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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

历 史 的 星 空
□河北日报记者 刘 萍 刘采萍

2021年 3月 26日，“探
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
音”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
道（以下简称“考古系列报
道”）的首篇——《雪落宫
墙》，在河北日报文化周刊、
河北日报客户端等多媒体平
台同步推出，开启了一场由
考古专家、学者和记者、编辑
团队引领读者和网友探访河
北重要考古发现，感受燕赵
大地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
“考古之旅”。截至目前，由
河北日报联合河北省文物
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共同打造的这一持续近两年
的“考古系列报道”圆满结
束，共推出深度报道24篇约
13万字，图片 100多张，短
视频近30条，在全省乃至全
国受众中掀起一股经久不
息、影响深远的“河北考古热
潮”，与此同时，也在全国考
古业界回响起一曲慷慨激
越、来自燕赵大地上的历史
跫音。

这是一趟美妙的“文化
苦旅”，将读者的目光与思
考，从崇礼太子城，带到燕下
都，带到元中都；从见证华夏
融合的战国中山，带到激荡
大汉雄风的满城汉墓；从历
史长河中曾雄霸一方的雄
安，带到对中华民族独具意
义的巍巍长城之巅和浩浩大
运河畔；它还把我们带到千
年古都行唐故郡和临漳邺
城，重新审视历史云烟湮没
的沧桑变迁；它把我们带到
光耀千古的邢窑和定窑，回
眸绝代芳华的东方美学与智
慧之火；它还把我们带到神
秘的泥河湾、辽阔的冀西
北，去寻找人类史前文明印
记，揭开人类起源之谜……
这一趟“探源中华文明 倾
听燕赵跫音”的知识漫游，把
河北和全国读者们带到一个
又一个与家乡、与中华民族、
与人类历史息息相关的重大
考古发现地——它们被誉为
辉映在人类历史星空下的
“文明现场”——发现、求索、
追寻、展望人类文明和中华
文明成长之路。

“考古盛宴”满足了人们
对历史知识的渴望，“溯源文
明”则展望着对新时代旅程
的期盼。“考古系列报道”迄
今在河北日报多媒体平台收
获超过350万阅读量，经学
习强国、人民网、河北新闻网
等媒体平台转载后，累计点
击量超过1500万次。该系
列还获得国家文物局“中华
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奖”、国
家文物局好新闻奖，实现了
现代传媒视野下，河北重要
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在新时
代一次璀璨夺目的集体
亮相。

业界专家学者纷纷表
示，这个已然形成文化品牌
和拥有大众良好口碑的考古
系列报道栏目，更重要的价
值还在于：它以多媒体产品
的形式，回望历史星空的同
时，又烛照着未来之路，推动
河北考古发掘更多成果和研
究项目涌现，推动文化自信
自强，传承中华文明五千年
薪火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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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何以河北？
展现河北考古魅力，汇

聚深远持久力量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考古工作是
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
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年
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
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
见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悠
久历史和强大凝聚力，展现了中华
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
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河北考
古，又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中，贡献了怎样
的独特魅力和风采呢？

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张文瑞看来，河北是中华文明重
要的发祥地之一。“它的南部，在历
史地理单元上属于中原仰韶文化分
布区，燕山南北又是红山文化分布
区。二者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冀州在古代曾是
九州之首，可见河北地理位置之重
要。同时，河北也是体现民族融合和
文化交流交汇之地。”张文瑞说。

于河北，还需要向世界回答一
个重要问题——东方人类起源问
题——这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泥
河湾，张家口阳原县的一片静谧谷
地，却烙印着人类历史最神秘的首
章——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
2022 年 3 月 2 日，河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牵头、该研究院王法岗博士
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泥河湾盆地发
现早期人类使用颜料和复合工具
的考古证据》发表于著名学术期刊

《Nature》（即《自然》杂志），震动了
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引起了国家文
物局的高度重视，并于次日在北京
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
展工作会，通报河北泥河湾考古发
现与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是百年泥
河湾考古最新的闪亮表现，也展现
着几代河北考古人接续奋斗的丰
硕成果。

“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都在河北有所体
现，正因如此，河北在阐释中华文明
进程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张文瑞如此总结河北考古对
于探源中华文明和“考古中国”的
独特意义。而他在“探源中华文
明 倾听燕赵跫音”考古系列发表
的关于冀西北新石器考古思考的

《文明曙光》一文，也早已被前述
《Nature》论文另一位作者、河北省
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
学家谢飞注意到了。谢飞认为，这
些有联系的新的考古发现，一下子
把中国北方早期文明的链条串了
起来。他满怀期待地表示，这些努力
将“为中华文明找到根系”提供
实证。

