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郑珂

7月14日，由文化和
旅游部艺术司、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聊城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3第二届黄河流域戏
曲演出季在山东聊城拉
开帷幕。

开幕式上，文化和
旅游部艺术司司长明文
军在致辞中表示，举办
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
是对促进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广大
戏曲工作者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坚持“二为”方向、“双
百”方针，坚定文化自
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努力以精湛的艺
术、优秀的作品讲好黄
河故事、彰显民族精神、
传播中国价值，立足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致力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为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厅长王磊表示，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山东戏曲历史悠久，焕发着
时代光辉。山东戏曲传承工作扎实，发
展成果丰硕，近年来，持续推出了京剧

《燕翼堂》、柳子戏《老青天》、吕剧《一
号村台》等一批享誉全国的精品剧目，

“好戏山东”艺术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希望通过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平
台，与沿黄各兄弟省份更好开展艺术
交流互鉴，更好实现黄河文化合作交
融，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
食粮，共同奏响新时代新征程“黄河大
合唱”的美妙乐章。

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
山东省专场演出第一场暨京剧专场，
来自滨州、青岛、济南、烟台、淄博和省
京剧院的8名中青年演员同台竞技展
风采。据了解，本届演出季将持续到7月
25日，演出期间还设立了“优秀剧本(剧
目)改稿会”活动，遴选出10部2022年以
来首次公演或尚未公演的、基础好、有
潜力的大型戏曲剧目或剧本，组织专家
进行深入分析、精准指导，帮助剧作者
和排演院团修改提升，推动中青年主创
加速成长，提高基层院团创作演出能
力，努力为基层戏曲院团打磨一批立得
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记者 张九龙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迎来重磅考古展览

7月11日，全国考古工作会在济南召
开。会议全面回顾“十三五”以来我国考古
工作的发展成就，提出新时代中国考古工
作的总思路、总目标，为全面实现中国考
古学科和考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总体部署，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国家文物局有关司
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门和考
古单位、高校代表、专家代表参加会议。

此次五年一度的全国考古工作会放
在山东举行，显示出国家文物局对山东相
关工作的认可和关怀。近年来，山东坚持
统筹文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贯彻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以实施文物保护利
用“十大工程”为抓手，全力推进山东文物
事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工作走在全国前
列，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
文化“两创”新标杆、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高规格召开全
省文物工作会议、将文物安全工作纳入省
级政府考核评价体系、省、市、县三级文物
考古机构增编扩岗、出台文物地方性法
规、开展遥感执法监测等工作，得到了社
会各界高度评价。

以这次工作会为契机，国家文物局与
山东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
进一步加强协作，在推动山东建设世界一
流考古机构、共建国家区域文物鉴定中
心、夯实文物资源管理基础、实施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提升工程、推动博物馆改
革发展、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推动文
物学科和文博科研队伍建设、深度参与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等方面形成合力。

与此同时，山东人民还迎来了一场考
古领域的重磅展览。7月10日，由国家文物
局指导，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
物局)主办，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
博物馆承办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
展———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在

山东博物馆开幕。该展览聚焦中华文明起
源和早期国家诞生的关键阶段、重点地
域，涵盖了山东、河南、湖北等8省31处遗
址的335件(套)文物，以“文明肇始”“变革
融汇”“万流归宗”三个单元，重点描绘早
期中国文明的历史样貌，展示“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的最新进展。

这次展览中，有18处遗址曾入选不同
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谓含金
量满满。三星堆铜人面具、良渚玉琮、石家
河小陶人……曾经散布在全国多个文博
机构的一批“网红”文物，这次在山东博物
馆就能一站看个够。展览为期3个月，地点
在山东博物馆1楼的5号展厅，喜欢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

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山东元素频获点赞

全国考古工作会前夕，中华文明起源
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水下考古论坛、
城市建设与城市考古沙龙暨城市考古联
盟成立会议、“深度融合·创新引领”科技
考古论坛等四个学术论坛在济南同步举
行。来自全国考古行业的专家学者相聚山
东，带来许多前沿研究成果。

山东是文物大省，有泰山、曲阜“三
孔”、齐长城、大运河4处世界文化遗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6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1968处，居全国第一；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近1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登录国
家数据库3 . 35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登录
286万余件/套，居全国第三；山东是革命
老区，已公布两批革命文物名录，认定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1040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19433件/套，居全国前列；石窟寺(含摩崖
造像)183处，摩崖石刻、石雕、碑刻等石刻
类不可移动文物1 . 2万余处；盐业遗址、古
港口码头、海防设施、沉船沉舰等分布密
集；各类博物馆735家，六项主要指标均居
全国第一。山东还拥有国家、省级历史文
化名城各10座。

作为东道主，四个学术论坛中都能看
到不少山东元素。比如中华文明起源与早
期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孙波就介绍了海岱地区文明化

进程研究项目的阶段性进展和研究认识，
指出山东境内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后
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
化，以及夏、商、周三代以来文化，构成文
化谱系完整、文脉传承、高潮迭起的发展
链条，成为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
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佐证。与会
专家学者展开座谈研讨，对“海岱考古”既
有工作及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

不仅如此，“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
展———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涉
及海岱地区的文物材料也最为丰富。比如
焦家、岗上、城子崖、桐林等遗址的考古发
掘成果，都可以看到。“这次展示的一些新
的材料，应该代表了山东地区或海岱地区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或者早期发
展阶段，在全国的地位、水平。我们和良渚
文化相比，和中原仰韶文化相比各有特
色，水平也是很高的。”山东大学教授栾丰
实说。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还专程参观了
山东博物馆“海岱日新——— 山东历史文化
陈列”。该展览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展线
1200米，包含山东出土和传世的2000余件
文物精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
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把
五个展厅从头到尾都仔细地看了一遍，时
不时地拿出手机拍照。专家们普遍表示，
该展突出了馆藏文物特色、体现了最新学
术研究成果，通过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实
现了展览信息的多样化传达，无论是展览
内容还是展览形式都让人耳目一新。

这些学术交流活动，让来自全国的专
家学者切实感受到了山东在中华文明的
谱系中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
发展脉络，有助于让更多学者关注海岱考
古，促进海岱考古走向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期刊《海岱考古》
近日也正式创刊了。这份期刊主管单位为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单位为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出版单位为《海岱考古》
编辑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设机构)，
将侧重刊发海岱考古及文物研究成果。有
了这个专业的海岱考古学术交流平台，将
更好地展示山东考古和文物工作的新发
现、新成就，促进山东考古高质量发展。

密切往来交流，“海岱考古”品牌更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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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最近，山东再次成为考古学界的焦点。除了五年一度的全国
考古工作会在济南召开外，四个考古学术论坛、“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研究成果展”也齐聚山东，山东省还与国家文物局签署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战略合
作协议。以系列活动为契机，山东将更好地擦亮“海岱考古”品牌，讲好文化“两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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