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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瞧，从我们脚下踩的这个位置延
伸出去，那些残存的夯土遗迹，就是郛堤城
遗址。这处遗址处于渤海湾黄河故道入海
口区域，至今仍保持着建成时的方位及朝
向……”3月13日，海风劲吹，黄骅市博物馆
馆长张宝刚再次来到黄骅城北，走进了神
秘的郛堤城遗址，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热
情介绍这处古遗址。

“黄河故道、南北贸易、海上丝绸之
路——河北境内，面朝大海的小城黄骅蕴
藏了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诸多要素。”张宝刚
说，去年12月底，河北省公布第一批省级考
古遗址公园名单，沧州黄骅市郛堤城遗址
名列榜首。对于游客而言，渤海之畔无疑
又多了一个打卡之地。2024年春节期间郛
堤城遗址更是成为黄骅境内的游览热点，
但在更多人印象中郛堤城三个字还是略显
陌生。

这，究竟是一处怎样的遗址？为何会
在大海附近？这个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究竟
有哪些独特之处？对于研究和阐释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有何价值？

黄骅东临渤海、北靠京津，有着独特的
区位优势。历史上，更是海运通达之地，被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海上丝绸之
路”北方重要节点。地处黄骅城北的郛堤
城遗址约为 40 万平方米，是目前沧州市保
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城址，地面现存城墙遗
址整体呈方形。

自 2011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该
遗址进行考古勘察。“目前，在城内发现有
70 余处遗迹，基本确定其年代上限是战国
到西汉早期、下限是唐代早期。城的布局
很完整，分为城址区、墓葬区和手工作坊
区，有明显的沿海构筑特点，具有和码头配
套的城市功能。”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馆员雷建红说。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5 月，黄骅市城
北湿地公园工程施工中，在郛堤城西北200
米处发现瓮棺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黄骅市博物馆
随即对这批瓮棺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
掘清理瓮棺葬115座。其后，在大范围考古
钻探中发现了更多的瓮棺葬分布，初步推
算近千座，尤以儿童瓮棺葬居多，且基本保
存完整，是战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瓮棺葬
墓群之一，在国内极为罕见。这一发现被
国家文物局评为“2016 年度中国重要考古
发现”。

棺棺不同，却又形态接近，安静地置身
于土层内……在郛堤城遗址上，记者被眼

前的瓮棺葬群所震撼。考古成果和历史线
索，不断冲击着思绪。“这批瓮棺葬群的发
现，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简单来说，这片
区域上，瓮棺葬群规模庞大、类型多样、分
布密集、年代清楚，是战汉时期最具代表性
的瓮棺葬墓地之一。一些中外专家结合文
献记载、民间考证和考古学证据，认为黄骅
很有可能为当年‘徐福东渡’出海口，是

‘海上丝绸之路’北方重要节点。”张宝
刚说。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国内很多专家认
为，瓮棺葬群与郛堤城遗址并存可以更全
面地从“生”和“死”两个方面研究古代社
会。东亚许多学者认为，在古代，环黄渤海
区域属重要交通通道，战汉时期瓮棺葬习
俗的传播，对整个东亚地区都产生了深刻
影响，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
的有力佐证。如此年代久远且数量众多的
瓮棺葬群的发现，对东亚地区思想文化传
播路线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9 年 10 月，郛堤城遗址列为第八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郛堤城遗
址是“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
全国仅有的五处聚落类遗存点之一。“很多

专家表示，这些遗存蕴藏着古代东亚地区
的人群移动、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等珍贵
信息，对全面认识历史上环渤海地区‘海上
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学术意义，
且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历史阐释和学
术支持。”雷建红说。

行走在遗址上，历史的神秘感如潮水
般扑面而来。这座海滨古遗址，蕴藏着美
丽的故事和久远的传说。就当下而言，如
何深挖其历史脉络，如何深入推进考古，如
何加强文化传承，如何以此研究和阐释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正成为需要深入研
究的课题。

“郛堤城遗址公园，整体扰动较小，保
存状态良好。遗址周边苇蒲丛生，淀泊连
绵，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滨海盐碱湿地景观
风貌……”张宝刚告诉记者，为配合“海上
丝绸之路”申遗，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产
资源，2020 年黄骅市政府建成并开放了郛
堤城遗址公园，对遗址的城址区、墓葬区及
手工作坊区进行展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郛堤城址城垣保护、故城周边与城内遗
址植被与水系等历史环境整饬提升、故城
周边及城内参观道路建设等问题，同时在

城西区域契合文物保护要求的基础上，凝
练了该区域的文化遗产与文化标志，依托
遗址文化展示带呈现了黄骅丰厚的文旅
资源。

作为一处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郛堤
城遗址犹如一个“海滨秘境”，亟待从文化
内涵、历史研究、遗产保护层面持续加大力
度。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编制完成《郛堤城
遗址保护规划（2023—2035 年）》并通过国
家文物局评审，接下来将有计划、有针对性
地开展挖掘工作，进一步考证郛堤城的历
史文化，充实完善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
考古成果。

