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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1月 1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
请示报告》，要求各省区市分别情况进行一次文物普查或文物复查工作，史称第
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二普”）。至1989年底，除个别省份外，查明全国共有石
窟寺、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古生物化石、近现代史迹等不可移动文物
34万余处。相较于“一普”，“二普”比较全面地对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进行了
摸底，虽然受条件限制仍有不足，但其普查成果编研利用广度与深度具有开拓性
和创新性，应用方式多元、影响深远。

根据“二普”成果重新公布原有文物保护单位

不同于此前的“一普”和此后的“三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加强文物
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在“二普”基础上，首要工作是对于原已公布的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经过调整和补充后重新公布。据不完全统计，“二普”前期相关省市
重新公布省保单位近千处，择要举例如下：1981年4月，浙江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
103处；同年9月，甘肃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228处，安徽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102
处。1982年7月，天津市重新公布市保单位35处，河北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304处。
1983年10月，湖南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154处；同年，黑龙江省重新公布省保单位
34处。此项工作初步探索建立了已灭失或损毁文物保护单位的退出机制，在实践
中以省保单位为主体，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承上启下、正本清源的意义。

根据“二普”成果核定公布新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至1990年，国家及各省根据“二普”成果持续核定公布新文物保护单
位。1982年和1988年，国务院公布第二、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320处。这
一时期，有20个省区市陆续分批次公布省（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1696处。分
年列举如下：1981年（吉林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35处、湖北省公布第二批省保
单位52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布第二批区保单位86处）；1983年（云南省公布第
二批省保单位 33处、吉林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 9处）；1984年（北京市公布第
三批市保单位111处）；1985年（福建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58处、上海市公布市
保单位 3处和抗日纪念地 1处）；1986年（山西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 180处、河
南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274处、黑龙江省公布第二批省保单位54处、天津市公
布第二批市保单位24处、内蒙古自治区公布第二批区保单位33处）；1987年（吉
林省公布第四批省保单位27处、上海市公布第四批市保单位11处和革命纪念地
6处、云南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 61处、江西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 140处）；
198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布第二批区保单位 22处、青海省公布第五批省保单
位49处）；1989年（广东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106处、安徽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
位 46 处、浙江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 118 处、辽宁省公布第四批省保单位 99
处）；1990年（黑龙江省公布第三批省保单位 32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布第三
批区保单位33处）。“二普”结束后，有的省份仍继续根据普查成果核定公布省保
单位。国家文物局老领导黄景略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各省当年公布的省保单位
大部分都是“二普”成果。

根据“二普”成果编纂地方各级文物志

1981年2月28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北京召开各省区市文物文化局长
会议，安排文物普查和文物志编写工作；将“二普”与文物志编纂同部署、同落实，
这是“二普”成果转化应用又一重要方式和鲜明特点。中国传统方志大多将文物
资料放在古迹、寺庙、金石等门类纲目中记叙，除金石录之外，不可移动文物鲜有
专志收录。“二普”启动后，基层文物工作者纷纷表示，文物普查本身是极为重要
的科学研究工作，普查成果对于新修县志、文物志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编写出
版文物志关系到“二普”成果能否巩固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物
志为检索对象，入志不可移动文物资料以1981年为上限、1990年为下限（个别放
宽至 20世纪 90年代初），满足检索条件的文物志最早出版于 1982年、最晚出版
于2006年，时间跨度25年；共计省级文物志9部、市州级文物志38部、县区级文
物志69部，分地理区域列举如下。

华北地区：河北省（1 市 1 县）、内蒙古自治区（1 县）；东北地区：辽宁省（1
市）、吉林省（省本级及 9市 34县区）、黑龙江省（省本级及 2县）；华东地区：江苏
省（省本级及2市1县）、山东省（省本级及2市1区）、浙江省（1市1县）、安徽省（1
市 1地区 5县）、江西省（3县）、福建省（1市）；中南地区：河南省（省本级及 3市 2
县）、湖北省（省本级及1市）、湖南省（1市1地区）、广东省（1市1区1县）、海南省
（1市2县）；西南地区：四川省（省本级及2市2县）、贵州省（1市1地区3州3县）、
云南省（2区）、西藏自治区（1市3县）；西北地区：陕西省（省本级及2县）、甘肃省
（2市1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县）。以上百余部文物志属于血统比较纯正的“二
普”成果应用于文物志编纂的实例。另有部分县市区虽完成文物志初稿但未能出
版或印行。全国第二轮修志期间和“三普”启动前出版的若干省市级《文物志》以

