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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

郑州地区文化遗产资源深厚

文化遗产资源数量众多、种类
全面。郑州作为全国八大古都之一，
全市共有各类文物历史古迹近万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3 处 89
项，领跑全国省会城市，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123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46
处，拥有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中国大运河郑州段 2 处世界文化遗
产。作为黄河、长城、大运河三大国家
公园的汇集地，大遗址郑州片区也是

“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支持的六大遗
址片区之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
五”专项规划》公布的“十四五”时期
145 处大遗址，郑州市有 6 处，分别为
大河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
址、郑韩故城遗址、巩义宋陵和荥阳故
城。国家主导保护的150处大遗址中，
郑州有大河村遗址、古城寨城址、王城
岗遗址、郑州商城、郑韩故城、宋陵等6
处，居全国首位。郑州地区的遗址与文
物分布广博密集，嵩山周围、黄河南岸
的古代遗存星罗棋布，装扮着天地之中
的中原大地。

代表性考古学文化、重点遗址不
胜枚举。郑州作为一座具有 3600年亳
都气象的古城，不仅是早商考古学文
化——二里岗文化的肇兴之地，更是众
多早期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发源地。发
现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的“李家沟
文化”，蕴含着万年以来，新旧石器时代
交替时的生业经济。初见于新郑裴李
岗的“裴李岗文化”，以其特殊的磨盘、
镰刀等石制工具，古朴的制陶工艺，让
其在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脱颖而
出。“大河村文化”发现于郑州金水区大
河村，奇特的白衣彩陶与天象纹饰，在
仰韶文化中独树一帜。三代以来，夏人

起于嵩山，郑州新密市刘寨镇新寨村的
“新砦文化”就是其最早的遗存，故有
“启居黄台”之说，新砦或为黄台之地。
众多典型考古学文化不但折射出早期
文明的微光，也彰显出郑州在华夏文明
起源中的重要地位。郑州作为华夏文
明核心地区，考古资源丰富，重点遗址
荟萃，重大发现频出。先后有 16个项
目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全国
获此殊荣最多的城市。在“20世纪中
国 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中，郑州有新
郑裴李岗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郑州
商城遗址、郑韩故城遗址等 4项入选，
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此外，新郑裴李
岗、巩义双槐树、郑州商城 3处遗址入
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文化遗产活化
成为公共文化中心的途径

持续推动土地前置改革，加强大遗
址的保护利用，加快大遗址公园的规划
落地，全面提高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源的
配套设施，不断凸显文化遗产的社会属
性与公共文化功能。推进文化遗产与
考古资源保护与活化的理念、思路、模
式和机制等领域的探索与创新。运用
多种方式，阐释遗址与考古学文化，构
建区域性公共文化中心，让文化遗产与
考古资源成为城市、社区、乡村中的文
化共享平台，在全力培育城市文化品牌
体系、打造华夏文明起源的全景式集中
展示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文物故事方面
贡献郑州模式。

建章立制，政策引领文化遗产公共
文化中心建设。一是以打造“天地之
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城市品牌为总
领，建立健全郑州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与共享制度，引领文化遗产公共文化

中心建设，从政策、制度、财政、人才给
予支持，确保文化遗产保护的活化共享
规范化、制度化，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双赢。二是加强管理，厘
清权责，整合资源，创新区域合作机制，
文物、发改委、财政、自然资源以及属地
政府要形成合力，积极构建集发掘研
究、保护利用、活化共享等多维于一体
的研究利用体系，实现学术与课题研
究、共享活化并重，实现文化遗产公共
文化中心建设。三是鼓励吸纳社会力
量与社会资源进入文化遗产公共文化
中心建设，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开展
研学教育、现场演艺、沉浸式体验、阅读
休闲中心等方式盘活遗产资源，重启造
血功能，实现遗产资源与现代社会的同
步发展，并成为现代城市中的组成部分
和亮丽风景。