文脉如水，碧海扬帆。而今，迎着海风
行走在这处遗址上，自然之美、历史之美、
文化之美扑面而来……

“新时代对文物保护利用提出了更高
要求，对于我们考古文博工作而言，面临着
更大责任，要进一步推动遗产活化利用更
好地服务大众。”张宝刚馆长表示，期待更
多游客登上历史之舟、考古之船，来到这处
海边的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实地探访、公众
讲座、互动体验等方式，感悟浩瀚的中华文
化，召唤起人们心底的文化自信。

一座海滨小城的历史“秘境”
——黄骅市郛堤城遗址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河北日报讯（记者田恬）
塔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极为重
要的一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精巧的建筑技艺。3
月 15 日，由河北省图书馆、河
北省艺术摄影家学会、石家庄
文化名家王恒茂摄影工作室
联合主办的“见证中国千年古
塔——京津冀塔摄影展”在河
北省图书馆云水展廊展出。

此次摄影展精选出的 64
幅优秀影像作品，主要展示京

津冀及部分周边地区有千年历史的古塔。
这些古塔历经岁月洗礼，展现着中国历史
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据介绍，摄影师杨晓利率领的古塔摄
影团队从 1987 年开始关注和拍摄中国古
塔，摄影师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独特
审美将古塔定格在镜头中，为人们认识古
塔、了解古塔、保护古塔提供了珍贵的影像
资料。

“这次的古塔摄影展中还有山东、山
西、河南等多地不同类型的古塔，我对山东
济南的那座神通寺小宋塔印象尤其深刻。

这座塔看上去就是由几块巨石叠放在一
起的，但是却以这个样子矗立了近千年的
时光，太不可思议了。”参观者林静平时就
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她希望以
后可以多一些类似的展览，让更多人近距
离感受这些古建筑的艺术魅力。

“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使青
少年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建
筑艺术之美，启发更多有识之士利用自
己的知识和专业技术弘扬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河北省图书馆相关工作人
员说。

3 月 6 日，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
文联、省商务厅主办的“加快建设经济
强省——走进开发区、自贸区”主题采
风创作研讨交流活动在邯郸市举办，
与会文艺工作者围绕文艺精品创作等
话题展开研讨。

“时代大潮推进到哪里，我们的创
作就应该抵达哪里。创作文艺精品，
首先要把好创作导向，找准题材定
位。”河北省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围
绕本次采风活动主题，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深入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的前沿
阵地，走进生产建设者、创业开拓者、
科技工作者的生产生活，聆听他们的
故事，激发创作灵感，积累创作素材。

“关注时代新风，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目的是为了推出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用文艺力量激发奋斗豪情。”省音协主
席郭玉红说，文艺工作者要在创作选
题上下功夫，紧盯国家重大战略在河
北大地落地生根的宏伟进程、燕赵儿
女奋发进取的精神气象，投身经济建
设主战场，用高质量作品奏响新时代
的文艺交响。

“文艺工作者只有努力贴近现实生
活，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喜爱。”
燕赵秀林计划文艺人才、晋州市文化馆
副馆长周娜介绍，创作者一方面要运用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去书写人民群众的
现实生活，描摹他们的奋斗激情；另一
方面要在叙事中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

“要想使作品更具表现力，必须
在题材选取、创作构思上下功夫，创
作人才的选择也要做到精准明确。”
省美协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小军
说，本次主题采风活动取材范围集
中，更具针对性。要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综合考虑美术家绘画风格、创
作优势，把创作者的激情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作品。

“本次采风创作要围绕主题讲好
中国故事、河北故事，同时融合流行时
尚元素，让作品更加丰富，努力满足不
同年龄段听众的审美需求，让更多人通过音乐作品，感受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火热场景。”邢台市音协副主席徐
杰说。

省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汪素芳认为，一个主题性创作工程的
项目策划、方案制订、采风创作、打磨提升等，各个环节都体现着创
造性，涉及各方应密切合作、上下联动，为创作精品力作打下良好
基础。

与会文艺工作者认为，新时代的文艺精品，要把创新成果向社
会普及、让人民检阅，通过展览、研讨会、分享会等形式吸引大众的
关注。此外，要加强优质网络内容供给，让有内容、有温度、有力量
的优秀作品在网络空间引发大众情感共鸣，丰富广大网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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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塔摄影展亮相省图书馆

见证中国千年古塔之美

郛堤城遗址公园。 宋文峰摄

◀ 3月15日，“见证中国千年古塔——京津冀塔摄影展”在河北省图书馆开展，图为本次展览展出的古塔照片。
图片由河北省图书馆提供

由王超执导，青年演员沈
诗雨领衔主演，朱栋青、王学
东、于清斌等联合主演的电影

《孔秀》正在热映中。影片改
编自石家庄作家张秀珍的自
传体小说《梦》，讲述了上世纪
六十到八十年代，河北一座城
市的印染厂普通女工孔秀摆
脱婚姻桎梏，在抚养孩子之余
获得文学滋养，成为作家的
故事。