“从百万年前人类起源的考古
探索，到长城、大运河等文化的历
史呈现，从尝试破解农业起源这样
的文明密码，到聚焦一系列重量级

专题考古项目……这个考古系列
报道，在选题上是精准而厚重的，
能够帮助读者对燕赵大地历史脉
络形成更加清晰的认知。与此同
时，又将我们历史文化中的河北特
色体现得较为充分，这是这组报道
的最大特色和最重要的社会效
果。”张文瑞如此评价。

河北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韩立森研
究员表示：“这个考古系列报道，之
所以在业界和全社会引发关注，我
认为最重要的是回答了人们心中
一系列的谜题：即燕赵大地这片热
土，对中华文明贡献了什么？河北
都有哪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当下河
北考古文博人都在做什么、怎么做
的？公众越了解这些考古研究工
作，越能更好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越能够激
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他认为，
此次报道尝试了“文物部门+研究
机构+权威媒体”的新模式，该大型
全媒体考古系列不仅展示了河北
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还调动起学
者专家推动学术研究成果走进普
通大众视野的积极性，架起了考古
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加上省内首
席、强势媒体——河北日报的优
势，以及充分运用多媒体平台与新
媒体资源的技术传播手段，让河北
省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
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以及更
多闪耀着文明之光的考古成果走
出象牙塔，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
众，真正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我也经常在朋友圈转发这组
报道。”韩立森说，许多读者曾向他
反馈，看了考古系列报道文章后有
几个“没想到”：没想到河北有这么
多重要考古发现；更没想到河北对
中华文明有这么大、那么多的贡
献。现在，这些“没想到”正在变成
越来越多河北人的自豪，对家乡历
史文化的热爱，变成河北活化历史
文化遗存、更好展示文明风采、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新 名
片”……而这些汇聚在一起，日渐
成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的强大精神力量，也必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
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探源中华文明脉络，让

文物考古走进百姓生活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人
类历史的终极叩问，也是人们审视
历史、回望来路、展望未来的深刻
思考。

王静雅是一位博物院志愿者
讲解员，2018 年获“中国博物馆十
佳志愿者之星”称号。她也一直在
思考这个问题，遇到河北日报推出
的这个考古系列报道，她便认真读
了每一篇，并成为这个栏目的忠实
读者。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有责任
让历史走向更远的未来。讲解词要
更深刻些，不能只简单告诉参观者
文物的基本情况，要补充更丰富的

历史背景，要到有分量
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资
料里去寻找。”自从关
注到这个考古系列报
道，每一期报纸、网页
和视频，她都会收藏。

“文章多来自考古现场
的一手信息和专业思
考，也是反映河北乃至
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
重要考古发现，所以非常宝贵。”
王静雅说。

既要注重普及性，又要兼顾
一些人群对考古知识需求的深度
与广度。这是越来越多河北考古
文博人注意到的公众文化需求
新变化。在韩立森看来，像王静
雅那样的“收藏”，恰恰证明了考
古系列报道探索传播新模式的
必要性与价值所在。

“考古系列报道既有
探源中华文明从哪里来
的深度，又有历史研究最
终要回归到人民生活中
间去的责任，所以它堪称
一次较全面的专业领域
的精心梳理，是一段留存
和记录普通大众和主流
媒体共同造就的历史记

忆。”韩立森也注意到一部分读者对考古知识的
需求正向“深”与“广”发展。对此他说：“这组大型
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与以往常规报道形式相比
有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它以规模性、系统性、专业
性和全媒体多平台等新传播方式，形成了更有价
值的‘媒体记录记忆’‘大众阅读记忆’。这些‘记
忆’可随时供读者、公众查阅学习，这难道不是对
考古研究成果最好的利用和普及吗？”

张春长，河北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唐
研究室主任。2022 年是他参与行唐故郡遗址考
古发掘第七年。列鼎飞觞、诡秘莫测，他把七年坚
实的野外考古和学术思考，倾注在考古系列报道
刊发的文章《鹿鸣东皋》中。

“考古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才是重中之重，
须让读者能从中读出弦外之音，打开思考的闸
门。好文章是精金百炼而成，蕴含温度和能量，让

人能汲取知识的营养，嗅得到匠心的芳香，
昭示道理，萌动生机，传送希望。”张春长这
样寄望自己和考古同行在大众媒体上的科
普写作。他认为，公众眼中的考古学有神秘
性，专业性也较强，因此更需要考古学者与
大众媒体联手，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打通
普通人了解考古工作和意义的新路径。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利
群，一度研究方向为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
佛教文化，他因此与河北邺城考古多了一

份特有的亲近。他在考古系
列报道中连续发表《邺都遗
韵》和《北朝遗珍》两篇文章，
向读者和观众介绍临漳邺城
遗址、磁县北朝墓群这两项
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北朝
遗珍》一文，还受到河北省主
要领导的肯定、点赞。

