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广告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博体路1号郑州报业大厦 邮编：450006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

ZHENGZHOU DAILY8 2025年6月11日 星期三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尹占清 E-mail：zzrbty＠163.com文体新闻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覃岩峰 文/图）汇
集全国 30余处遗址精华、70%文物首秀、
近 2000 件跨越旧石器时代至夏商文明的
文物珍品在1.97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里为
公众打开溯源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时空
窗口——6月 14日，国内首个全景式仰韶
文化专题博物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
馆即将开馆试运行，依托考古遗址的独特
魅力，为公众打开溯源仰韶文化和中华文
明的时空窗口，在新时代展厅中重述华夏
文明的基因密码。6月 10日，记者来到大
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提前打探新馆看点。

彩陶双连壶“回家”

1972 年出土的仰韶文化“友谊之器”
彩陶双连壶，作为大河村遗址的文化信使
在河南博物院展出，此次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新馆开馆在即，彩陶双连壶首次“回家省
亲”。6月 9日，这件出土于大河村遗址的
仰韶文化代表性器物，随新馆开放重返原
生地。双壶并列的独特造型，既见证着
6000年前部落联盟的礼仪文明，更以红陶
底色与平行线纹的极简美学，成为史前工
艺美学的典范之作。

展厅内还汇集来自庙底沟、双槐树、青
台、西山、老奶奶庙、贾湖等 30余处重要遗
址的文物。百余件来自庙底沟遗址的彩陶
文物，勾勒出中原文明的审美底色；来自双
槐树遗址的陶鼎、陶罐等器物，实证 5300
年前的礼制雏形；来自大河村遗址的 800
余件从仰韶早期到商文化的器物序列，串
联起 2000 年文明演进脉络。1600 余件
（套）精品文物，全方位勾勒出距今 7000~
5000年前的绚烂文明图景；每一件器物都
是地域文明的鲜活切片，共同拼贴出仰韶
时代的宏大版图。

走进博物馆，“上新”的文物随处可
见。新出土的豆荚纹彩陶罐、刻槽盆等器
物新鲜亮相；仰韶文化晚期城墙，土坯砌筑
与夯土版筑复合工艺，为研究我国城市起
源与城墙建造技术提供了重要实证；50余
件 首 次 公 开 的 彩 陶 片 组 成“ 文 明 密 码
墙”——太阳纹的炽热崇拜、蝶须纹的自然
哲思，每一个彩陶片上的线条勾勒都是先
民精神世界的诗化表达。

“大河村遗址 1964年发现、1972年首
次发掘，历经 50多年发掘研究、保护展示
历程，即将迎来新馆的开放试运行，这也是
为了让社会公众尽早享受到我们文物保护
的成果、感受到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大
河村遗址博物馆负责人胡继忠表示，希望
通过前期试运行，广泛收集来馆参观各界
观众的意见建议，下一步更好地提升完善，
为正式开放奠定基础。

胡继忠介绍，全新亮相的新馆亮点除

了建筑结构上的特色，在展陈内容上也有
诸多变化。“这个博物馆不单讲大河村遗址
自己的故事，而是讲中国仰韶文化的故
事。仰韶文化作为黄河文化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国内尚没有集中、系统、全面展现
的平台，我们从内容上把整个仰韶文化从
源头、时空分布、聚落等方面讲述，是观众
对仰韶文化有整体了解。”胡继忠表示，展
览还对大河村遗址在原有基础上，结合近
几年的考古发掘成果重新梳理，增加了学
术性、趣味性，“展示形式上，不止有常规展
柜展板，利用了多种手段，如沙盘、模型、数
字化等，进一步加大了科技在展陈上的利
用，解决史前遗址博物馆观众看不懂、不喜
欢看的问题。”

