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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女尸解

剖为科学研究提供丰富资料、漆
器脱水研究获新突破、发现最早
织入纺织品的吉祥语文字……
马王堆出土文物保护、研究、利用
等成果迭出，不断走向深入。

“马王堆让更多人更深入地
了解汉代文化，向世界展示了源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湖南博物院
副研究馆员王卉说，“虽然完成考
古发掘已经 50 年，但还有太多奥
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强国建
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文化自信日益彰
显。马王堆研究迎来“黄金时代”。

记者了解到，湖南博物院与
中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合作，
围绕古尸、简帛文献、漆器、纺织
品等马王堆出土文物进行研究，
取得多个突破性进展——首次将
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集中整理出
版，首次对马王堆汉墓漆木器进

行科学整理和综合研究……
“我们正在对马王堆出土纺

织品进行第一次全面整理，加强
科技检测。”喻燕姣透露，在今夏
举办的马王堆汉墓发掘50周年国
际学术会议上，《马王堆一号汉墓
纺织品》三卷本研究成果将面世。

2022 年，湖南博物院国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成立，成为
湖南省文博行业第一家国家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马王堆汉墓发掘是中国考
古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89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王世民说，“我们正处在文物考
古事业最好的时期，听说马王堆
丝织品研究有了新突破，我相信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新气象。”

记者了解，对马王堆的研究
超越了国界。

在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
室，有一个马王堆汉代文化艺术
研究组。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

从事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研究工
作的有近3000人。

“在全球视野中，马王堆文化
遗产是一座巅峰，不仅增强了世
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也促
进了东西方在考古、艺术研究方
面的交流。”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
验室主任汪悦进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
丰富。一个月后，“彼美人兮——
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将登场
湖南博物院，一场跨越时空的东
西文明的对话，将在古城长沙拉
开帷幕。

意大利策展人芭芭拉说：“我
们相距遥远，文化是帮助我们了
解彼此的最好方式。”

斗转星移，山河为证——
两千年前的文化奥秘，蕴藏着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卓越智慧，对
马王堆汉墓高质量的发掘，彰显了
一个文明古国赓续文脉、实现民族
伟大复兴的自觉与自信。

重塑“诗和远方”走出特色之路
——我国旅游发展驶上快车道

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引领我国旅游业加速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从推进旅游为民，到实施旅游带动；从推动文旅融合，到促进交流互鉴，旅游正不断发挥为民、富民、利民、乐民的积极作

用，日益成为具有显著特色的幸福产业。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亿人
次，同比增长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
费 1668.9亿元，同比增长 12.7%——数
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游
还是“顶流”。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
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
人们用动感的身影证明：旅游已是小
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我国加大
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力度，旅游景区数
量不断增加，类型更加多元，市场规模
增长，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目前，全国已建成 A 级旅游景区
1.57万家，其中 5A级旅游景区 339家。
旅游景区类型从传统的自然山水、人文
古迹，逐步拓展至乡村、冰雪、红色、主
题公园等，产品体系更加完备，更好满
足广大游客观光、休闲、度假，以及研
学、教育等多层次立体化的需求。

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关心
“好不好、满意不满意”的问题。

激发群众旅游热情，有关部门强
化旅游宣传推广，举办消费促进活动，
组织“中国旅游日”“旅游中国 美好生
活”“文明旅游 美丽中国”等活动，推

出系列促消费、惠民生举措，推动旅游
消费持续升温。

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我国建
设旅游服务中心3500多个，新建、改扩
建旅游厕所 15 万座，完善旅游便民设
施，发展智慧旅游，倡导文明旅游，让
群众出游更方便。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
部门持续推进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
务、“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整治行动，建
立常态化暗访评估机制，在重要时间
节点专题部署各地加强执法检查，让
群众出游更放心。

今年以来，“尔滨”旅游火热“出
圈”：春节假期8天，哈尔滨市累计接待
游 客 1009 万 人 次 ，日 均 同 比 增 长
81.7%；旅游总收入164亿元，按可比口
径同比增长235.4%。

亮眼的数字，展现出旅游业在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强大的带动作用。
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

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带动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城乡环