“创作团队阵容非常强
大。”韩立森为
本次大型全媒
体考古系列报
道的创作团队
点赞。他称，团
队里不仅有专
家学者和一线
考古文博人员
深 度 介 入 ，保
持了作品内容
的精良度和科
学性，还有河北

日报记者、编辑与多媒体制作团队的倾情打造，
形成巨大合力。因此该报道无论是文字表达、版
面设计，还是视频制作，都在保持风格统一的前
提下，依然能够做到篇篇有特色，吸引更多普通
大众对考古学、对河北省重要考古发现产生强烈
兴趣，大大提高了社会关注度，产生了较好的社
会效果。

“河北是文物大省，以前知道的人很少，随着
媒体宣传不断升温，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是，说河北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如何落实
到比较准确全面的认知层面，离不开持续推动考
古学、历史学的知识向大众传播，并将之推广到
更多普通人的认知里，这无疑还需要走很长的
路。”在谢飞看来，蓬勃发展的中国考古事业，对
河北考古学界和主流媒体携手提出了更高要求。

“希望在探源中华文明、考古中国等重大考古学
研究以及成果的社会分享和传播中，听到更多

‘河北声音’。”这位年届七旬依然笔耕不辍的著
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在本次考古系列报道中，分
担了分量最重的泥河湾遗址考古稿件的撰写，他
用简练的语言、直白而富于科学性的论述，讲述
着普通大众能听懂的、来自两百万年前“东方人
类故乡”的远古故事。

而张春长、何利群等考古一线学者，更多更
直接地运用“文明现场”场景，奉献给读者最新
解开历史谜团的芬芳花朵。让来自遥远历史的
考古，最终走向普通大众生活，这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要求。回应这种要求，就是主流媒体和考古
文博界的共同责任。河北考古将以更加宏阔的
视野，用大众愿意读、读得懂的打开方式，让考
古学科走出专业樊篱，走向大众，让普通人有机
会了解考古、喜欢考古，并由衷地热爱我们祖先
创造出的伟大而灿烂的中华文明。

如何活起来？如何火起来？
让考古成果“热”起来，让历史研究

“深”下去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
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文博、考古、媒体和各界需利
用多元化赋能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来、萌
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通过深入学习历
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
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
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当今社会，人们对考古的关注度为什么持续
走高？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韩立新看
来，这有其客观性和时代背景，人们在工业文明
和虚拟生活造成的一些困扰下，对自身和内心的
追问会变得强烈，会把眼光投向历史，追溯文明
的源头。“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绕不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议题。关
注考古的意义就是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鉴
古知今的文化基础。”韩立新总结说。

“燕赵大地上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
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传承和利用好这些资
源，必须加强知识建设和媒体宣传。从这个意义
上讲，河北考古应当‘热’起来，也必须‘热’起来。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考古系列报道可以说是进
行了有益尝试——大型全媒体报道，每期配发短
视频，形式活泼，很契合年轻群体的阅读和审美
需求。”为此，韩立新建议，文物考古部门可以加
强与河北日报报业集团这样的全媒体合作，携手
打造高品位文化传播品牌。此外，文物考古部门
也可增加与专业院校等研究机构联合，多方协作
共同推动全社会对河北丰富历史资源的活化，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张文瑞对河北日报持续近两年的大型全媒
体考古系列报道也予以了高度评价，期待以此开
启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与主流媒体深度合作的美
好未来。“我们希望考古工作者不断有新的重要
的考古发现，也希望这些考古发现能够得到价值
指向正确、宣传形式活泼的报道与推广，让更多
人共享考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让考古成果“热”起来，让历史研究“深”下去。
大众传播的介入，不应成为损害考古严肃性和科
学性的理由。这是考古工作者对某些太过功利的
媒体栏目敲响的警钟。在张春长眼中，文物之所以
珍贵，是因为它携带的历史信息，公众对考古的

“阅读”，也应遵循正确的价值观，不猎奇、不媚俗。
“我们期待河北日报等主流媒体对河北考古

更广泛地报道，因为我们还有许多考古工作和成
果，需要社会公众认识与重视。”韩立森对文物考
古报道表示期待的同时，也发出警示：在一片“考
古热”中，考古人仍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
凳，执着于历史研究的深入。他还期待公众、媒体
也要保持对考古、对文博事业的理性对待与建设
性建议，避免不负责的炒作，特别要避免对所谓

“文物经济价值”的炒作。
专家学者们纷纷建言和期待，在“探源中华

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
的召唤下，来自河北考古“文明现场”的璀璨星光，
突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特
色，闪耀于世界历史的星空，照亮我们未来之路。

▶燕下都遗
址出土的透雕龙
凤纹铜铺首。

（河北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