电影《孔秀》在石家庄实
地取景，通过对工厂生活的生
动刻画，再现了当年石家庄国
营大厂的真实场景。《孔秀》自
上映以来，受到观众广泛好
评，不少观众认为影片真实再
现了那个时代普通女性的成
长与觉醒，是一部富有感染力
的励志之作。作为一部带有
鲜明生活质感的艺术作品，

《孔秀》引起观众尤其是女性
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影片上映后，不少业内人
士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

们认为《孔秀》以其真实性、流
畅叙事和深邃的时代内涵充
分展现了其艺术魅力，是一部
深入人心且极具现实意义的
优秀影片。

作为一部致敬中国女性
坚韧力量和追梦奋斗精神的
电影，《孔秀》也延续了导演
王超作品中一贯的人文关怀
和 地 域 表 达 。“ 我 想 告 诉 观
众 ，不 管 你 是 成 功 者 、失 败
者，我们对命运本身都要充满
敬意。每个人都应该像孔秀
一样踏踏实实认准自己的路，
清醒地知道什么是自己能做
的和不能做的，然后走完自己
的一生。”王超说，希望通过
影片能够传达对女性的关切
与尊重。

据悉，电影《孔秀》此前曾
荣获第 70 届圣塞巴斯蒂安国
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第18届
欧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奖，并入选第25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名导新作”单元。

河北出品影片《孔秀》热映

中国女性生命之美的
诗意表达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京津冀专家汇聚井陉，就民俗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话题进行探讨

让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井陉拉花、桃林坪花脸社火、南峪太
平车、下安跑驴、小寨飞叉、秀林威风锣
鼓、北平望梅花烙……日前，由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
究中心、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
办，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石家庄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井陉县人民政府承办的

“我们的节日——2024 井陉民间文艺展演
暨‘文化乡建’调研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井
陉举办，数十项井陉特色民俗社火进行了
展演展示。

动人的民间烟火气，映照着民间文化、
乡风民俗在新时代新生活中焕发出新的光
彩。来自京津冀各地的专家学者通过现场
观摩和走进村庄考察的形式，对民俗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话题进行深入
探讨。

乡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农民美好生

活的载体。欣赏了井陉民间艺术展演，中
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顾问陶立
璠说：“井陉民间艺术展演已举办了 28 届，
孩子、年轻人、老人都参与了进来，这是一
种文化积累，各地可以通过学习这种展演
方式，举办类似活动，激活乡村优秀传统
文化。”

丰富灿烂的中国乡土文化，总与最鲜活
的人联系在一起，但一些非遗项目也面临着
后继无人、传承乏力的问题。不过，中国民
协顾问、河北省民协名誉主席郑一民在井陉
调研中发现，青年群体参与度不断提升，年
轻人走上街头表演社火等节目，展现出乡村
文化生活令人欣喜的变化，成为激活民俗文
化和乡村文化振兴不可缺少的力量。

“这次井陉举办的展演活动还说明，民
间存在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现在需要
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深入调查，摸清家底，

搞好每个地域标志性文化的挖掘，梳理当地
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树立起当地的文化形
象，为乡土文脉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奠定基
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苑
利说。

“群众广泛参与，搞好调查摸底，是乡村
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恢复’的重要举措，但要
在此基础上，打造精品剧目，并通过更好的
平台呈现出来。”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戴建兵建议井陉拉花在保留传统精髓
的同时，要找到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通过
改进服装道具、化妆造型、装台排练、演出形
式等，做到精益求精。同时制定保护规划，
和相关艺术院校合作，开展拉花培训，寓教
于乐，推动静态与动态保护结合，使拉花成
为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非遗项目之一。

“将民俗文化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经济
动力，是民俗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之

一。”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
授蒲娇说，许多民俗文化根植于传统村落，
挖掘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能促进和激
活传统村落发展，在这个“双向赋能”的过
程中，要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群众的话语权、
在场感与能动性，让百姓在实现就业、创收
致富的过程中，成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者和弘扬者。

“民俗展演中，孩子们哼唱祖辈咏唱的
村歌，穿代表先辈审美水平的服装，这说明
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正在被激活，乡
村文脉有了传承下去的可能和希望。”中国
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晔原说，相关
部门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民俗文化活动，让老
百姓成为舞台的主角，可以出台相关政策，
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实现古老民间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已成为
众人皆知的文旅品牌，让人们看到太行山独
特的民间文化之美，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专
家学者们认为，要重视和挖掘像井陉拉花那
样有特色又有基础的非遗资源，拓展人们接
触民间文化的方式，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载
体，发表推广蕴含民间文化的视听作品，在
网络平台直播民间文化，让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活起来、火起来。

3月8日，在馆陶县一家陶艺漆艺艺术馆，参观者在欣赏黑陶
产品。近年来，邯郸市馆陶县把传承非遗和乡村振兴相结合，采用

“非遗+企业+农户”的模式，推进黑陶制作技艺的传承，打造特色
黑陶文化产业集群。目前，馆陶县黑陶产品涉及 1000多个品种，
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