“二普”成果为基础资料，同时收录“二普”后新见文物考古成果，入志资料下限延
伸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特例如《甘肃省志·文物志》属于一二轮
合修，入志资料下限延伸至2010年。

基于“二普”成果编纂出版的首轮文物志产生较大影响，如香港学者王煜曾
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物志发表书评称：“此地方志翔实流畅，不单裨益地
理学家或贵州人，任何有心人阅读都不会后悔。书尾附录文物存目一览表，注明
历史沿革及现状，又录黔东南州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方便查考”。结合“二普”开展
的文物志编纂工作，既是新中国首轮修志的组成部分，也为整理保存和编研利用

“二普”成果提供了适宜载体，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弘扬。

根据“二普”成果编辑出版文物地图集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文物普查特别是“二普”规模大、时间长、调查内容广泛，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系统整理和科学总结历次文物调查成果，国家文物局
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简称文物地图集）。此项工作是名副其实的
世纪工程，从最早出版的广东分册到最晚出版的广西分册，时间跨度长达32年；其
中辽宁、四川分册编辑出版历时20余年、山西分册编辑出版历时19年、湖北分册
编辑出版历时14年、湖南分册编辑出版历时13年、陕西分册编辑出版历时12年。

前期出版之文物地图集集中体现了“二普”成果，如广东分册（1989年）、河
南分册（1991年）、吉林分册（1993年）、青海分册（1996年）、湖南分册（1997年）、
陕西分册（1998年）。后期出版之文物地图集除以“二普”成果为基础外，还大量
吸纳“二普”后新见文物考古资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省区市历次文物普查、专
项文物调查、重大考古发现成果集大成者。2001年至 2010年期间出版之文物地
图集有云南分册、天津分册、湖北分册、内蒙古分册、山西分册、福建分册、北京分
册、山东分册、江苏分册、辽宁分册、浙江分册、四川分册、重庆分册、宁夏分册、西
藏分册；2011年至2021年期间出版之文物地图集有甘肃分册、新疆分册、河北分
册、安徽分册、黑龙江分册、上海分册、广西分册。

文物地图集的编辑出版，使文物普查成果进入“读图”时代，有助于简洁直观
呈现各省区市不可移动文物分布、种类、级别、时代等要素。文物地图集代表了同
时代纸质图书和测绘产品较高水平，如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之湖北分册获2003
年陕西省测绘优质产品奖；广东分册获 1989年广东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此项工
作促进了新技术运用推广，如福建分册文物分布图组设计与编制运用了GIS技
术、数据库技术和数字印刷技术最新成果；江苏分册通过定制文物分类代码，实
现文物对象自动上图和符号、位置、颜色、名称一次性自动展绘及文物记录索引
自动生成；湖北分册利用Macintosh地图生产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和成果输出，继
承和发扬了传统地图学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

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曾定于1985年基本完成“二普”、1988年基本完成文物志
编纂。但随着主客观环境变化，“二普”至20世纪80年代末方告结束，其普查成果
转化应用跨度更长达40年，成为涵盖文物保护管理、地方志编纂、地图生产等领
域的宏大系统工程。其意义在于：一是通过重新公布原有文物保护单位，为改革
开放初期全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正规化、科学化、法治化奠定了必要基
础。二是通过配套的文物志编纂出版工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地方志理论体
系与实践经验，具有存史资政育人之功。三是通过文物地图集的编辑出版，见证
了从手工操作到数字化生产的时代变迁，推进了中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加工和
地图生产技术的变革与进步。

就普查成果转化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二普”颇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
感，堪称“一次普查，成果共享，多方受益，影响深远”的典范。随着“四普”全面启
动，普查成果除了将在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
源大数据库和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亦将为全国
第三轮修志特别是各地《文物志》续修，以及未来文物地图集修订再版提供更为
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实现文物普查效益的最大化。

