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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奇霖）近期，國家文物局辦公
室、自然資源部辦公廳、農業農村部辦公廳聯合印發了
《關於加強大遺址保護規劃和用地保障的通知》。《通
知》緊密結合大遺址保護利用實際工作，明確了推進文
物保護規劃編制全覆蓋、做好文物保護規劃與國土空間
規劃銜接、統籌文物保護與農業農村發展、強化用地保
障等4方面任務，並根據調研摸底情況，公布了國家首批
重要大遺址清單（第一期），全國共有36個遺址入選。
其中，山西有陶寺遺址、晉陽古城遺址兩處入選。
陶寺遺址位於襄汾縣陶寺鄉，地處汾河岸邊、臨汾盆

地。從1978年首次發掘至今，陶寺遺址陸續發掘出城
牆、宮殿區、大型宗教禮制建築、王陵區、管理手工業
作坊區、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和普通居民區。陶寺遺
址是中華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遺址，也是實證中華5000

多年文明的重要支點。
晉陽古城遺址位於太原市晉源區，太原東、西兩山
之間約200平方公里的區域。2001年 6月 25日，國務
院公布其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晉陽古城
遺址包括城池遺址、宗教寺觀遺址及墓葬遺址三部
分。
晉陽古城雖然被埋地下，但作為中國歷史上的名城重
鎮，它在中華文明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近些年陸
續發現的西晉古城牆、北齊大明殿遺址、隋朝惠明寺舍
利塔等眾多古蹟，不斷震撼着考古界。
太原市文物局局長劉玉偉表示，太原具有深厚的歷史
文化底蘊，晉陽古城是太原根脈所在，太原市文物系統
將抓緊推進晉陽古城遺址公園建設，挖掘研究闡釋好晉
陽文化，擴大太原乃至山西的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訊 文學無所不在，位於中國台灣北投的大地
酒店將於3月起推出「駐館作家」活動，邀作家和民眾暢談
文學美食與人生。由白先勇打頭陣，後續包括羅智成、李
昂、陳慕純、舒國治、郝譽翔、李瑞騰、郭強生等重量級
作家陸續登場，每月一位作家前來分享代表作，並贈送相
關書籍。
據台媒報道，在北投大地酒店舉行的記者會上，合作單

位之一聯合文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周昭翡致詞時表示，今年
是大地酒店10周年，這裏的書牆是許多遊客喜歡打卡的地
方，也常舉辦和文化有關的活動，這次推出「駐館作家」
活動，推廣文學及閱讀，真的非常有心。周昭翡表示，
「駐館作家」活動首先登場的作家是白先勇，他將以「八
千里路雲和月」介紹關於父親白崇禧的傳奇；而作家李昂

將以「鴛鴦春膳」和讀者分享書中的美食與故事；與北投
頗有淵源的郝譽翔，則以將新出版的「七星物語」分享北
投靈異故事。
作家李昂親自出席現場活動，她特別表示，希望能和飯

店主廚合作，以小說裏獲得的靈感做一道菜，讓文學真正
走進飯店、走進生活。
大地酒店行銷公關經理何宜倫表示，酒店最具特色的「光陰

部落藏書閣」，22層書架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籍達6千
冊，供房客免費借閱，這次與聯合文學合作，推出了每月
「駐館作家」活動，就是希望讓更多人能喜愛閱讀。何宜倫
還透露，酒店正在規劃「書香文學藝廊」及「大型裝置藝
術」特色內容，將在近期陸續推出，希望讓每位賓客一整年
都能沉浸在文學的氛圍中，享受一場身心靈的藝術饗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奇霖 山西
報道） 內地著名導演賈樟柯日前當選
山西省文聯副主席。他在山西省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表
示， 文藝工作者需要擁抱AI，用一
種開放的心態去使用和探索AI。但他
同時指出，AI處在一個發展的開端，
未來發展何去何從，取決人類的引
導。
2月25日，山西省文聯選舉產生了

第十屆主席團，葛水平當選山西省文
聯主席，賈樟柯當選副主席。賈樟柯
在談論AI對文藝創作的影響時表示，
「AI處在一個發展的開端，至於未來
會往哪個方向走，取決於我們人類，
如果視之為一個智能體，引導AI變得
更重要。我是持一個積極的態度，我
覺得文藝家應該擁抱AI，去了解它，
使用它，我們才知道，未來AI在現實
層面，是一個幫手還是一個合作者，
它自身能產生對現實的觀察嗎？我覺
得還不很清晰，需要我們用一種開放
的心態去使用它，探索它。」

山西文化需親近年輕一代
「山西是文化大省，擁有五千年歷

史。而文化傳統如何進行現代化的轉
換，讓更多的人理解，在情感上與三
晉大地更密切，是我最近關注的一個
議題。」賈樟柯說，《黑神話：悟
空》就是一個很好的轉化，通過遊
戲，用親近的方法將山西歷史、文
化、古建等介紹給年輕一代。 被問及
如何為山西文化文藝助力，賈樟柯提

出一個關鍵詞：「山西電影新浪
潮」，他說：「山西湧現出了非常優秀
的青年導演，他們嶄露頭角，正在發展
壯大中。我相信未來在銀幕上會看到更
多的山西導演、山西故事，也希望大家
更多關注山西本土的電影。」賈樟柯
說，「之所以把電影展的會址定在平
遙，就是希望把山西的歷史背景、文
化立體式地展示給全世界。」
賈樟柯說，平遙國際電影展有一個

