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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龙游县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
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
求，守正创新、变革重塑，全面提升文
博事业发展水平，切实讲好龙游故事，
全力将龙游打造成高水平发展的“文
博城市”。2023年，龙游县被列入浙江
省首批“文博强县”创建试点之一。

文博城市建设工作开展至今，
县文博城市建设专班对标打造文博
强省实施意见，贯彻落实县委县政
府关于“五城共建”战略布局，凝练
工作特色亮点，诠释龙游故事，做好
龙游文章，切实提升龙游文博事业发
展水平。

突出文化再研究，丰富文物内
涵，提炼本地文物文博价值独特性。

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是龙游
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今年 11月，
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赴衢州市龙游
县考察了龙游石窟，重点了解了文物
保护及旅游开发情况。他指出，要把
龙游石窟继续保护好、研究好、利用
好、传承好，进一步挖掘悠久的历史
积淀，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做深做实
文旅深度融合文章，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的精神文
化需求。

多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践行中央、省、市关于
文物保护工作指示精神，除了“保护好、研究好、利
用好、传承好”、推动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向文旅
深度融合方向转化发展外，文物部门扎实推进龙游
石窟本体保护利用，稳步推动龙游石窟保护（一期）
项目建设，开展水文地质勘察及洞窟加固修缮，维
护石窟本体安全。本次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基因
解码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对其文化研究和价值提
炼工作将步入新的阶段。

巧借“5·18国际博物馆日”，打响文博品牌，持
续擦亮“龙游博物馆之夜”活动金名片。

作为凝聚本地历史传统、展现文化风貌的开放
性机构，龙游县博物馆不仅是收藏和展示本地文物
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遗产的“投影仪”，更是展示
传播本地文化、打造文化认同的“急先锋”。为回应
群众期盼、履行博物馆职能，县博物馆与时俱进，巧
妙抓住“5·18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契机，举办博物
馆日系列活动，为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增添浓墨重
彩的一抹亮色。

县博物馆在2022年首届博物馆云之夜的基础
上，打造特色文博 IP，重点突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
主题“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发挥龙游在
四省边际文化文明桥头堡中的文化力量，组织开展

“5·18龙游博物馆之夜”活动。现场举行文创发布
仪式，推出具有龙游文物特色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如玉石国风系列、龙游塔文化塔型创意套杯、《余绍
宋自用印存》，拓展藏品衍生利用新形式，为市民了
解龙游历史文化提供新途径。组织“小小讲解员”评
选活动，发动“萌龙宣讲员”向参加活动的市民讲述
龙游故事。博物馆主动融入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激
发市民朋友探索文博文化的热情，多角度感受博物
馆的魅力。

拓宽合作，深挖价值，建设好龙游万年文化展
示窗口。

荷花山遗址是上山文化保存完好、内涵丰富的
重要聚落遗址，是龙游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的重要突破，也是实证龙游万年文化的珍贵遗存。
在深刻认识到荷花山遗址重要价值的基础上，龙游
县启动荷花山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组织召开建
设方案评议会，编制项目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确
保各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圆满完成；同时，推动考古
发掘和申遗工作，使其真实性、完整性获得有效保
护与延续传承。邀请省专业机构参与编制荷花山遗
址申遗文本，准确充分诠释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以考古发掘为推手，启动荷花山遗址环境考古及石
器加工场研究，以专业基础性研究明确荷花山遗址
的定位和功能，提炼荷花山遗址的价值内涵，以学
术研究成果充实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内容，最大程度
发扬其社会影响力。

老街焕新，以历史文化街区汇聚人气，推进文
旅深度融合。

复兴大南门，创建龙游第二条历史文化街区。

大南门曾是龙游长达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承载着龙游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人文内涵。而大
南门开发整体以“尊重历史、保护优先、适度活化、
场景重现”为指导原则，将历史城市保护、文化设施
建设、旅游文创开发与文博资源有效结合，对省保
单位和重要历史建筑予以充分保留和活化，留住城
市记忆，延续历史脉络，以文博因子全面激活街区
生命力。

