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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国宝守护人

夏田顺 ：

甘当张载守墓人
夏田顺，男，现年70岁，眉县横渠

镇万家塬村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张

载墓文物保护员。

2011年，张载墓的上一任文保员

因病去世后，夏田顺接过了守护张载

墓的工作。从那时起，他把家搬到了张

载墓前的一个小土房里，每天除了吃

饭、睡觉，他都在墓园清扫地面、擦拭

墓碑，看管墓园周围的树木，劝阻村民

在此砍柴割草，防止火灾发生。不论下

雨下雪，他从不间断晚上的巡夜。夏田

顺和妻子都算万家塬村有文化的人，

他们对张载很崇敬。这些年来给张载

扫墓的人越来越多，万家塬村的村民

也因为守着张载墓而非常注重教育，

要求子女虚心求知、择善而从。

夏田顺的平凡坚守得到了省市

县各级文物部门的一致认可，2021

年 6月，省文物局公布了首届“最美陕

西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夏田顺获得

入围奖。他说：“将来我不在了，村里

还会有人来接替我，继续为张载守墓，

我们会一代一代守下去。”

西周早期青铜器，1981 年于宝鸡市 国墓地纸
坊头 1 号墓发掘出土，通高 23.8 厘米，口径 26.8 厘米，
重 8.4 千克。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该簋为侈口卷沿，深腹平底，四耳呈十字对称分
布，高圈足。以直棱纹和乳钉纹装饰器腹的主要部位，
圈足饰龙纹，以云雷纹填地，四耳共有 24 个大小不一
的圆雕或浮雕牛头。这种以小牛首装饰的手法较为罕
见，目前也仅见于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该簋铸造工艺复杂，采用了分铸、铸接方法，是研
究古代青铜铸造技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宝鸡“周秦文化及文物保护利用”调研
■ 刘佳林

