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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是 2022 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旅
游部将组织全国各地开展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活动主题为

“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
彩”。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
的重点活动有“云游非遗·影
像展”“非遗购物节”等活动。

（6月5日 《工人日报》）
从2005年国务院决定于

次年设定“文化遗产日”，到
2017年后融入自然遗产而具
备新身份的“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再到当下，每年6月的
第二个星期六便有了特殊的
意义。它见证着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事业扎实稳健的前
行步伐，彰显着国家、大众与
文化遗产的紧密关系。“保护
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非
遗保护，人人参与”“文化遗产
在我身边”“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每年活
动主题的变迁，更折射出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的发展进程。每年遗产日期
间，全国各地开展的系列非
遗活动面向大众、走近生活，
记录着政府和大众携手守护
精神家园的信心和成效。今
年的活动主题突出非遗与现
代生活的连接，这无疑是文
化遗产保护最鲜活的路径。

2006 年到 2022 年的 16
年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陌
生变为热词，其间凝聚着广
大非遗工作者的心血，也反
映出普通百姓重新接触、认
识、乐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转变过程。随着一年年活动
参与性的不断增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也已深入人心，
成为全社会民众自觉的文化
聚会。正如作家、文化学者冯
骥才所说：“文化遗产保护不
能只依靠新技术，更重要的
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发自心底
的关注和热爱。”只有具备足
够的社会受众和群体基础，
非遗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的确如此，“非遗”的活
态性质决定了它只有将根脉
深深地扎进生活的土壤中才
能永葆生命力的独特性。多
年实践不断证明着，让非遗
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才
能更好地实现保护与传承。

“见人见物见生活”是这
些年非遗保护实践中明确的
重要理念。非遗并不只是一件
件独立存在的作品，而是一个
文化现象的整体，更是可见、
可参与的生活。“从民间来，到
民间去”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
情，必须让非遗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发展，以更加贴近生
活的姿态走近大众。令人欣
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成功实
践，打通了古老文化资源与
现代生活的融合通道——我
省持续推动河北非遗购物
节、河北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非遗工坊体系建设、非遗产
品创意研发营销等工作，举
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
遗展示传播、节庆民俗、教育
实践、研学体验、传习培养等
活动，实现了文化发展成果
人民共享，也让传统文化之
光照进更多人的内心。

成功的经验也值得反
思：最近众多古老非遗的成
功“破圈”，让非遗走出作坊，
走出村落，走出街巷，走出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
于市井间再次复活新生，更
让大众找到“文化认同感”和

“文化归属感”。这些都说明
人们并不是不需要它们，而
是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连
接现代生活”，这看似简单，
实则不易。需要人们对非遗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进行更多思考与尝试，在传
统与时代的撞击中萃取新的
精华。可以想见，未来拥抱非
遗的人必将越来越多，人们
对非遗的认同感、参与感也
会越来越强，“非遗即生活”
将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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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港澳高速公路漳河大
桥上远眺广袤平坦的河北平
原，郁郁葱葱的庄稼和炊烟缭
绕的村舍间巍然耸立着一处夯
土高台，在夕阳的映射下格外
醒目，这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邺城遗址的三台胜
境。金凤、铜雀和冰井三台是邺
城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历史上
一度风光无限。

曾几何时，经世济国者在
此唱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篇
章，文人墨客书写出流传千古
的诗词歌赋，而昏庸暴虐之徒
又上演了一出出争权夺利、骨
肉相残的历史悲歌。如今这里
的一切都回归于静谧，只有滚
滚而逝的漳河水和孑然而立的
金凤台默默地见证着昔日的悲
欢离合。

邺城最早建于春秋五霸之
首的齐桓公时期，秦汉时期先
后是邺县和魏郡的治所，而今
依稀残存在国人记忆中的大多
只是小学课本中的“西门豹治
邺”和“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历
史典故。实际上，自公元3世纪
以来，作为华北平原富庶的农
耕经济区，其地西凭太行、南临
黄河，扼华北地区南北交通要
冲，又是战乱时期易守难攻之
战略要地，因此东汉末年以后，
邺城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
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
都，历史上有“三国故地，六朝
古都”之美誉。