扩容增质，依托文化遗产资源构建
公共文化空间。一是立足博物馆与考
古博物馆的空间优势，构建城市公共文
化中心，增强文博场馆的展览与社教功
能，加快展览频次，提升展览质量，延伸
展览范围，扩展展览内容，满足市民不
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二是提升考古博
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与科普功
能，传播考古知识，发掘郑州考古历史，
讲好郑州文物故事。以文物特展为依
托，多角度呈现郑州考古新成果和新发
现，展示郑州万年以来的烟火绵延。三
是积极筹划举办各种临时主题展览、文
化遗产主题活动、学术讲座、非遗传承
活动等，发挥其公共文化属性，构建公
众考古与公共文化平台，让其成为城市
公共文化中心。

多措并举，发挥文化遗产与大遗址
的区域公共文化中心功能。一是持续
加大“生态保遗”覆盖实施力度，促进遗
址保护优化、提升生态环境、拓展休闲

空间、凸显城市形象，改善人居环境，活
化遗址资源，为城市提供了更多文化
景观和活动场地。二是打造一批以重
点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为主题的遗址公
园，全方位展示其文化内涵，活化其表
现形式，丰富其表现内容，打造郑州古
都名片，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
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三是
加强近现代文化遗产、工业遗产、历史
街区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功能，探索其
活化共享的方式，发挥其记录和承载
城市记忆的功能，融合文化、创意、时
尚、艺术、生活于一体，配套展览馆、文
娱设施、休闲书吧等构建城市区域公
共文化场所。

融合互动，实现文化遗产与属地社
区的公共文化中心建设。一是以大遗
址为平台，实现“遗址+社区”的深度融
合，强化基本设施公共服务属性，设置
文物陈列馆、小型图书屋、考古体验场、
文化遗产知识课堂、文娱休闲等配套设
施，构建属地社区公共文化中心。二是
加大科研或重点考古工地的开放力度，
拓展开放内容，围绕考古资源，组建科
普队伍，实现“专家+古遗址+公众”三方
面的零距离沟通，讲好考古故事，普及
文化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提高了
社区居民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增强了
公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发
挥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区域公共文
化中心的作用，通过研学、乡村遗产活
化、乡村旅游、农家乐、精品文旅等多种
方式，将区域性大遗址打造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

开拓创新，积极探索扩展文化遗产
共享方式。一是以公众为中心进行文
化遗产的活化共享探索，让考古成果和
考古资源转为公众文化资源，构建文化
遗产对话与参与平台，让公众在公共文
化中心建设中发挥中坚力量。二是树
立文化遗产公共文化品牌意识，以黄河
文化、夏文化、商文化、黄帝文化、嵩山
文化为核心，提速增质，创立郑州品牌，
向世界讲好郑州故事，将文化遗产大市
建设成遗产强市。三是发挥数字化和
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遗产活化共享中的
作用，通过数字科技对古代资源的复
原、呈现、阐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
文化遗产的内涵。同时利用数字技术、
传媒影视等媒介提升“行走郑州·读懂
最早中国”的文化认知，扩展郑州文化
遗产的影响力。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馆员、郑州文化名家）

活化共享考古资源
让文化遗产成为区域公共文化中心

□刘文科

郑州是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区，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源
丰富。近年来，郑州市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
建设为中心纲领，发掘整合郑州历史考古资源，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利用、活化共享初具规模。文化遗产作为社会公共资源，是“存在于现
在的过去”，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对其保护、阐释、活化
的理念与方式不仅是社会责任，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担当与民族精神
的象征，更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表现。通过公共文化中心的
方式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活化共享大有裨益。发挥文化遗产的考
古资源社会化与公益化、强化考古资源的公共属性，凸显其文化功能，
构建中国特色考古资源的公共空间与共享平台，让文化遗产与考古资
源成为现代社会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郑州文化遗产与考古资
源动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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