宝鸡周文化
内涵丰富  底蕴深厚

周人的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国以

德治国的思想，影响着中国历史几千

年。周文化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价值观，形成的以人为本、厚德载

物、敬德崇礼、和谐有序的思想，影响

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周

文化的道德、礼乐观念催生了儒家思

想，形成了礼治、德治、人治观念和人

伦道德思想，是孔孟儒学和张载“关

学”的渊源，是全球华人道德行为规

范和伦理体系的主要来源。

宝鸡周文化遗存丰富，遗址广布。

宝鸡的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扶风、

岐山、眉县和市区，尤以周原遗址为

最。周原遗址是周人灭商前的都邑和

西周王室宗庙所在地，岐山凤凰山遗

址是周公家族墓地，赵家台遗址为姜

太公采邑、墓葬为姜太公家族墓葬。

周原作为早期周人的都城，和西

周都城丰镐同为最重要的中心性遗

址，通过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勘探

和发掘工作，确认了周原遗址先周和

西周时期遗存的内涵，周原的考古发

掘已经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现

了凤雏、召陈、云塘等西周建筑基址

和制骨、制玉、铸铜等手工艺作坊，窖

藏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

器、甲骨刻辞，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历史价值，充分表明周原具有完善的

手工业体系、水系，是西周时期全国

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

近年来，周文化和文物得到良好

保护、有效利用。周原遗址列入《国

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

划》，《周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经省

政府颁布已实施，周原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获得国家文物局立项。编制完成

了《凤凰山遗址总体规划》《石鼓山遗

址公园规划》，出台了《周原遗址保护

管理办法》，完成了岐山三王庙古建

维修、周公庙古建维修和环境治理、

石鼓山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等文物

保护抢救工作。建成开放了周原国际

考古研究基地、周文化景区等。举办

了《青铜铸文明》《赫赫宗周万邦之

方——周原考古成果展》《旧邦新命

周道之兴》等陈列展览，成为周文化

传播窗口。石鼓山遗址、周原遗址考

古发掘等分别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举办了“戴家湾、石鼓山

与安阳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讨

会”、周原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

周文化暨周公思想文化研讨会等多

项研讨会。与央视等媒体合作拍摄了

《何尊》《汉字春秋》《青铜王朝》等专

题片并在央视播出，极大地宣传了周

文化。

目前，我市实施了周原遗址召陈

建筑基址保护展示，正在积极推进周

原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宝鸡先秦文化
历史悠久  灿烂辉煌

秦人原为周人防守西北边陲，

因讨伐西戎有功而被周宣王封为西

陲大夫，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徙而

受封诸侯，几经发展，到秦穆公时成

为“春秋五霸”之一，最终由秦始皇

统一天下，建立秦帝国。秦从西陲走

来，一路向东，在宝鸡的汧、汧渭之

会、阳平、雍城四建都城，在雍城长

达 294 年。秦人不断征战、东进，表

现出不屈不挠的拼搏、创新、开拓精

神。秦人一改周人的分封制而实行

县制，为以后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

县制奠定了基础，这是秦人在国家

体制方面的重要创新。通过“商鞅变

法”，秦人强化法制，开创了中国依

法治国之先河。

宝鸡先秦文物价值独特，遗址完

整。宝鸡先秦遗址主要有边家庄遗

址、太公庙秦公陵园、秦雍城遗址、血

池遗址等。秦雍城遗址由城址区、秦

公陵园区和国人墓葬区三部分组成，

面积 51 平方公里。经考古勘探，在陵

园区内发现了 14座分陵园，49座大、

中型墓葬和车马坑，发现的凌阴遗

址、宗庙建筑遗址等建筑基址有 20

多处，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是全国最

大的木椁墓。出土了黄肠题凑、青铜

器、陶器等文物和板瓦、筒瓦、瓦当、

砖等建筑材料。

我市先秦文化及文物保存完好。

秦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凤翔、陇县、

陈仓等县区。先后开展了陇县边家庄

考古发掘、凤翔秦雍城遗址调查与发

掘、陈仓太公庙秦公陵园调查、血池

遗址调查与发掘、秦雍城遗址豆腐村

建筑遗址考古发掘等，基本摸清了宝

鸡秦文化的遗存，特别是秦雍城遗址

的面貌和构成。《秦雍城遗址保护总

体规划》通过省政府颁布实施，秦雍

城遗址被列为省级文化遗址公园。积

极争取中省资金，实施了秦公一号大

墓及陪葬车马坑保护大棚、秦公一号

大墓及陪葬车马坑坑壁保护、雍城秦

公陵园安全防护系统等重点工程。中

华石鼓园（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先秦

陵园博物馆、凤翔区博物馆成为展示

秦文化的重要场所。

目前正在积极实施秦雍城省级

文化遗址公园建设、秦雍城博物馆建

设等，按照市上统一安排，开展秦雍

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周秦文化及文物保护利用
解决“六个缺乏”  做到“六个坚持”

我市周秦文化及文物保护利用

工作，必须切实遵循“全面保护、核

心引领、项目支撑、片区展示、融合发

展”的总体思路，深入挖掘周礼、秦制

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推

动周秦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准确把握周文化与秦文化的关

系、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项目与规划

的关系、考古与展示的关系, 真正让

周秦文化“热”起来、让周秦文物“活”