邺城虽建都于乱世之际，
但在政治制度、城市建设、文学
艺术和宗教传播方面却大有建
树，对后世影响至深。经过不同
领域学者几十年的不懈探索，
邺城作为中国古代建安文学发
祥地、多元文化碰撞地、都城规
划肇始地和佛学弘传中兴地的
历史地位最终得以确认。

金凤台全景金凤台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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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邺以其地处“北上涿蓟，
南下郑卫”的中枢位置而号称“天下腰
膂”。秦代在此置县，西汉时为魏郡所在，
东汉末年成为冀州治所，袁绍在占据邺
城后曾说出“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
狄之众，可以南向以争天下”的豪言，可
惜其志大才疏，优柔寡断，最终让曹操争
先迎到了颠沛流离中的汉献帝。

公元 204 年，曹操挟官渡之战的余
威攻入邺城，消灭了袁氏父子的残余势
力，初步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曹操
掌握了东汉政权后，将汉献帝安置在许
昌，而以邺作为自己的王都。曹魏统治
下的邺城，社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和发展。作为曹魏邺城的标志性建筑，
金虎、铜雀、冰井三台巍然矗立在西城

墙之上，均高八至十丈，其上亭台楼阁，
鳞次栉比，“巍然崇举，其高若山”，这里
既是全城的最高点，具有军事上的意
义，同时也是曹氏父子饮酒宴乐、吟诗
作赋的场所。其时邺下人才汇聚，文风
鼎盛，驰名天下的铜雀台正是曹氏父子
召集文人宴饮答赋、咨议抒情的重要地
点，也是文姬归汉，“胡笳十八拍”奏响
地。《邺中记》载：“建安十五年铜雀台
成，曹操将诸子登楼，使各为赋。陈思王
植援笔立就。”以“三曹”和“建安七子”
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不仅仅是表现了丧
乱时期的民生疾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
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强烈愿望和重整山
河、统一天下的豪迈气概，在中国文学
史上被盛誉为“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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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代汉，定都洛阳后，邺仍为魏
国的五都之一，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
后，中原北方地区陷入了历时百余年的
五胡十六国混战时期。十六国中首先建
都邺城的是羯族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公
元334年，石虎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迁
都于邺，对西晋末年受“汲桑之乱”而焚
毁的邺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石虎在
铜雀台上起五层楼阁，高一百七十尺，
周围殿屋一百二十余间。南面的金虎台
因避石虎讳而改称金凤台，建屋一百零
九间，台巅置金凤。北面的冰井台有屋
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下挖有深十
五丈的冰井，内藏冰块、石墨、窖粟及
盐。三台表面皆砌砖，相去各六十步，上
作浮桥式阁道，“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
央悬绝”。石氏据邺近二十年，时处乱境
不图自强，却极尽奢华之能事，大修宫

池苑囿，劳民伤财，损耗国力。
夺取后赵政权的冉魏统治者冉闵

也是一个残暴且刚愎自用的人，为防止
胡人造反，严禁内外六夷私藏兵刃，同
时下令“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
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冉闵称帝仅两
年，就于公元352年被南下的前燕慕容
儁所灭，前燕随后将国都迁到邺城，意
欲一统中原，而此时关中地区的前秦已
呈崛起之势，公元370年，苻坚率十余
万大军长驱入邺，以大将王猛为使持
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的身份镇守于
邺，并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
中，以充实长安而削弱河北的割据势
力。此后历经前秦、后燕及北魏初年的
战争破坏，曹魏始建的邺北城残毁过
甚，人口凋零，一度丧失了以往作为国
都的辉煌。

