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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3 日，山花杂志社

在贵州赫章颁出第五届“山花文学

奖”，来自省内外的 10 位作家获奖。

其中，戴冰《致以深切的悼念或大话

西游》、冉正万《洪边门》、费滢《涣》、

韩松落《晚春情话》、包倬《沉默》5 部

作品获小说奖；宁远《米莲分》获新人

奖；胡竹峰“碑帖心事”专栏、黄德海

“履霜志”专栏获散文奖；杨键《满天

星》（组诗）、三子《悟空传》（组诗）获

诗歌奖。

“山花文学奖”的设立，旨在表

彰在《山花》刊发的优秀作品，以及

在《山 花》发 表 作 品 的 优 秀 作 家 。

本 届 山 花 文 学 奖 的 评 选 范 围 是

2022 年 和 2023 年 在《山 花》刊 发 的

所有作品，获奖作品中有捕捉到贵

阳这座城市独有韵味的《洪边门》，

也 有 以 宏 阔 的 学 术 视 野 与 缜 密 的

考据精神，深入探究司马迁的成长

背景、学术渊源及《史记》的历史影

响，呈现了一幅个体生命与时代文

化交融的“履霜志”专栏；获奖作家

有 黄 德 海 、胡 竹 峰 、杨 键 等 实 力 作

家，也有费滢、宁远等新锐小说家，

以及戴冰、冉正万等贵州本土优秀

作家。

据 了 解 ，《山 花》杂 志 创 刊 于

1950 年，是省作协主管、主办的文学

期刊，由省作协下属的贵州山花杂

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编辑出版，是贵

州历史最悠久的杂志和贵州的一张

文化名片，也是西部十二省（区、市）

唯一的中国文学作品类全国中文核

心期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本报讯 5 月 23 日，贵州省图书

馆举办主题讲座，邀请学者敖以深作

“认识脚下的土地：抗战时期贵阳城

市现代化”的主题讲座，对贵阳城市

早期发展的历史、规划、转型进行了

系统阐述。

举办此次讲座，旨在聚焦本土文

化的深入挖掘与创新传播。讲座主

要围绕“贵阳由城变市功能演进的历

史过程”“抗战时期贵阳城市早期现

代化转型”“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

的战时机遇”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深

刻的阐述。

敖以深介绍，从元经明至清，贵

阳城市规模发展力度不大，城市结

构和功能的改变不明显：贵阳为典

型的高原山地之城，由于历史和自

然环境的影响，贵阳城市形成较晚，

发展缓慢，长期处于有城无市的状

况 。 从 城 市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动 力 分

析，古代贵阳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主

要源于军事和政治因素，城市经济

功能不明显，城市经济的消费性远

远大于生产性，加之远离全国的政

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腹地与周

边乡村缺乏紧密联系，城市发展受

外力植入的影响较大，受周边乡村

农业发展的影响有限，除屯田外，维

持城市人口基本消费需求的产品需

依靠政府供给，从而形成浓厚的驿

站功能特征。

在敖以深看来，抗日战争改变

了贵阳城市发展的传统轨迹，推进

了贵阳城市从内陆封闭型城市向多

功 能 综 合 型 现 代 城 市 加 速 转 型 演

进。抗战军兴，西南大后方战略地

位的确立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

贵阳城市战略地位空前提升，成为

全国抗战的“民族复兴基础”、大后

方的重要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的南

方屏障。战时贵阳“不内不边”的地

理区位由传统的制约瓶颈演变为提

升城市战略地位的区位优势，以贵

阳为中心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政府

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金融机构、人

口的大量内迁，为贵阳城市的快速

发 展 创 造 了 条 件 ，注 入 了 外 在 动

力。同时，贵州地方政府的应对、广

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成为推动城市

发展的强大内力。受危机刺激回应

的影响，外力植入与内生发展的结

合，共同构成了战时推动贵阳城市

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据了解，敖以深现任中共贵州省

委党校教育长、贵州省社科联副主

席，主持完成“抗战时期贵州历史专

题研究”“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与

社会变迁研究”“贵州在抗日战争中

的历史地位与启示”等各级各类课题

研究 20 余项，公开出版学术著作 10

余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创中国”展

区大幅扩大，吸引全国各地百余家机构、企业参展；泡泡玛特、东莞“中国潮玩之都”