以文兴街，大南门深挖本土商帮文化，并以此
为主干，串联起龙游古、泽、境、情、义、味等文化特
色。组织开展龙游商帮文化周系列活动，集中展演
新创作婺剧《儒商童珮》及往年创作徽戏《南宋廉相
余端礼》等剧目。关注乡土文化，维系乡愁记忆，联
合国内外众多艺术领域英才，以“水脉艺术”破题艺
术乡建，策划“万千生长·2023龙游水脉艺术节”，
以艺术性思考和创造性作品彰显龙游山水人文之
美，延续并传播龙游的水脉文化，让龙游的乡土文
化之水奔涌向前。举办“砥砺四十载 龙游新时代”
改革开放、“八八战略”龙游实践主题展，勾勒龙游

“前世今生”的历史巨变，再现龙游四十年的奋斗历
程，激励新时代的建设者为家乡奋勇向前。

有文博，就有潜力。历史是城市的根基和文化
的源泉，同时代表城市独有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
趣。龙游县深挖“万年文化、千年古城、百年商帮”的
历史文化积淀，构建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利
用体系，重点保护历史城区格局和风貌、历史文化
街区、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一步凸显历
史底蕴和文化自信。

宜居宜业宜游的动人画卷在龙游大地徐徐铺
展，一座活力迸发的城市正在悄然崛起。创新城市、
公园城市、文博城市、有礼城市、青年城市“五城共
建”正一点一滴从规划蓝图变成现实图景。

（周佳俊 吴振雷）

11月 20日，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基因解码研讨
会在龙游县召开。会上，围绕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的
独特性及用途、历史考证与内涵挖掘、文物保护与活化
利用等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为龙游
石窟（小南海石室）增加了话题度，推动了地方文化研究
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龙游的
文旅融合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资源。

二十年前就开始研究龙游石窟，如今已年近八十的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志法，用锲
而不舍的精神坚持着对龙游石窟的保护与阐释。会上，
杨志法介绍了龙游石窟的国内外合作以及建立研究基
地的相关情况。在谈到长期保护工作时，杨志法强调，首
先要解决的是各洞室的长期稳定性评价和失稳加固工
程问题，其次是要制定出地下水对古洞室造成长期不利
影响的解决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从一个考古人的视角
对龙游及龙游石窟的价值进行解读。在他看来，古代龙游
先民凭借淳朴的凿石工艺，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凿出如此
大规模、结构合理、造型精美的地下古洞室群，集中展现
了石窟集人文、艺术、文化、工程技术于一体的独特魅力，
可以用“巧夺天工”来形容。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石窟
的年代问题，他建议，可以尝试用考古的方法对年代进行
研究，如对开凿之后最接近底部的堆积包含物进行分析。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卢远征作了龙游石窟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行性研究报告。他认为，以小南海石
室为代表的龙游石窟，是中国古代工程科学思想和传统
工艺技术相结合的典范，其申遗工作从填补世界遗产名
录矿产类型和区域平衡两方面着手有一定的可行性。

“龙游石窟的规模很大，非常完美，的确有许多未解
之谜。不管从石窟规模还是开凿水平，都可以说是人类
史上石室开凿的奇迹。”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王军表示：

“但面对岩体的风化、沉降、开裂等问题，建议做一个系
统的、科学的、全面的评估。接下来需要对包括历史的、
环境的、水文的、风土人情等方面在内的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从多角度出发，期待能通过考古科学的手段，找到
破解石窟之谜的钥匙。”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表
示，目前亟须加强从历史、考古角度对龙游石窟（小南海
石室）的研究，要更多地关注龙游石窟在中国工程领域
上的价值。一定要保护好、传承好龙游石窟，让更多的人
认识到我们的文化遗产，更好地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
才能够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论是从史料、工艺上，还是从建造水平上来说，
都是杰出的，更关键的是，它的建造难度是很大的。”诚
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所言，我们关注龙
游石窟（小南海石室）最主要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年代

问题、一个是功能问题。十几种假说并没有一种是十分
理想的，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因此，在接下来的工作
中，要更加系统地科学地做好深入研究。

龙游石窟，让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张颖岚
联想到了前往以色列考察时参观的约旦佩特拉古城。张
颖岚表示，这座古城和龙游石窟，都用到了粉红色砂岩，
同时也有相似的发展演变过程。佩特拉古城的兴盛是因
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之路”，后道路交通量衰落，古城也
被废弃。直到19世纪被世人重新发现，古城价值不断升
华，最终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龙游石窟来说，一
定要做好考古工作，这是一个价值发掘的过程，是非常
系统的、严谨的、综合的，需依靠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共
同推进。