下沉式建筑绘就古今对话新图景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以“仰韶标尺・文明
曙光”为核心设计理念，建筑设计别具一
格，在1.97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里，突破性
采用“整体下沉、引入景观、融合环境”的策
略，以矩形建筑体的屋顶与地面齐平的独
特形态，构建 1800 平方米的覆土绿植屋
面，让建筑如破土而出的考古现场般自然
生长，将观赏视野最大限度归还天地景观。

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专业负责人刘畅
作为建筑设计方代表，向记者介绍了这座
下沉式博物馆的建筑看点：步入馆区，粗犷
质朴的黄色夯土墙肌理毕现，精准复刻仰
韶时期遗址基因；8米高空倾泻而下的晶莹
水幕，在阳光折射下幻化为连接古今的时
光之河；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艺术景墙，通

过现代材料的解构重组，让古老文明符号
在当代空间中重新焕发生机。这些兼具功
能性与艺术性的建筑语言，不仅构建出层
次丰富的沉浸式参观体验，更以建筑为媒
介完成了对仰韶文明的跨时空解读，真正
实现历史底蕴与现代审美的无缝衔接，成
为黄河文化地标中 "让文物活起来" 的生
动注脚。

数字科技赋能文明对话

作为郑州市首座具有地域特色的史前
文化专题博物馆，博物馆展陈面积达 7292
平方米，以“大河汤汤”为叙事主体，设计

“大河汤汤”“大河流域：人类文明的摇篮”
“仰韶文化：华夏文明的奠基者”“仰韶文化
标尺：大河村遗址”“文明星火”五大篇章。

“史前遗址的展品主要包括陶片、鼓
棒、木头、石块、化石等。如何通过这些展
品向青少年观众展现背后的故事，是我们
展厅面临的最大挑战。”上海美术设计公司
设计师蔡正介绍，将博物馆各个区域用一
条主线串联起来，也是陈展设计团队需要
解决的问题。

由此，博物馆的展陈叙事方式从世界
大河文明的宏观视野切入，逐步聚焦到中
国大河文明，再深入展现仰韶文化的全貌
及大河村遗址的丰富内涵。“通过这种由大
到小、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更好地展现历
史。”蔡正介绍，考古成果的展示运用了大
量的数字技术，但这些技术都隐藏在幕
后。“通过营造直观的沉浸式场景，我们希
望能够让青少年观众对仰韶人和大河村先

民的生活有更直观的了解，从而激发他们
对考古知识的兴趣。通过深入解读这些展
品背后的故事，力求打造一个不仅能让专
业观众欣赏，也能让青少年观众理解的展
览。”

蔡正介绍，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在
装饰环境中全面应用数字化技术，观众所
看到的所有展品和场景都是通过数字化技
术构建，以“在场感、体验性、互动性、趣味
性”为核心理念，综合运用三维交互、裸眼
3D、场景塑形、Mapping投影、幻影成像、
CG 光影特效等前沿数字技术，精心打造

“仰韶印象”“仰韶文化的标尺——考古地
层数字演绎”“仰韶彩陶裸眼 3D”“白衣彩
陶盆数字化演绎”“仰韶文化数字档案馆”
等特色数字化展项。通过赋予文物、地层、
房屋建造等文化元素全新的时代表达，构
建起多元化参观体验矩阵，有效拓展了博
物馆的传播教育功能。