境改善和相关产业发展。1597个乡村
旅游重点村镇示范引领，越来越多乡
村通过发展旅游走上致富路、打开振
兴门。

在县域，旅游市场释放文旅消费
新动能。全国A级旅游景区的县域覆
盖率由2012年的73%提升至2023年的
93%，旅游景区有力支撑旅游发展和县
域经济发展。

在城市，休闲旅游消费旺盛，休闲
街区成为人们打卡休闲的好去处。

345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夜
游产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力满
满。

在景区，旅游业的就业带动效应
更加突出。2023 年，全国 A 级旅游景
区直接就业人数超过160万人，带动就
业总数超过1000万人。

一业兴、百业旺。旅游正在不断
发挥综合带动作用，释放强大“乘数效
应”，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023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
12.9亿，创历史新高，博物馆游“热度空
前”、文创产品走红走俏。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从循着博物
馆去打卡，到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从美食
之旅、红色之旅，到非遗游、研学游，人们
越来越注重旅游中的文化元素，“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成为重要的旅游方式。

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文化类景区由2012年的2064个增加到
2023年的4000余个，年均增长8%。

注重用好红色资源发展旅游，传承
红色基因，红色旅游类A级旅游景区发
展迅速，2012到 2023年，数量和游客接
待 量 分 别 实 现 年 均 增 长 19.52% 和
13.08%，红色景区成为厚植爱国情怀的
生动课堂。

打造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永续传承
重要标志，我国持续推进长城、长征、大
运河、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旅
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的重要方式。

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出国家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142个、体育旅游示范基地74
家，打造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空间，发布
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立足与众
多行业内在关联、相互牵动等特点，旅游
与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越发丰富成熟。

如今，“村晚”“村超”“村 BA”，演
出、赛事、影视剧，都可以是旅游的目
的。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书写得越来
越精彩。

全面实施！5月 15日起，外国旅游
团乘坐邮轮入境中国免签。

入境旅游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际吸引力和旅游竞争力的直接体
现。通过旅游这扇窗，中国与世界相知
相交。

近年来，我国加强双多边合作，举办
中俄、中美、中法等旅游年活动，目前共
设立48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20个驻外

旅游办事处和 3 个驻港台旅游办事机
构，发起成立世界旅游联盟等国际组织，
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
广，推动中外游客互访、文明互鉴。

为全方位优化入境旅游环境，我国
对外国游客入境旅游进行全流程梳理，
逐个打通堵点、解决问题，令外国游客
感到宾至如归。

出境旅游同样健康发展。中国已

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144 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
地，越来越多人化身中华文明使者，讲
述中国故事。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
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
和远方”美好图景。

美好生活新期待

经济发展新引擎

文旅融合新天地

交流互鉴新贡献

新华社记者：徐壮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汉“ 韵 ”新“ 声 ”
——记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 50 周年

仿若打开一扇“时光之门”，穿越两千余年——

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再现西汉初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热烈浪漫的想象、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

这是湖南博物院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厅。

2024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一代代文博人接力探寻、勤耕不辍，

让中华瑰宝传扬，让民族自信激昂。

半个世纪前，湖南长沙东郊五里牌
外，有两座高大、马鞍状的相连土包，当地
人称“马王堆”。

1972年 1月 16日，一场重大考古发掘
在此启动。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一
家三口墓葬重见天日：

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灿若云霞的绣
品；500多件精美漆木器，漆鼎中仍残盛鲫
鱼藕片芹菜羹；奇异诡谲的神秘帛画；包
含失传文献的十三万多字帛书、简牍；木
俑、陶器等各类日常用品……最令人不可
思议的是，长眠地下两千多年的一号墓女
主人辛追出土时，皮下软组织柔软有弹
性，四肢可自由弯曲伸展，睫毛、脚趾指
纹、耳内耳膜都完好可见。

1972年 7月 30日，新华社率先向全世
界公布马王堆一号墓发掘情况，举世轰
动，16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竞相
转载、报道。

1974 年 1 月，马王堆三座墓葬考古发
掘工作结束，共出土文物3000多件（套）。

“ 马 王 堆 汉 墓 出 土 文 物 保 存 之 完
好、器物之多样、制作之精致、内涵之丰
富前所未有，至今仍是衡量汉初社会发
展的实物标杆。”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
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喻燕姣说。