起来，让“看中国，来宝鸡”成为更多

人的选择。

着眼解决规划设计缺乏系统

化思维，坚持高起点规划, 做好周

秦文化顶层设计。一是做好周秦文

化顶层设计规划编制。以打造国家

记忆工程，建设周秦文化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为目标，对周秦文化

资源进行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

的梳理，做好周文化挖掘传承利用

的顶层设计，编制周秦文化研究保

护、传承利用的总体规划，对建设

重点、建设内容、布局等进行控制，

避免重复性建设、同质化竞争。二

是加强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以周原

遗址、秦雍城遗址为重点，做好《周

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秦雍

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血池

遗址保护规划》等规划编制评审工

作。三是加强项目的文化策划。对

文物保护利用项目，要广泛听取专

家的意见建议，先进行文化策划，

在策划的基础上编制规划和方案，

确保项目科学、规范，符合我市周

秦文化总体规划。

着眼解决资源开发缺乏统一性

标识，坚持深层次挖掘，塑造周秦文化

标识符号。一是聘请专家团队，对我市

周秦文化元素进行深入挖掘提炼，明

确独具特色的统一宣传标识、宣传口

号，切实加强产权保护，不断推进品牌

建设，着力提升周秦文化的影响力。二

是组织开展周秦文化研究。举办周秦

文化学术研讨会、周公思想研讨会、

非遗文化研讨会等，进一步揭示周秦

文化的内涵。通过课题研究，将文物资

源、非遗文化转化为周秦文化利用项

目。三是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联合省考

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

构继续开展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考

古发掘，借助考古发掘进行宣传，持续

推进我市周秦文化的热度。四是加强

报告编写。组织开展文物资料整理，让

资料公开，实现全社会共享，助推周秦

文化研究和利用。

着眼解决保护利用缺乏大项目

支撑，坚持多维度开发, 打造周秦文

化示范园区。一是依托大遗址保护

实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加快实施周

原遗址凤雏建筑基址、秦雍城马家庄

宗庙遗址、凌阴遗址、周公庙古建维

修等文物保护工程。二是加强文物利

用工作。建设周原博物院、秦雍城博

物馆，突显周秦文化特色，着力打造

国家记忆工程。三是推进品质提升工

程。对钓鱼台、凤凰山等进行环境提

升、文化提升，改造提升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陈展，完善先秦陵园博物馆展

示。在我市建成以周原遗址、秦雍城

遗址为核心的周秦文化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在全市形成一条由周原遗

址、凤凰山遗址（周公庙）、秦雍城遗

址、钓鱼台、中华石鼓园（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相连的周秦历史文化长廊，

让周秦文化有效转化为我市全面发

展的软实力，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着眼解决文化包装缺乏品牌化

理念，坚持广角度包装, 加快周秦文

化“申遗”步伐。成立由国家、省、市级

专家组成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专家组，负责为我市“申遗”工作提供

业务和技术支持。聘请专业机构编制

周原遗址秦雍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文本、周原遗址秦雍城

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

划，明确“申遗”的标准，按规划推进

“申遗”工作开展。对照“申遗”标准，

加快推进遗址公园建设，按照“一院

多馆”的原则，对周原遗址、秦雍城遗

址文物资源、服务设施进行整合和综

合设计，将周秦文化符号、文化元素

和遗址风格整体规划、统一设计、统

一包装，打造成主题突出、特色鲜明

的“龙头”文化景区，确保“申遗”早日

成功。

着眼解决文化产业缺乏社会化

运营，坚持创新性发展，实施周秦文

化记忆工程。遵循文化遗产事业国家

保护为主、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在

符合文物保护法规的前提下，积极推

进文物利用活化，将遗址公园中的功

能服务区、历史文化体验游憩区域等

交由有意向投资文旅事业的企业开

发建设，对文物保护项目，在确保国

家文物所有权的情况下，吸引社会资

本进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打造国

家记忆工程；组织开展研学游、大众

考古体验，开发周秦文化音像和文创

产品，创作常态化实景演出，实现周

秦文化与观众的零距离接触。同时，

积极做好市县财政支持。

着眼解决机构人员缺乏科学化

管理，坚持全方位加强，增强周秦文

化管理力量。一是整合周原遗址管

理机构。对周原遗址管理机构进行

整合，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统筹协

调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统一负

责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周原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点工作开

展。二是整合市区文物资源。将市区

金台、渭滨、陈仓博物馆整合到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做大做强青铜器博

物院和青铜器品牌。三是加强文物

队伍建设。增强县区文物行政单位

力量，加大扶风、岐山、眉县等文物

大县文物局工作力量，专门负责本

区域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增加基层

文物单位工作力量，建立专业人才

绿色通道和柔性人才引进等机制，

将对口专业人才不断充实到文物单

位。每年在西北大学或陕师大对各

级文物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地进

行岗位轮训，培养既懂文博业务，又

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文博动态
●日前，市文物局党组召开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七中
全会、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一
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关于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有关要求。

●日前，市文物局召开作风建
设专项行动工作会，对作风建设专

项行动、清廉宝鸡建设、强化约束
激励推动作风建设以及机关效能、
基层减负专项治理等重点工作进
行安排。

●近日，市文物局系统召开李
新玲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警
示教育大会。

宝
鸡
之
宝

两当兵变策源地旧址

1930 年 2 月，习仲勋到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做
兵运工作，1931 年冬，该营移防凤县，习仲勋在凤州城
模范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家建立秘密集会地点，研究革
命工作。

刘家老宅就是现在的“两当兵变”策源地旧址，这是
一座晚清风格的砖土木结构四合院建筑，院落东西长约
30 米、南北宽约 20 米，面积约 600 平方米，院内保留的生
产生活器具，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

2018 年 7 月，“两当兵变”策源地旧址被公布为陕西
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赵栋）

四耳簋

探源中华文明塑造文化品牌

2022 年 5 月 27 日，习 近 平 总

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

明确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的政

治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紧迫的现

实意义，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明了

方向。宝鸡是周秦王朝发祥地，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宝鸡周秦文化分为

周文化和先秦文化，周文化作为礼制

先驱，形成了以德治国理念和儒家文

化思想 ；先秦文化开创法制先河，形

成了依法治国理念及改革图强思想。

两个文化奠定了绵延数千年中华文

明的基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