产业集群等潮玩产品代表也集中亮相。图为 5 月 23 日，人们在文博会“文创中国”展

区选购文创产品。

新华/传真

近日，2025“做書图书市集·北京”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举办。作为 2025 年“书香海淀

阅享青春”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汇聚 170 余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观众在

参观、购书的同时，还可参与文化沙龙等活动。图为观众在图书市集上选购书籍。

新华/传真

贵州省图书馆举行主题讲座

聚焦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现代化

第五届“山花文学奖”揭晓

时讯

今年正值圆明园罹难 165 周年，这

座曾被誉为“万园之园”的东方艺术瑰

宝，历经沧桑巨变，昔日盛景早已难

觅。然而，得益于前沿数字化技术的

赋能，人们得以穿越时空，一睹这座皇

家园林的盛世风华。亭台楼阁在光影

中重现，山水园林于虚拟中重生，曾经

只能在文献中想象的“万园之园”，正

以数字化的姿态，向世人展开一幅鲜

活的历史长卷。

让历史在数据中“永生”
在西洋楼遗址，一块历经风雨的

石刻文物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

团队手持三维扫描仪，细致地捕捉每一

道纹路的细节。张剑葳教授指着电脑

屏幕上的立体模型说道：“三维扫描能

以0.1 毫米的精度记录文物现状。”

自上世纪 90 年代启动考古发掘以

来，圆明园已完成 10 余处遗址的发掘

工作。在考古发掘中，文物信息的采

集和记录是重要一环。然而，一般的

平面扫描或相机拍照很难将文物的细

节与色彩完整保存下来。利用三维扫

描，则可以留下高精度的永久数字化

档案，进而完成文物虚拟修复。“数字

化存档可以通过信息比对，对文物进

行长期监测，发现病害发展趋势，从而

更好地实现预防性保护，同时为数字

化复原提供支撑。”张剑葳说。

近年来，圆明园联合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开启石刻文物数字化存档

工作，以三维扫描、摄影测量和全景摄

影等技术手段，完成西洋楼遗址区内大

水法、观水法、远瀛观、海晏堂以及北大

燕园内流散石刻文物的数据采集。

花木假山都栩栩如生
2009 年，圆明园启动数字化复原

工程。除了实地勘察测绘，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带领团队深入挖

掘史料，对照样式房遗存图纸、《圆明

园四十景图》、《圆明园匠作则例》等档

案资料开展研究。“在堆积如山、未经

梳理的原始史料中仔细爬梳，寻找线

索，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建筑，进而

再还原合宜的周边环境和内部陈设。”

项目负责人之一、北京清城睿现数字

科技研究院院长贺艳说。

一般建筑单体的三维模型包含三

千至两万个面，已足够精致，然而，圆

明园每个建筑单体的三维模型则要求

包含两万至 15 万个面。3D 复原模型

不仅包含了遗址、建筑，甚至花木、假

山等都栩栩如生。

1 万余件历史档案，4000 幅复原设

计图纸，2000 座数字建筑模型，67 个景

区的 195 个时空单元……迄今为止，全

园 108 处景区已完成数字化复原，其中

约 2/3 的景区实现了精准数字复原，一

些建筑复原精准率达到 95%。

圆明园基于 20 多年的数字复原研

究成果，不断探索考古遗址现场数字

化展示场景创新。跨越 300 多年时光，

“万园之园”在虚拟世界中重现。

“感觉历史就在窗外流动”
“快 看 ！ 站 在 那 里 的 好 像 是 乾

隆皇帝！这就是圆明园最重要的宫

殿 ——正大光明殿！”随着语音提示，

“时光巴士 ”的 车 窗 突 然 切 换 画 面 ：

现 实 中 一 片 草 地 的 遗 址 上 ，一 座 气

势 恢 宏 的 宫 殿 拔 地 而 起 ，殿 前 数 十

名 侍 卫 擎 着 龙 旗 ，威 风 凛 凛 地 守 卫

在殿前……游客李女士忍不住伸手触

摸车窗，“感觉历史就在窗外流动。”