“汉代人也爱吃腊鱼腊肉和烧烤！”
“辛追夫人有这么多化妆品，她也爱美
呢！”……马王堆，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西汉
时期百科全书。

在湖南中医药大学，“马王堆导引术”
养生功法为体育必修课。这套功法改编
自马王堆出土的现存最古老气功图谱《导
引图》。

谈及马王堆出土的古医书，日本东京
药科大学特命教授小曾户洋说：“《十一脉
灸经》《五十二病方》等，是我了解《黄帝内

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典籍背景的
珍贵史料。”

出土文物中，古今呼应的人文“密码”
让人共情。“漆器上的‘君幸食’‘君幸酒’
等字样，就是‘请您吃好喝好’的意思，这
是两千年前的人间烟火。”湖南博物院馆
员李明洁说。

马王堆出土的 T形帛画，将上古传说
中的众多祥瑞元素，与天地人和谐共生的
画面展现于丝帛之上。“它至今仍具有令
人感动的精神力量。”哈佛大学中国艺术
实验室主任汪悦进评价道，马王堆T形帛
画布景壮丽、想象奇特，其精巧严密的设
计思路和浪漫宏大的时空想象，在全人类
艺术遗存中独树一帜。

日本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中心教
授广濑薰雄认为，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考
古发现不胜枚举，像马王堆汉墓这样引起
人类社会广泛关注的，并不多见。

50 多年前，马王堆一号墓发掘时，正
值湖南阴冷多雨的冬日。考古工作人员
和长沙多所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奋战，身上
沾满泥水与汗水……亲历者回忆。

喻燕姣说，周恩来总理对马王堆发掘
等相关工作作出批示，相关部门调集了当
时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植物学、动物学、
医学、文物保护等众多学科的顶级学者参
与发掘和研究。

一代代文博工作者日复一日付出，让
一件件稀世奇珍再现神奇。

站在“长寿绣”药枕的橱窗前，湖南博
物院藏品保护中心副主任董鲜艳说：“这
个枕头出土时糟朽严重，是纺织品文物保
护专家王 老先生精心修复的。50 年过
去，仍然保存得非常好。”

50年来，湖南博物院已构建起一套古

尸保存环境模拟体系，通过使用制冷系
统、液体浸泡、层流空气净化系统等方式，
防止“辛追夫人”腐烂、发霉和变色。

湖南省马王堆古尸和文物研究保护
中心副主任刘亮介绍，目前古尸皮肤弹性
仍然存在，其蛋白质降解和骨组织脱钙现
象均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

进入新时期，文化创意、数字技术的助
力，让马王堆实现“穿越”千年、古今相映——

“天宫美景万般好，全赖人间有忠
良”……湖南博物院与湖南省京剧保护传
承中心携手打造的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
念·辛追梦》，让观众品味2000多年前的亲
情、爱情、家国情。

湖南博物院还通过 AI 等技术打造了
辛追数字形象，让沉睡多年的辛追夫人，
以鲜活姿态重现于世，未来“她”还可以与

人们对话、讲述西汉历史。
湖南博物院院长段晓明介绍，今年 1

月，湖南博物院推出新举措，向湖南省高
等院校，以及文化、科技、医药、农业、制造
业等领域的12家企业免费开放“湖南博物
院品牌”和“马王堆数字资源库”双授权，
并与一家文化数字化创新中心共同启动

“数字汉生活”项目，让更多产业和创意力
量与马王堆实现交流、融合。

据了解，“数字汉生活”将运用数字化
手段打造文物资源库、艺术家素材库和交
互沉浸式线上展厅等。建成后，人们参观
完马王堆出土文物，还能在“数字汉生活”
线下空间听一曲汉乐府民歌，穿汉服梦回
汉朝，品一份汉代“分餐制”美食，捎一件
充满西汉元素的伴手礼，完成一场“汉生
活”主题的博物馆奇妙之旅……

汉风重现 举世轰动

岁月绵长 汉“梦”日新

交流互鉴 美美与共

新华社文字记者：陈俊、谭剑、张格、袁汝婷、张玉洁 新华社图片记者：薛宇舸
新华社长沙5月17日电

2024年5月16日，游客在湖南博物院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厅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