特別的單元，叫作「從山西出發」，
就是想通過山西的導演和故事，推進
山西電影人與其他國家、地區電影人
之間的交流，讓國外來賓在現實生活
中接觸三晉大地的風采，了解山西輝
煌的歷史，「未來，山西應該更多鑄
造一些有文化輸出能力、文化聚焦能
力，能夠讓世界目光聚焦山西的文化
盛事；增加各方面藝術的品牌性活
動，進一步拉近世界觀眾包括全國觀
眾與山西的距離，特別是情感上的貼
近。」
1970年出生的賈樟柯為內地著名導

演、編劇，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
系，中國第六代導演代表人物之一，
現任山西傳媒學院山西電影學院院
長，第七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長。
他曾執導《小武》《站台》《三峽好
人》《山河故人》《風流一代》等電
影。2019年，他憑《江湖兒女》獲第
13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編劇獎、第10
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年度導演獎。
2024年，他憑《風流一代》第六次闖
入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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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等8作家進駐旅店 三月起暢聊文學美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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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陽古城考古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奇霖 攝 ●陶寺遺址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奇霖 攝

由於歷史文獻的稀缺，研究者們長期以來對東漢晚
期漢王朝在西域的治理模式缺乏全面而清晰的認

識。然而，「劉平國治關亭誦」石刻的出現，如同一把
鑰匙，打開了通往歷史深處的大門。石刻記錄了東漢晚
期西域長史府下屬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修築亭障的歷史事
件，這一事件不僅頌揚了劉平國的功績，更重要的是，
它反映了漢王朝對西域行使管轄權的歷史事實。

促進多民族經濟文化發展
王潤澤解釋道，石刻中的銘文證明了東漢晚期西域長

史府仍有能力組織修建烽燧亭障，以稽查過往行人商
旅，維護交通線路安全，這是漢王朝有效治理西域的重
要體現。其次，銘文中提到的東漢王朝年號及正朔為代
表的政治標誌，反映了當時西域對漢王朝政治文化的接
受和認同，進一步證明了漢王朝對西域的政治影響力。
此外，石刻還記錄了參與修築亭障的工匠來自不同的民
族，包括漢人、羌人等，反映了漢代新疆各民族共同開
發邊疆的歷史事實。
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石刻內容展現出多民族共同參與

開發與建設新疆地區的歷史事實。從文化發展角度看，
體現了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進了西域文化的多元
化發展，漢族的農耕文化、羌族的遊牧文化，以及龜茲
文化等，在不斷的交流和碰撞中實現了融合與創新，共
同塑造了獨具魅力的西域文化。儘管石刻的紀年與中原
王朝呈現差異 ，從側面揭示了東漢晚期中央與西域地
區之間信息傳遞的效率問題，但還是反映了西域各族人
民對東漢王朝治理西域的認同程度，民眾依然通過各種
渠道接觸和學習中原文化，這種文化的傳播和接受並非
完全依賴於官方的信息傳遞系統。
他指出，文化認同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長期互動、逐

漸深化的結果。這一動態過程揭示了西域與中原在政
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緊密聯繫，而且涵蓋了官方
的政治聯繫和制度推廣，也包括了民間的文化交流和自
發學習。這種認同過程體現了西域地區人民對中原文化

的尊重和嚮往，也促進了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與
創新。

石刻內容反映西域治理情況
王潤澤說，石刻刻有官員任命、軍隊駐紮、邊防設
立、戰爭勝利等。它們不僅彌補了傳世文獻的不足，還
揭示了當時西域治理的實際情況。事實上，即使是在東
漢晚期，漢王朝在國力衰退的背景下，西域長史府、戊
己校尉等機構，依然能夠保持着對西域的管轄和治理，
維持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石刻不但記錄了當時的歷
史事件和人物活動，也傳遞了漢王朝的邊疆治理思想和
價值觀念。

王潤澤特別指出，石刻的紀年差異揭示了東
漢晚期中央與西域地區之間信息傳遞的效率問
題，反映了西域各族人民對東漢王朝治理西域
的認同程度。這種時滯現象表明中央政權對西
域地區的實際控制力和影響力受到多種因素的
制約。同時，這一現象也為理解西域對中原文
化的認同過程提供了重要啟示，即文化認同是
長期互動、逐漸深化的結果。
而「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這

句石刻反映了古代新疆地區人民對於和平、穩
定生活的嚮往和追求，體現了古代人民對於國
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美好願景，強調
了團結和穩定的重要性。
此外，石刻所處的博孜克日格溝口是絲綢之

路的重要通道，不僅是古代商旅和使節往來的
必經之路，還見證了東西方文化在此交匯融合
的輝煌歷史。

在新疆拜城縣境內，漢朝西域長

史府下屬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治關

亭誦」石刻保留至今。東漢永壽四

年，劉平國率隊修建亭障，刻石記

錄功績。該石刻如何彰顯民族團結

和漢王朝管轄的重要性？對於研究

東漢晚期漢王朝對西域治理模式有

着怎樣的作用？對促進東西文化交

流有哪些貢獻？對國際學術界理解

漢代西域的歷史和文化有何啟示？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助理研

究員王潤澤表示，「它們記錄了漢

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

面信息，為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實

物資料。通過對這些石刻的研究，

可更深入地了解漢代西域的社會制

度、宗教信仰、民族關係等，從而

更全面地把握這一時期的歷史和文

化特徵。」 ●綜合中新社報道

●●20172017年年，，科考隊專家在科考隊專家在「「劉平國治關亭誦劉平國治關亭誦」」石刻遺址處查石刻遺址處查
看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清拓本《劉平國碑》，國家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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