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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
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记
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
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市八次党
代会也提出要“以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好传统

风貌、历史肌理，打造有影响力、感召力的城市
文化名片，留住远去的乡愁，唤醒过去的记忆”。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
源，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
化自信。从历史层面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记
录和传承文明发展史，以史鉴今；从社会发展层面

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
供基本素材，为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民族复兴提

供有力支撑；从经济层面看，良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在扩大对外交流、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发挥促进

作用。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合理适度利用，才能使文物
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盐城因盐得名，因盐而兴，盐阜大地上丰富的物质和非物

质的海盐历史文化遗产，既是海盐生产发展和社会沧桑变化的
文化符号，更是中国海盐业发展的历史缩影，成为盐城沟通世
界的桥梁。在建设现代化城市过程中，要想重塑底蕴丰厚、名
实相符的现代化“盐”城，应充分利用海盐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还“盐”于城，加大现代城市建设中“盐”分的融入。

如何才能做好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推动现代城市建设？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动态的连续过程，是城市发展和建
设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合理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促进城
市发展和功能完善，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在保护中建设、在传承中发展，才能增强城市文化底蕴，守护
好城市生命力。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载体，要始终把保护历
史文化放在第一位。相关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保护文化遗
产，在考古走向公众、加强理论研究上多下功夫，做到发现一
处遗存，挖掘一段历史，展示一种文化，让市民更加了解家乡
历史变迁，提升对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同时加大活化利
用力度，坚持以用促保，让各类历史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实现永续传承，真正把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融入推动现代城
市建设全过程。

纵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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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思想的力量，在于拨亮精神的微光。一域、一事、一

话题，均可在“谈”中迸射思想火花，每一簌思想火花汇
聚起来，就是一道璀璨的星河。

即日起，本报《理论周刊》推出全新专栏“众席谈”，
诚邀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就各类热点话题或新闻事件各
抒己见、思辨讨论，力求以个性化表达，融汇信息传播，
交流自由观点。

愿汇思想之“星光”，照亮远方。

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如何更好地保护城市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传承与保护地区传统文化，厚实城市文化底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好平衡，成
为每个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为进一步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去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今年4月
我省也及时出台相关实施意见，提出要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实现永续传承，在保护基础上加强对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工作，多层次、全方位、持
续性挖掘其历史故事、文化价值、精神内涵，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全面融入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4月初，我市在亭湖区五星街道东闸新村考古发掘工地，发现一座市区近年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好的西汉早期墓葬，此次考古发掘对于盐城的文化历
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为近年来我市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期“众席谈”，特邀考古、历史、城市建设方面专家就现代城市建设
与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探究问题深入讨论，从观念冲突中探寻经验，促进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协调发展，推动和谐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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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市里拟出让市区东闸新村一期
地块土地，按照‘先考古，后出让’的考古前
置要求，我们进场考古发掘，发现了近300
座古墓，整合梳理确认附近地块位于盐城头
墩古墓群。”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赵永正从
事考古行业近30年，在他看来，盐城考古发
掘工作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上升期。

“考古发掘成果连连，离不开城市建设
中启动‘考古前置’工作这一重要环节。”赵
永正介绍，自2020年起，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物局发出《关于推进考古前置工作的建
议函》，建议各地在全域范围内推进考古前
置工作，我市便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推动考
古前置改革，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完
成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和“招拍挂”的
前置条件之一，为处理好地方经济建设和文
物保护难点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启动考古前置工作，能进一步对城市
史进行调查与勘探，弥补我们脚下这座城

市最早是什么时候建造、每个时期社会繁
荣到什么程度等问题的‘空白’。更重要的
是可以了解盐城关于盐业的重要历史发展
过程，弥补盐业历史缺少史料、实物支撑的
缺陷。”赵永正认为，考古工作不仅可以印
证史料记载，还可以发掘史料中未记载的
历史，这是一个相互印证的过程。例如这
次在东闸古墓群中发现的陶鼎底部有楚国
的风格，正印证了史书所记载盐城曾归属
楚国的历史。

盐城因盐得名，因盐而兴，海盐文化是
盐城人的根脉，盐业发展史则是盐城盐味十
足、生生不息的文明进化史。和历史上经济
发达城市所拥有的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不
同，盐城的历史更多是关于盐民这一特殊人
群的历史。对此，赵永正的理解是，代表底
层老百姓真实状况的历史，也是最真实的一
部分历史。

文物保护工作，常常与地方推进经济发

展存在一定矛盾，有的可能会“妨碍”土地资
源盘活，有的可能会“影响”经济建设。然
而，经济发展可以转型，文物资源不能再生，
历史文物一经破坏，便难以修复，损失无法
计量。

盐城东临黄海，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与“盐”相依共存，并结下数千年的不解之
缘，某种意义上说，盐城的历史，就是一部
盐业发展史、一部东方盐文化史。保护好
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了经济建设发
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如何让文物保护工
作与现代城市建设相融合，是赵永正一直
思考的问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考古
遗存等历史文化遗产是注释城市发展最好
的‘活字典’。”赵永正说，他们将继续挖掘
文物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不断加强文物遗
址考古研究，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让盐城
历史文化的内涵更丰富、意义更深远、影响
更广泛。

考古遗存是注解城市的考古遗存是注解城市的““活字典活字典””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城市
发展的进程，蕴藏着属于这座城市和人民的
历史信息，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对于
彰显城市文化底蕴，树立文化自信有着特殊
意义。

“大多数人觉得盐城没有拿得出手、叫得
响的历史，对海盐文化的历史渊源、演变由来
也知之甚少，那正是因为人们对文化定义的
理解不同，对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创
造的文化认可不够。”盐城师范学院历史与公
共管理学院院长、地域文化与社会治理研究
院院长陆玉芹认为，相比王侯将相、达官贵族
的“小众”文化、“精英”文化，人民群众才是历
史真正的创造者，大众的文化才真实且落地。