邺城的再度辉煌是在南北朝晚期
的东魏北齐之时。公元534年，北魏分
裂，东魏迁都于邺，洛阳官吏、士卒及僧
尼、百姓全部跟随皇室东迁。鉴于邺北
城破坏严重且难以安置大量的外来人
口，于是在曹魏邺北城的基础上增建南
城。掌控东魏并建立北齐政权的高氏集
团属鲜卑化的汉人，其统治主要依靠六
镇鲜卑和汉人强宗大姓，建国之初尚思
进取，兴修水利，检括户籍，颁行均田
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力。其时邺
城人口充盈，物产丰饶，商业繁荣，交通
发达，成为名噪一时的国际性大都市。
在军事上征契丹、讨山胡、击柔然均取
得大胜，与西魏北周和南朝梁陈的对抗
中也保持着较大的优势。

令人遗憾的是，北齐的统治者陷入
了历代败亡之君所固有的骄横残暴、荒

淫无道的怪圈之中。及至后主高纬在位
时，北齐国力早已江河日下，最终于公
元577年被北周所灭。

公元3至6世纪，邺城成为中原北
方地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汉、羯、鲜
卑、氐等族先后在此建立政权，为争得
中原文化之正统地位，后赵、前燕及东
魏北齐各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先进的汉
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建筑技术、装饰
风格方面极尽奢华的表象，同时与西
域及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也屡见于史
载，来自西域的宗教和乐舞更成为各
族统治者争相追捧的对象。考古发掘
出土的大量十六国时期至北朝时期遗
物，如建筑装饰、佛教造像、墓室壁画、
随葬器物等都可以看到邺城成为中古
时期东西文明交流、南北民族融合、多
元文化碰撞的舞台。

斗转星移，一千多年如白驹过隙，
昔日的繁华都市早因战乱和漳河泛滥
而湮没于尘土之下，逐渐被世人忘却。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邺城
考古队，开始对邺城遗址进行全面考
古勘探与发掘，经过近 40 年不断努
力，逐渐揭开六朝古都笼罩在历史迷
雾之下的神秘面纱。

1983 年 10 月 3 日，邺城考古队首
任队长徐光冀带领考古队开启了此
后对邺城持续数十年的考古工作。面
对遗址面积广阔，地面又被黄沙和植
被覆盖的现状，制定了以全面勘探为
主、重点部位辅以探沟发掘的科学方
法，以探寻邺城的城市布局为重点，
从铜雀三台开始，对邺城的城墙、城
门、宫殿、衙署、街道、苑囿、水系等进
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取得了重要的

考古收获。
考古勘探与发掘显示，曹魏邺城改

变了以往历代都城缺乏统一规划、宫
殿衙署分散、道路曲折、交通不便等弊
端，在都城建设中实行统一部署，城内
建筑严格按照南北干道中轴对称的原
则布局，一条东西向大道将城分为南北
两区，南区主要是普通平民的居住区，
单一宫城规划于北区中央，东为官署及
王公贵族所居戚里，曹魏建造的邺北
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一宫城制度
的都城，其中轴对称城市格局、明确的
功能分区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东魏北齐邺南城与邺北城毗连而
建，北城的南墙即为南城的北墙，其外
还有更大范围的外郭城区。1985年以
来，通过广泛勘探、重点发掘的方法，
邺城考古队确认了邺南城四周城墙、
城门及宫城区的主体建筑，并于 1986
年对邺南城的正南门——朱明门进行

了全面发掘，揭露出城门的门道、门
墩、双阙和连接门墩与双阙的短墙，印
证了《邺中记》所记载的朱明门“门上
起楼，势屈曲，随城上下。东西二十四
门，朱柱白壁。碧窗朱户，仰宇飞檐，五
色晃耀，独雄于诸门，以为南端之表
也”。历年的考古勘探显示，邺南城城
垣东、西、南三面走向为舒缓的曲线，
东南、西南城角为圆角，证实了邺南城
是文献记载中的龟形城。同时，城墙上
等距分布着“马面”。作为防御设施，