“真正的多媒体并非单一项目，而是贯

穿整个展览的体验。在许多场景中，原始

人的复原形象都是基于我们初期的造型设

计和考古专家的历史考证。此外，我们还

通过面部表情捕捉和光线渲染等技术，力

求还原最真实的沉浸感。这些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都是为了增强观众的代入感和体

验感。”蔡正表示，展览创新运用多元布展

手段，将文物陈列的历史厚重感与数智化

场景的现代科技感完美融合，结合复原展

示、原状陈列、沉浸式演绎等方式，实现了

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的跨越。

漫步展厅，古老文明与当代科技在此

碰撞出迷人火花，不仅将知识性的考古信

息，系统呈现，更注重游客的参与体验，融

入仰韶文化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最新

研究成果，全面阐释大河村考古遗址的价

值、保护、管理、利用与研究情况，凸显“大

河元素仰韶标尺”的独特意义，以及黄河文

化与文明曙光的紧密联系，让观众在感受

仰韶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独特价值

的同时，开启一场集知识、体验、震撼与惊

喜于一体的身心盛宴。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打造‘展览展示 +

数智体验 + 沉浸研学’三位一体的公共文

化服务空间，将成为郑州新的文化地标、城

市文化会客厅。”胡继忠表示，大河村遗址

博物馆不仅为公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空间，更通过技术创新让古老的仰韶文化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作为

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河南省社
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博物馆将推出不同
研学主题课程，并配套青少年教育互动区
与多语言智能导览系统，让不同年龄层观
众均可在趣味体验中解码仰韶文化基因。

国内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
专题博物馆14日开馆试运行

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郑州站落幕

河南选手收获1银2铜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天激烈角逐，2025“巴迪瑞杯”

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河南郑州站的比赛，6月 8日在河南省
田径自行车运动中心小轮车训练场落下帷幕。东道主河南巴
迪瑞队的选手们顽强拼搏，收获1枚银牌和2枚铜牌。

本次郑州站的比赛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河南省体育
局主办，河南省田径自行车运动中心、河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
承办。比赛设有自由式小轮车个人赛、团体赛（精英组）两个
大项，分为男、女精英组，男、女青年组，男、女少年组等组别。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个人 18支队伍的 115名小轮车高手
齐聚“天地之中”一较高下。东道主河南巴迪瑞队派出了 13
名选手参加郑州站全部组别的角逐。

根据相关竞赛规程，各个组别参赛选手均进行 2个轮次
比赛。其中，资格赛取两轮平均分数确定晋级决赛段的名额，
决赛阶段取两轮最高分数排定最终名次。6月 7日进行的郑
州站资格赛阶段的比拼中，河南巴迪瑞队的孙佳琪、邢露方分
别以女子精英组资格赛第三名、第四名的身份跻身本站比赛
决赛阶段的争夺；师浩轩、宋赟泽，王怡涵、吴静涵4位河南巴
迪瑞队年轻选手分别晋级男、女青年组决赛阶段比赛；刘清
芃、殷栎两位小丫则晋级女子少年组决赛阶段比赛。

6月 8日进行的郑州站决赛阶段的比赛，刚刚伤愈复出不
久的孙佳琪表现出色，在第一轮比赛中拿下了 91分的高分，
以资格赛第 12名的身份晋级决赛阶段比赛的河北选手孙思
蓓在第一轮也拿下了 90.66 分的不俗成绩，邢露方则获得了
88分；第二轮比赛，孙佳琪更进一步，拿到93.53分。不过，孙
思蓓技高一筹，拿下全场最高的 93.66分，最终夺冠。孙佳琪
则屈居亚军。邢露方第二轮表现也更加出彩，取得了 90分，
最终获得季军。

河南“黄冠”联赛赛程敲定
古城开封周日打响揭幕战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025赛季河南省黄河足球“健残
融合”冠军联赛（简称黄冠）第一阶段小组赛赛程日前确定，6
月 15日揭幕战将在古城开封举行，对阵双方是开封足协VS
河南启缘。

据了解，河南启缘队是来自郑州的球队，而开封足协队也
是长期活跃在开封业余足坛的一支劲旅，郑汴双雄会将拉开
本次比赛的序幕。

此前河南也有比较有名的“豫冠”联赛，最多参赛球队达
300余支，2023年河南省体育局组织了第六届豫冠联赛，将
联赛改制为 5人制比赛。和“豫冠”联赛不同的是，“黄冠”联
赛更为职业，18个地市都可以有球队参加，其中小组赛采取
主客场制度，非常接近于职业联赛的竞赛规则。