第
二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成
果
的
应
用
及
意
义

史
勇

对于第二十届（2022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
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以下简称“十大
精品”），诸多专家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精彩
点 评 与 总 结 ，真 知 灼 见 ，大 有 裨 益 。本 文 仅
从数字角度，对 27 个入围终评的境内展览项
目做一个简单梳理。数据来源为各项目申报
材料。
一、常设展览与临时展览（个）

入围终评的 27 个展览项目中，常设展览
16 个 ，临 时 展 览 11 个 ，比 例 约 为 3∶2；获 得

“十大精品”的展览项目中，常设展览 8 个，
临时展览 2 个，比例为 4∶1。常设展览完胜临
时展览。

常设展览的质量，明显高于临时展览。当
然，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分
析，常设展览一般都比临时展览用心要多、用
力要大。后面我们还会从不同角度再次说明
这个问题。
二、题材分布（个）

从题材看，历史文化类展览依然占据较大优
势。入围项目表现得更为明显。

本届最大遗憾是自然科技类展览申报数量过
少，仅仅4个，且均未能入围终评。

自然科技类展览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展览
题材，但近几届申报数量都比较少，进入终评
的自然更少。希望随着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
设，能让大家对自然科技类题材展览给予更
多关注。
三、行政隶属关系分布（个）

无论入围终评的展览项目还是获得“十大
精品”的展览项目，地县级博物馆均占据半壁江
山，这反映出地县级博物馆展览水平进步明显。
这也是本届活动的一大惊喜。正如本届评委所
说，博物馆展览水平正在整体迈上高质量发展
的新台阶。
四、博物馆等级分布（个）

无论入围终评的展览项目还是获得“十大精
品”的展览项目，国家一级博物馆数量都占有绝对
优势，说明一级博物馆的整体实力不容置疑。“十
大精品”项目中有3个是无级别博物馆，但这3个都
是新建馆，尚未参加定级，其实力不可小觑。从中可
以看出，博物馆的级差比较明显，低级别博物馆想
逆袭并不容易。
五、地区分布（个）

整体看，各个地区都有项目入围，华东、中南
地区优势明显。“十大精品”项目中，东中西部均
有，华东地区小有优势。但西南地区，入围4个，却

无一斩获，应该说比较遗憾。
六、经费使用
1.总造价

入围项目中，投资过亿的，只有 1 个，为 1.5
亿；1 千万以上的，有 16 个；1 千万以下的，有 11
个，其中100万以下的，仅有1个。

“十大精品”项目中，5000万以上的有6个；1000
万以下的有3个；2个临展项目，均在500万以下。

投资最多的，并没有获得“十大精品”。
2个临时展览，从经费使用角度看，无论总造

价还是单价，都是最低的。
2 个县级馆，总投入一个 5000 多万元，一个

2000多万元，单价一个9000多元，一个8000多元，
作为常设展览，中规中矩。但对于县级馆来说，这
种投入也是巨大的，对于大多数县级馆来说，估计
是难以企及的。
2.单价

整体看，单价分布比较均衡。入围项目每平方
米平均造价为 0.93 万元。其中常设展览平均为
1.13万元，临时展览平均为0.22万元。临展与常设
展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十大精品”项目每平方米平均造价 1.04 万
元，其中常设展览平均 1.16 万元，临时展览平均
0.14万元。差距更加明显。

入围项目中单价最高的，并没有获得“十大精
品”。

“十大精品”项目单价最低的 2 个展览，都
是临时展览，一个每平方米 3000 多元（王者归
来），一个仅 680元（和合中国）。8个常设展览中，
单价超过 1 万元的有 5 个，有 2 个接近 1 万元，另
一个不到 5000元，总体看，入围项目每平方米造
价基本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单价仅 680元
的项目能获得“十大精品”，也说明好展览不一
定要有大投入。
七、展品数量

入围项目中，展品数量超过1000件的，有9个
项目，其中2个项目超过了4000件。平均展品数量
超过1000件。

“十大精品”项目中，1000 件以上的，有 4 个
项目。展品数量最多的，达到 4891 件（陕西考古
博物馆基本陈列）。本届展览平均展品数量超过
1200件。

从每延米展线看，入围项目中，每延米展品数
量平均为 1.5件；“十大精品”项目中，每延米展品
数量平均为1.8件。

无论从展品总数讲还是从每延米展线数
量看，本届入围项目的展品数量都维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上。反映出“让文物活起来”以
后，博物馆对文物资源的发掘利用有了很大
提升。
八、展览面积
1.总面积