作为全球首个氢能XR观光车，“圆

明园时光巴士”运用实景3D扫描、三维

建模、地理感知、天气感知、实时渲染、

MR、AX 等高精科技，在没有触碰遗址

一砖一瓦的前提下，形成深度互动空间

情境秀。在寻遗圆明 VR 体验馆，游客

戴上 VR 眼镜，就能沉浸式漫步于数字

复原的圆明园中——亭台楼阁金碧辉

煌，西洋水法喷泉跃动，四季景致如诗如

画，仿佛置身鼎盛时期的“万园之园”。

“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未来圆明

园将以更多更好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

前 ，让 人 们 充 分 感 受 文 化 遗 产 的 风

采。”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邱文忠表示。

代丽丽/文 王海欣/图

圆明园108处景区完成数字化复原，亭台楼阁西洋水法历历可见

3D技术复现“万园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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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回归祖国

漂泊海外七十九载 战国帛书归故里
5月18日凌晨3时55分，从美国起飞的CA818航班抵达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存放在文物包装箱中的战国帛书子弹库帛书的第二卷
《五行令》、第三卷《攻守占》随机抵达，这也昭示着它们结束79载漂泊
回到了祖国怀抱。

正如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所言，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因民族弱
乱而远离故土，正随着民族复兴而踏上归途。

子弹库帛书的回归，是中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又一次成功
实践，为增进中美人文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注入了正能量。

5 月 18 日，在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工作间内，由工作人员将文物帛书从外包

装箱中取出交由国家文物局方面进行现场查验。 新华/传真

回归祖国的子弹库帛书。 新华/传真

考古团队在对圆明园进行数字化采集。

目前出土的唯一战国帛书
时间回到80多年前，帛书于1942年

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遭盗掘出土，是

目前出土的唯一的战国帛书。相关资料

显示，帛书分为《四时令》《五行令》《攻守

占》三卷，字数多达 900 余字，是迄今为

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也是我国首

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

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

究，都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此次回归的《五行令》和《攻守占》

为子弹库帛书第二卷、第三卷，共计

132 件（组），内容分别是四时十二月宜

忌、攻城守城宜忌。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

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介绍，《四时令》

是完整的帛书，《五行令》《攻守占》皆为

残片，需要复原。这三卷帛书内容较多，

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多元。如《五行令》中

出现楚国的月名，对考察楚国的历法具

有重要价值。《四时令》由文字和图像构

成，符合中国古代“图书”的概念。

卜宪群表示，学界认为，从文字学

角度来说，子弹库帛书奠定了战国楚文

字研究的基础。战国文字研究是我国

古文字学的分支之一，在子弹库楚帛书

出土之前，学界研究战国文字的材料有

限。子弹库帛书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

用战国楚文字写成的长篇文献，对研究

战国文字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从学术史角度来说，对楚文字的

系统考释仍需追溯到子弹库帛书，很

多楚文字的考释仍建立在对帛书的释

读之上。从古文献角度来说，子弹库

帛书对考察古代书籍的形态、折叠方

式、书写方式、图画与文字的关系等问

题，都具有重要价值。

“子弹库帛书是目前发现的唯一

一批战国帛书，也是时代最早的帛书实

物，对考察古代帛书的形态具有不可替

代的珍贵价值。”卜宪群说，“从学术史、

思想史意义上来说，子弹库帛书的内容

比较丰富，对考察我国古代的神话传

说、天文历法、择日禁忌、天人感应、五

行思想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美方同意将文物返还中国
1946年，子弹库帛书流失美国，自此