奥斯卡戏曲电影
公益展映本周开启

本报讯（记者 秦华）2025 年适逢中国电影诞生 120 周
年，自 1905年京剧《定军山》开启戏曲与电影的融合之旅，这
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便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断绽
放光彩。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戏曲艺术走进更多人
的生活，奥斯卡电影院线联合河南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河
南独立文化，于本周起在河南省内 40家奥斯卡影城开展“光
影永恒·戏映新程”戏曲电影公益展映活动，为广大戏迷、影
迷送上免费的文化盛宴。

本次展映的影片精彩纷呈，涵盖豫剧、蟠龙梆子、湘剧、
越剧等多种戏曲形式。经典豫剧《穆桂英挂帅》呈现了征东
大元帅穆桂英率领杨家军进发边塞平叛的英勇事迹，尽显巾
帼英雄的豪迈气概；《七品芝麻官》讲述了明朝嘉靖年间七品
县令唐成刚正不阿、不惧权贵、匡扶正义的故事，彰显正义的
力量；蟠龙梆子《李逵断案》以独特的戏曲艺术形式，讲述了
梁山好汉李逵路遇不平、惩恶扬善的故事，充满侠义精神；越
剧《汉文皇后》以西汉初年“文景之治”为背景，讲述贤明皇后
秉公无私、大义灭亲的故事，传递正能量。

豫剧《大喜盈门 2》以幽默风趣的喜剧手法，通过农村青
年男女的结婚历程，提出“改坏习俗，树好风气”的口号，生动
展现移风易俗的新风尚；湘剧《李贞还乡》以建国初期为背
景，描绘了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与前夫在历史与现实交
织中的冲突与情感，展现女性的坚韧与担当。

除精彩的影片放映外，此次展映活动还设有专场活动、
戏迷展示等环节，为观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戏曲电影体
验。

据悉，奥斯卡电影院线已连续4年开展“戏曲电影公益展
映”，致力于让传统文化回归百姓、深入群众，通过群众喜闻
乐见的电影放映形式，集中展映优秀戏曲电影，惠及广大戏
迷影迷，促进戏曲艺术繁荣和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

王钰栋点球建功国足赢“荣誉之战”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输掉了与印

尼的“生死战”之后，6月 10日晚上主场对巴林
的比赛于国足而言，意义就仅限于“荣誉之
战”。即便是这样的“例行公事”，仍没有影响到
中国球迷的热情，当晚的重庆龙兴足球场被满
眼的红色覆盖，而国足也终于没有再一次让人
失望，凭借王钰栋在最后时刻罚进点球，1∶0战
胜巴林队，避免了小组垫底的尴尬，由此结束了
18强赛的征战。

相比上一轮，本场比赛国足的首发阵容进
行了大幅度调整，后防线上只保留了杨泽翔，其
余 3名后卫都做了更换，在中场，解禁的谢文能
和林良铭也都复出，在最引人注目的后腰位置，
则由黄政宇顶替了王上源，前锋线上继续由王

钰栋和张玉宁搭档。尽管比赛结果对大局没有
实质性影响，但在浓烈的主场氛围下，中国队还
是背负了一定压力，同时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求
胜欲望。从比赛一开始，在进攻中投入更多兵
力的中国队就占据了场上优势，也不时能打出
颇为精彩的配合，小将王钰栋成了全场最抢眼
的人，无论是边路的突破还是禁区内的射门都
给对方制造了相当大的威胁，只是未能转化为
进球，与此同时，巴林队也不断利用中国队中路
的空档不时打出犀利的反击。

不懈的进攻在终场前迎来收获，王子铭制
造点球，王钰栋一蹴而就，这个 18岁的小将打
进了他在国家队的首粒进球，为球队赢得了“迟
到的胜利”。

6月10日，中国队球员王钰栋（右）
罚进点球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胡星宇 摄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