“马面”平时用于瞭望，战时则可加大
攻击角度，极大地增强了城市的防御
能力。此外，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遗
迹。这种独具特色的城墙与马面、护城
河组成了完备的防御系统是邺南城的
一个突出特点。

邺南城的规划实施由东魏尚书右
仆射高隆之全面负责，参与设计规划
者原系北魏的官员，据文献记载，邺南

城“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其
制度“盖取洛阳与北邺”，在中国古代
都城建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
义。近年的考古复探以及在宫城区内
的大规模发掘更进一步确认了邺南城
具有明确的南北轴线，以朱明门、朱明
门大道、宫城三门、太极殿、昭阳殿等
主要宫殿为中轴线，全城的城门、道
路、主要建筑等呈严格中轴对称布局，
纵横街道垂直交错呈棋盘格状分布。
邺南城的建设上承曹魏邺北城，借鉴
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
上是一次成功的实践，这一实例受到
隋唐都城设计者的重视，成为隋大兴
城、唐都长安城规划的直接渊源，而隋
唐长安城作为中古都城建筑的范例，
对东亚地区七世纪以后的都城，如北
宋东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及日本
平城京、平安京，朝鲜半岛新罗王京等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邺城考古队的工作
重点转向探寻邺南城的外郭城，深入探
讨其布局的特点及其在汉唐都城发展
史上的历史定位。为配合这一课题，
2002年10至12月，邺城考古队对邺南
城朱明门外赵彭城村西南的一处夯土
台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长期以
来一直传说是魏元帝曹奂的陵墓，屡受
盗掘。该次发掘发现了目前所见最早
的中心刹柱和砖函（应为隋唐以后瘗
埋佛骨舍利的地宫雏形），出土了一定
数量的石质建筑构件及贴金塑像、玻
璃瓶残片等珍贵文物，证实了该遗址为
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填补了汉唐
考古学、古代建筑史和佛教史上的多项
空白，因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入选
2002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在随后的近十年时间里，邺城队的
田野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赵彭城北朝
佛寺进行的，2003至2004年勘探试掘
了寺院外部围壕、西南院落四周廊房及
向北延伸的回廊式建筑遗迹，2010年发
掘了寺院围壕的东通道及东南院落东、
西、北廊房，2011至2012年揭露了寺院
东南院落北部大殿、连廊、南廊房、围壕
南通道及寺院北部大型殿堂的局部。

邺南城赵彭城北朝佛寺是近年来
佛教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布局
与北魏时期前塔后殿式的寺院布局有
所不同，显著特征是土木结构的方形
木塔仍然占据着寺院的中心位置，但
在塔后相应位置迄今尚未勘探出佛殿
遗迹，而在南北中轴线最北端发掘出
一座大型殿堂，为探讨北朝晚期寺院
讲堂的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尤为
值得注意的是寺院东南隅和西南隅各
有一座由廊房封闭的大型院落，院落
中部偏北处建有大型佛殿，反映了由
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

殿单院式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出现
的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布局的
转变，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佛教理
念由早期的释迦崇拜和重视禅修向隋
唐宗派分立和崇拜对象多元化的嬗
变，在中古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过程
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的发
现无疑是邺城佛教文化史迹探索的
一大突破，然而时刻萦绕在考古队员
心头的一大疑团是，在规模如此宏大
的一所皇家寺院中，竟然没有发现几
件佛像。如果寺院里主要放置的是金
铜像、彩塑像或旃檀像，可能随同寺
院一同毁废或被熔化，而邺城周边多
年来陆续出土的造像暗示石质造像
应该在寺院供奉对象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在经历了周武帝灭佛和隋文帝
毁城移民之后，这批曾经被无数信徒
顶礼膜拜的佛像将归藏何处？