盐城因盐而生，因盐而兴，其作为淮南盐
的主要产地，不仅盐业历史悠久，而且产量巨
大。历史上，从事海盐生产、运销是盐城人生
活的主要内容，独特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生
存环境，迫使盐民们负重前行，百炼成钢。

“生活虽苦，盐民们却不乏粗犷豪放的
文化，他们与天斗、与地斗，苦中作乐，滋养

了勤俭、简朴、淳厚的民风，形成了艰苦奋
斗、拼搏向上的进取精神。”在陆玉芹看来，
从最初的盐业、农业，到工业、制造业，再到
现在的新能源产业，如今，盐城经济实力不
断增强，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正是因为传承
了先辈们不怕苦、不怕难的斗争精神。

虽然盐城近百年的城市发展极大地改变
了原先延续千年的盐产业风貌，但悠久的历
史沉淀仍以不同形式在这片地区打下了盐业
烙印。场、墩、亭、团、灶、垛、荡、总等地名通
名，因海盐生产、仓储、运输管理催生，成为海
盐文化非物质遗产最鲜活的符号；贯穿盐城
南北的串场河，因盐运需要而开通，如今被誉
为盐城人的“母亲河”，承载着厚重海盐文化
的历史遗产，成为城市文化脉络的象征。

“海盐文化无疑是盐城最古老、最深厚的
文化底色，其作为一种开放式地域文化，兼容
并蓄却又不依不靠，孕育了盐城开放、包容、
团结的姿态。”陆玉芹说，正是盐文化的发展
经历了兴起、兴盛、衰落、转型等多个阶段，形
成如今独特的盐文化精神内涵和价值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市越来越重
视文化的梳理和发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越
来越强。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市博物馆与
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组成调查队，联合开展
盐城地区首次古代盐业遗址系统调查工作。
4月28日，首次古代盐业遗址系统调查，发现
串场河沿岸与盐业相关遗址50余处。

此次调查有力证实两淮盐业的悠久历
史，为研究两淮盐区唐代以来盐业生产、管
理模式、生产力水平等提供了一手材料，也
首次以科学方法了解我市盐业遗址分布及
保存情况，为今后盐业考古与盐业史研究、
盐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制定打下基础，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历史。”通过文物发
掘，理清遗址背后文明发展脉络，然后最大程
度去解读、还原、了解数千年前的生活生产方
式，传承历史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陆玉芹表
示，经过历史沉淀，文化遗产成为城市与区域
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它们具备为盐城现代
化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的巨大潜力。

生活是最真实的历史生活是最真实的历史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城
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主要动能，既是优质
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也是文化发展的主
要载体。文化是决定城市活力、潜力和创新
能力的重要因素，推动城市发展必须大力推
动文化繁荣兴盛。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盐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盐
城师范学院城市与规划学院院长、苏北农业
农村现代化研究院负责人李传武提出，我市
当前立足长三角中心区城市定位建设沿海
中心城市，要以红色文化为魂，涵养人文气
质，厚植人文沃土，加快推进人文建设，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营造红色文化氛围。

挖掘古遗址文化，坚固盐城人文根脉。
“我市拥有大量墓葬遗址，时间连续性好，从
新旧石器时期延续到明清时期，目前仍有很
多古遗址文化待挖掘整理。”李传武分析，通
过古遗址认知古代人类活动文化遗存信息，

不仅能揭示人类活动历史特征及人与环境
关系演变过程，还可以揭示其蕴含的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廓清和坚固盐城
人文根脉。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呵护城市的底蕴
和根脉。在城市发展整体战略中，依托历史
文化遗产，推动城市更新与保护融合发展，让
市民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认同感、归
属感。今徐州、宿迁、淮安、盐城、连云港、扬
州高邮以北地区所辖的区域中，多数城市经
历过数十次甚至百次以上严重水灾，良田变
成盐碱地，水利系统大面积紊乱，苏北人口流
失、经济凋敝。盐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苏
北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院成员蔡顺认为，挖
掘秦汉城镇文化，重塑苏北区域正面形象，是
推进人文盐城建设的重要路径。

近年，市博物馆与南京大学合作开展盐
业考古专项调查，在串场河两岸发现的盐业
遗址，填补了江苏盐业考古的空白，但后期
开发还不够。目前公众认知度较高的海盐

博物馆，围绕海盐文化的文创产品少，影响
小，尚未形成具有中国沿海特色、亚洲有影
响的文化品牌。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李传武
建议，深挖海盐文化，把历史文化资源的厚
度转化为文化产业事业发展的高度，把盐城
打造成令人向往的文化高地。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如何保护好、传承好这些城市无形的财富，让
文化遗产以更多形式融入群众文化生活？对
此李传武这样阐述，在城市文化空间营造中，
把城市文化是历史的传承充分体现出来，强
化市民文化归属感；依托文化阵地，对海盐文
化进行日常化营销，不断提升文化服务效能，
让小众变“大众”，让历史文化遗产走下舞台，
走进寻常百姓家；还要把握好城市韵味，开展
市民喜闻乐见、赏心悦目的文化活动，让市民
更加便捷地获取公共产品、更加舒心地享受
宜居生活，多角度、全方位传递正确价值导
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保护中更新、在更
新中更好地保护，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城市文化是历史的传承城市文化是历史的传承

历
史

中国海盐博物馆

串场河风景带

迎宾桥

市博物馆

宋元切块盘铁（市博物馆藏品）

汉代玉璧（市博物馆藏品）

隋代莲瓣纹八系罐（市博物馆藏品）

汉代铜弩机（市博物馆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