“它就像我的孩子，我看着它出生、成长，变强壮。”第
一批龙游石窟保护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李丽慧指出，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包含
了前人高超的技术水平、先进的理念。当下，最重要的是
如何保护好。她建议，首先，应该展开新一轮的整体性评
价；其次，应开启完善的监测系统；第三，需开展防生物风
化工程的科学保护；第四，要培养龙游本土的科研力量，重
视本土专家；最后，要将龙游石窟的研究纳入规划中来，提
升保护理念、技术、方法，让龙游石窟焕发生机活力。

作为龙游石窟研究的本土专家，陆民先生结合自身四
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对龙游石窟基因解码提出相关建议。
他认为，要研究龙游石窟地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衢江水
位河床变化，这是解开龙游石窟千古之谜的一个金钥匙。
其次，要从开凿工艺上去讲，研究龙游石窟生产发展历史，
搞清开凿工具属性对其年代问题至关重要。第三要从历史
背景、人文历史方面去研究为什么开凿。建议从这三方面
去展开系统研究，并做好龙游石窟基础保护工作。

龙游石窟发现30余年，在解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
的专家、学者、民众也开始关注龙游石窟的世界遗产价
值性。在迈进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之际，龙游县以申报世
界遗产为目标，开展一系列的龙游石窟保护利用工作。委
托专业机构开展小南海石室保护规划修订和管理规划编
制工作，启动龙游石窟申遗可行性研究，编制《龙游石窟
申遗可行性研究报告》，强化遗产价值属性。完成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编制，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报
送，争取列入预备名单。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牵引，进
一步加大对龙游石窟的宣传推广，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
实现龙游石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我们探究历史，不能只停留在故纸堆里爬罗剔抉，
而要展开丰富的想象，虚构出合乎逻辑的时空场景，再
结合史料加以推演论证。想象是解锁历史真相的另一把
钥匙，它使枯燥的索隐变得有趣。相信假以时日，我们一
定能解开龙游石窟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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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瀫畔·8090青年创造季活动

荷花山遗址环境航拍

龙游石窟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是我国

古代高水平的地下人工建筑群。其建造规模宏

大、气势磅礴、瑰丽壮观、巧夺天工，是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1998年，龙游石

窟群被公布为龙游县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

围，规定不得任意破坏原貌，禁止任何个人开发。

2005年，小南海石室（龙游石窟）被省政府公布为第

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游石窟于1992年6月被发现。据勘察，在方圆0.38平方

公里的土丘上分布了大小24个洞窟，洞窟面积从300至3000平方米不

等，每个洞窟从矩形洞口开始垂直向下延伸，高度约30米，顶部呈“倒斗型”，洞窟

内科学地分布3-4根巨大的“鱼尾形”石柱，与洞顶浑然一体，洞壁、洞顶和石柱上

都均匀地留下古人似乎带有装饰意图的凿痕。洞内常年保持18摄氏度的恒温，洞

外青山绿水相衬，竹林古树掩映。自发现以来，龙游县委、县政府积极提升龙游石窟

文物保护等级，认真谋划龙游石窟省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在“保护好”方面，实现了文

保提档升级、全面完成了空间普查勘探、实施了科学系统保护工程。搭建的龙游石窟（小

南海石室）1#、3#、4#、24#洞室的古洞室群支护结构的多物理量监测系统，可以依据监测数据的

顶板变形自动预警。在“研究好”方面，搭建了学术研究平台、开展高端学术研究并结集出版研究成果。以龙游石窟为

研究主体，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个，省级课题项目3个，市级课题项目3个，累计发表学术论文168篇。在

“利用好”方面，做好景区开发，创成衢州市首个国家AAAA级景区，推动产业发展，创新运营管理体制机制。龙游石

窟游客接待量总体稳定，高峰期年游客量达到50多万人次。“传承好”方面，将石窟元素融入城市建设，开展了文化

基因解码，打造了文旅IP，构筑了有效的宣传矩阵。

关于龙游石窟的断代成因和用途更是众说纷纭，有采石说、穴居说、宫殿说、陵寝说、仓库说、藏兵说等。有人认

为，它是古代人采集石料而留下来的废弃洞窟。也有人认为，它是一座秘密军事仓库，用以屯放粮草和军械。还有人

说，这或许是古代吴越帝王或其他诸侯生前建造的陵墓……猜想诸多，龙游石窟至今仍谜团重重。

入窟探秘出窟猜谜 文博专家把脉问诊
龙游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开街预热活动

龙游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水秀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