2012 年 1月 10日，刚刚结束赵彭
城佛寺东南院发掘的考古队突然接到
临漳县文物局和执法队的紧急通报，
在习文乡北吴庄附近漳河河道内发现
盗掘迹象。考古队员立即赶赴现场，经
过考古钻探确认近5米厚的流沙之下
有石块，探铲带上来的粉末显示石材
为邺城造像常用的汉白玉。考虑到发
掘工作的紧迫性和文物安全的严峻
性，邺城考古队和临漳县文物局立即
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漳
县委进行了紧急通报，并通过河北省
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汇报相关情况，
得到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发掘工作得
以安全、科学和顺利完成。

此次抢救性发掘共出土编号造
像 2895 件（块），另有造像碎片近 80

袋，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
量最大的一次佛教造像发现。绝大多
数是汉白玉造像，少数为青石质地，
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
题材丰富，多数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
贴金痕迹。造像的时代跨越北魏、东
魏、北齐和唐代，为研究北朝晚期至
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
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型，也为探讨
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和佛像瘗埋
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同年，邺城考古队对邺南城南郭
区、赵彭城北朝佛寺东侧的核桃园建
筑基址群开始了系统的勘探和发掘。
其实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末，一块隋代墓志的出土为它的
发现提供了契机。1992年,赵彭城村砖
瓦厂在一号建筑基址西南约200米处
取土时发现一座隋墓。从临漳县文物
保管所收回的墓志了解到，该墓为隋
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赵觊与妻樊氏
合葬墓，墓志中提到“葬于明堂园东庄
严寺之所”。明堂和庄严寺均为东魏北
齐邺城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确认这两
组建筑位置对于东魏北齐邺城平面布
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98年，邺城
考古队在墓葬附近进行了大面积考古
勘探。在墓葬东北方、核桃园村西南地
发现了五处大型夯土遗迹。自2012年
至今，邺城考古队先后发现和发掘了
寺院的塔基、大殿、门址及两翼连廊等
建筑，推定该遗址为北齐天保九年文
宣帝高洋所建的大庄严寺。这是继赵
彭城北朝佛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大型
北朝皇家寺院遗存，对了解北朝晚期
建筑技术、佛教瘗埋制度，探讨东魏北
齐邺城外郭城问题以及东亚地区早期

佛教传播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文献记载，邺城是佛教东传

的重镇之一。后赵时期，西域高僧佛图
澄就在河北一带弘扬佛法，并得到后
赵皇室的极度尊崇。公元 534 年东魏
迁都邺城，洛阳城内僧尼均随同入邺，
邺下佛教由此大盛，并于北齐达到顶
峰。邺城周边星罗棋布的石窟寺和佛
教刻经遗迹，涉及当时在中原北方地
区最为流行的一些佛学思想，为探讨
北朝晚期盛行的佛学流派，以及追溯
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研
究资料。而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
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及北吴庄佛教造
像埋藏坑的发现正是邺下佛学极盛的
明证，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
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佛教艺术中
心的历史地位。

历史的繁华如过眼烟云，辉煌一时
的邺都最终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公元
577年，骄奢淫逸、荒淫无道的北齐被北
周所灭，北周武帝入邺后命令将铜雀
三台等殿堂宫苑撤毁，瓦木石料及雕
斫之物凡可入用者均赐贫人，任由他
们在农闲时自行拆运。第二年，武帝去
世，朝政大权落入后来的隋文帝杨坚
之手。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相
州总管尉迟迥因不满杨坚擅政，于邺
城举兵，旋即被杨坚派兵讨平，为巩固
自己的统治地位，防止日后他人利用
邺城的故都地位兴风作浪，杨坚决定彻
底摧毁邺城，故在平定尉迟迥之乱后，
纵火焚城，所有邑居皆毁废之，移州、
郡、县三级治所于南四十五里的安阳
城，邺下居民也一律随迁，作为六朝故
都的邺城至此化为一片废墟。

岁月的流逝无情地抹去了邺都历
史的残痕，只有散布在田间的土台乱
冢，默默地向世人倾诉着它昔日的繁
华与悲欢。（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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