明
示范基地；要大力深化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加快解决华北“大漏斗”问题；要
大力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稳妥有序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
“万里蓝天白云游，绿野繁花无

尽头。若问何花开不败，英雄创业越
千秋。”塞罕坝人造就的是绿意盎然
的“美丽高岭”，更是一座受人景仰的

“精神高地”。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
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使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让
人民群众尽享生态之福、绿色之美，
我们就一定能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写下绿意盎然的
河北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