入围项目中，展览面积在 2000—5000平方米
的项目，占到了大多数。1000平方米以下有2个项
目，均为临时展览。展览面积最大为 8700平方米
（西藏博物馆基本陈列），最小为600平方米（色如
天相 器传千秋）。

“十大精品”项目均超过了1000平方米。展览
面积最大为5938平方米（南国烽烟举红旗），展览
面积最小为1295平方米（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细菌
战罪证陈列），均为常设。2个临时展览，一个3738
平方米（和合中国），一个1400平方米（王者归来）。
2.平均面积（平方米）

入围展览平均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常设展
览超过4000平方米。总体看规模比较大。“十大精
品”项目平均值超过了入围项目，应该只是一种巧合。
九、展线长度
1.总长度

入围项目中，展线长度大于300米的有23个，
小于300米的有4个。“十大精品”项目中，均高于300
米。随着博物馆展览内容的不断丰富，展厅面积和
展线长度也随之出现了变大变长的趋势，增加了
观众“博物馆疲劳”现象的发生，应该予以关注。
2.平均长度（米）

入围项目中，展线长度最大为2231米（西藏博物
馆基本陈列），最小为193米（色如天相 器传千秋）。

“十大精品”项目中，展线长度最大为1236米
（郑州商代都城文明展），最小为207米（侵华日军
第一〇〇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2个临时展览一
个 387米（和合中国）、一个 400米（王者归来）。

从展线长度也能看出，本届境内获奖展览规
模比较大，但是小展览也不是没有机会。
十、观众人数
1.总人数

2.平均人数（万人）

入围项目中，最多的2个项目约86万人（纯粹
江南技忆苏州 86 万人，新疆历史文物展 85.8 万
人），最少的2个项目约9万人（侵华日军第一〇〇
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 9.6 万人、青海历史文物展
8.7万人），且都是常设展。

“十大精品”项目中，最多的为 86 万人（同
上），最少的是 9.6万人（同上），也都是常设展。2
个临时展览，一个11万人，一个14.2万人。

各展览观众人数差异比较大，这是多种因素
造成的。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本文用10组数字，对第二十届“十大精品”推
介活动中 27项境内展览入围项目做了一点简单
统计，对这些数字，见仁见智，本文自无须赘言。

（海粤）

入围

十大

常设展览

16

8

临时展览

11

2

入围

十大

历史文化

19

6

艺术

3

0

纪念

5

4

自然科技

0

0

入围

十大

中央

1

1

省级

12

4

地级

12

3

县级

2

2

其他

0

0

入围

十大

一级

18

5

二级

3

2

三级

1

0

无级别

5

3

入围

十大

华北

1

1

东北

2

2

华东

8

3

中南

8

2

西南

4

0

西北

4

2

入围

十大

平均

3208

4246

常设

4235

4665

临时

1712

2569

入围

十大

平均

667

720

常设

900

640

临时

328

393

入围

十大

平均

32.7

35.5

常设

35.8

41.3

临时

28.3

12.6

数 读“ 十 大 ”

“触摸”金坛三星村历史、与研究专家面对面、
现场体验考古发掘工作……自2023年10月起，江苏
常州博物馆整合多方教育资源，创新开展集趣味
性、互动性、体验性于一体的社会教育活动，将博物
馆与公众的生活紧密连接，在满足人们高品质文化
需求的同时，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特色活动掀起“常博变身”

2023年 9月 24日，常州博物馆（以下简称“常
博”）年度秋季大展“三星眩耀——金坛三星村遗
址特展”开幕，作为 2023年常州中吴文化艺术节
的重点展览，汇集了来自常州博物馆、常州市金
坛区博物馆的馆藏精品 300多件，是三星村遗址
出土文物首次最为全面和集中的展示。

特展用静态的方式传播信息，公益讲座则以
动态的讲解延伸特展的知识和文化。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进程？不同学者对于文明
起源的模式有什么见解？考古工作者在常州发现
了什么，这些考古出土的件件珍品以实物资料展
现出常州地区怎样的历史画卷，它们在中国考古
学研究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带着这些疑问，常博
在 2023年 10月和 11月分别开展两场“常博大讲
堂”公益讲座，围绕“三星村遗址与文明探源”和