远离祖国。《四时令》目前由赛克勒基金会

收藏，《五行令》《攻守占》在返还前由史密

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其回归一直牵动国人心弦。据国

家文物局负责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相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国际上开展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主要法律依据是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

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

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

和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

或非法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1995 年

公约），特别是前者，已成为国际流失文

物追索返还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工具。

但两公约规定只适用于其生效后被

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而对于很多文物

原属国而言，数量众多的历史上流失文

物无法适用两公约，这也成为当前流失

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难点。对子弹库帛

书的追索来说，也面临这样的难题。

2022 年，美国史密森尼协会发布

《基于道德返还工作小组价值和原则

声明》，提出依据现行法律或道德标准

来调查和处理其收藏品。这为子弹库

帛书的追索迎来转机。

中国国家文物局第一时间关注到

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发布的这一关于返

还非道德方式获取文物的政策性文件

后，抓住有利契机，启动子弹库帛书溯

源及历史研究、追索返还工作。

依据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关于子弹

库帛书的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成果，

国家文物局于 2023 年底就文物的非法

流失形成扎实完整的证据链，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向美国史密森尼学会提交

要求返还的备忘录，正式启动对《五行

令》《攻守占》的追索工作。

2024 年 6 月 20 日，在山东青岛召

开的“殖民背景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

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国家文物局接收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移交的子弹库

帛书在美国流转物证。

基于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形成的

扎实、完整证据链，基于以文物回归纠

正历史错误、推动双方在专业领域的

长期合作这一共识，经过多轮磋商，美

方同意将文物退出馆藏并返还中国。

当地时间 2025 年 5 月 16 日，国家

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国

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

还的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

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蔡斯·罗

宾逊在交接仪式上说，此次返还是一项

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反映了亚洲艺术

博物馆对良好管理的关注，以及这些文

物应与其文化和考古背景进行对话的理

念。返还协议为亚洲艺术博物馆开辟了

新的、重要的研究途径。“在过去几个月

中，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了富有成

效的对话，有望面向未来开展合作。”

为国际流失文物追索

返还贡献中国智慧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饶权表示，美国史密森尼学会

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向中方返还帛书

《五行令》《攻守占》，彰显了其在文化遗

产保护合作中恪守博物馆伦理的努力，

是中国主导制定的《青岛建议书》以对

话与合作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保护与

返还理念的成功实践。帛书回归后，将

在文物原生环境中，得到更加全面、更

为系统的保护和研究，让文物的价值得

到更加准确、完整的理解和阐释。

确实，在子弹库帛书追索返还工

作过程中，中方始终秉持《青岛建议

书》的基本原则与理念，将文物返还与

以回归文物为纽带推动中美相关博物

馆长期合作相结合，与国立亚洲艺术

博物馆进行多轮磋商谈判。

这里提到的《青岛建议书》于 2024

年由中国联合 18 个文物原属国联合发

布，全称为《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

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

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该建议书

提出解决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这

一国际性难题的原创性中国方案，并成

为文物原属国对西方博物馆关于历史

上流失文物返还新政策的首次集体公

开回应，为国际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贡献

了中国智慧，也为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

追索返还争取了更大的空间。

近年来，中国的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数据显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有 59 批次 2180 件/套

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在 2024

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返还实践，共实

现 8 批次 213 件/套流失海外中国文物

艺术品回归祖国，涉及意大利、美国、

日本、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溯源及流转历史

研究，是评估文物来源及获得情况的

基础。从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角度而

言，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是对文物所

有权（变更）及其物理流转全部情况，

包括各阶段持有者处分权及交易与进

出境所获许可等情况的查明。

国家文物局负责流失文物追索返

还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历史上流

失文物追索工作的实践表明，溯源及

流转历史研究是中国开展追索工作的

必要基础和对外磋商谈判的重要依

据，期待更多文化与文物、法学领域的

专家学者加入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

中。国家文物局也将继续推动子弹库

帛书《四时令》早日回归。

赵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