“寻‘常’之路‘铲’释文明 ”两大主题，带领观众
触摸常州的历史文脉、领略“三星眩耀”主题特展
的魅力，感受文明探源的目的和意义。

当博物馆将“物”与“人”实现连接与互动，馆
藏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人文信息开始以别样新意
传达到人的大脑中。在“三星眩耀”特展厅，志愿
者推着流动小车化身“三星村遗址守护人”，开展

“智造三星村”展厅流动课堂，透过现代科技视
角，通过知识讲解、道具演示、头脑风暴等多种形
式，引导观众一窥先民们的智慧生活。

“遥想三星村”作为常设体验活动，利用集
章、拼图、拓印、陶艺制作等多项原创设计体验项
目，让观众直观了解金坛三星村出土文物的纹
饰、形制以及功用，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

沉浸式观演从“看景”到“入景”

远古时期的金坛三星村，草木茂盛、水网如
织，有一群勤劳勇敢的人们在这里过着相对稳定
的农业生活，他们采集、种植、打猎、捕鱼，制造各
种工具，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六千年来，斗转星
移，沧海桑田，但我们对文明溯源的脚步从未停
止……在“三星眩耀”展厅中，关于这个部族的故
事也正在上演……

“消失的石钺”沉浸式小剧场由常州博物馆、
常州市荆川小学（市教科院附属小学）合力打造，
演员均来自常州市荆川小学。剧目以部落的勇士
们寻找石钺为线索展开，通过师生的倾情演绎，
呈现六千多年前三星村先民们的生活画卷。

镜头转向常博志愿者团队，他们演绎的是另
一个故事。博物馆讲解员坐上时光隧道机，穿梭
回6000多年前的三星村聚落，与聚落中的巫眩、
耀等相识，并在巫眩的带领下深入了解三星村先
民们的生产生活。对于观众来说，这样沉浸式的演
出对于更深入地理解展览内容、更直观地了解史
前人类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来自江苏理工
学院的李浩宇表示，这种表演对文物的保护和宣
传都十分有益，看完之后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沉浸式情景剧的定期上演，不仅让演员和观
众的空间界限被打破，这种“故事演绎+沉浸式体

验”的形式，还让观众随着主人公的情绪变化而
变化，时空穿越感扑面而来，而“三星眩耀”主题
特展则被巧妙融合在剧目中，展陈的文物构建起
叙述性、多元化的演示情景和特色空间，让观众
不止于“看景”，还亲身“入景”。

“活”用文物“破”知识格局

“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文物是怎么被挖
掘出来的？”“文物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

为回答观众的诸多疑问，常州博物馆面向公
众开展“文物保护说”普法宣讲活动。活动依托宣
讲志愿者团队，深入挖掘常州考古和常博特色馆
藏的动人故事，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的法律知识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故事中了解
国家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和普通公众在日常生
活中保护文物的正确做法。活动设计四款特色徽
章，有效吸引观众参与打卡。活动以其厚重、鲜明
的文化底色，将文物保护的内涵说透了、方法说
清了、外延讲活了。截至2023年11月底，常博已为
常州市武进区成章小学、常州工学院等29批次观
众提供面对面宣讲，惠及观众千余人。

提及“馆校合作”，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成为博
物馆实现社会教育功能的一种形式，以“三星眩
耀”主题特展为契机，常博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
与学校教育需求的有机衔接。比如，常博与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开放大学联合开展“常
州地域文明探源”馆校合作研究性学习项目，开
发一系列立德启智、特色鲜明的公众考古精品线
路和研究性学习课程，深入发掘和系统阐释常州
地域文明的内涵和价值，帮助学生建立起完整知
识框架，充分发挥博物馆实践育人作用。

让文物“说话”，借考古“通今”，观众们在互
动体验中追寻文明的“源”，在发现探索中触摸文
明的“流”。常博教育活动不断“蹚”出的新路子，
不仅丰富了公众的历史文化滋养，也在激活文物
新的生命力。下一步，常博还将陆续推出丰富多
彩的教育活动，期待公众解锁惊喜。

常博以“星探”模式“蹚”出社教新路子
程颖 姚律

志愿者化身“三星村遗址守护人”与观众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