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锣，又称“云璈”“仙璈”
“琼璈”，是一种应律乐器，即不
因演奏手法而改变音高的乐
器。中国传统打击乐器大家族
中，云锣是常见又特殊的存在。
它在音位的排列组合上不断精
简，渐化为传统音乐的宫调框
架。

有关云璈的记载最早可以追
溯至《汉武帝内传》中的神话：“上
元夫人自弹云林之璈”。《扬州画
舫录》记载了20面与24面不同规
格的云锣。宋人苏汉臣所绘《货
郎图》与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上
皆出现了十面云锣。

一架云锣，连同云锣发出的
清脆声响，乃至与之搭配的古老
乐班，经年累月、循环往复地在
乡村仪式中撩拨心弦、延续记
忆。在古代，对于饱读经书的知
识分子而言，文化或许是浩如烟
海的文献典籍，但对辛勤劳作的
老百姓来说，文化就是家门口那
此起彼伏的笙管铙钹。

如今，云锣主要应用于地方
乐种与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
中。在西安鼓乐中保存有双云
锣（两架各 10面小铜锣）与方匣
子（一架6面小铜锣）。冀中地区
有近百个“音乐会”，比如葛各庄
音乐会、北大阳音乐会、杜庄村
音乐会、开口村音乐会等，十面
锣依然是乐社中不可或缺的应
律乐器。一些当代作曲家的创
作中也会使用云锣，如作曲家贾
达群创作的云锣协奏曲《极》，共
使用了24种打击乐器，云锣作为
主奏声部，横跨3个八度的音域，
使用了33个音级。

音乐学家张振涛在比对方
响与云锣的音位及编悬体制后，
认为后者部分继承了前者，原先
具备 16个音位的方响缩减至现
有 7个音位的十面锣。因此，现
今云锣所承载的宫调体系，必然
沿袭了唐宋时期方响的格局。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
献馆收藏的乐器、古籍文献与音
像资料都能查找到有关云锣的
谱字信息，为我们解析传统音乐
的宫调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文献资料，中国传统音乐有 3
种七声音阶，分别被称为正声音
阶、清商音阶与下徵音阶。但关于清商音阶是否存在，一
直存有争议，是云锣“一击定音”，给出了答案。1958年，中
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发现并入藏了一架十面锣，锣盘上依
次写有“上、尺、工、凡、合、四、一”等十个谱字。2019年，有
音乐研究学者发现，河北省雄县张岗乡韩庄村音乐会在演
奏《琵琶论》与《四季阿郎》时，是以“尺”为“宫”，其所用云
锣上谱字的排列顺序与馆藏妙峰山云锣一致，呈现的却是
清商音阶。至此，清商音阶的存在终于得到实证。所有中
国传统乐器中，也只有音律固定、十面七音的云锣才能完
整呈现3种音阶齐聚一堂的宫调体系。

由此可见，乐器的构造与形制，都是按照人的不同需
求被制造出来的。千百年来，从编钟到方响，再由方响到
云锣，原来壮如编列的豪华逐渐简化，金声玉振转向市井
繁声。乐器主人身份的变化，乐器功能与场景的变化，使
依附于乐器的音位随之删繁就简，术语整合化一。民间乐
师的聪明智慧，让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了务实的选
择。云锣的故事，让我们对乐器发展史、对传统音乐有了
更深的理解。下次再听到云锣的演奏，你是否有些许不一
样的感受？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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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的妙峰山十面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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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编号

2020YG
-A-10
2019YG
-A-03

土地位置

宝塔区姚店镇
下童沟

宝塔区姚店镇
房子沟村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零售商业
用地

宗地面积

0.4266公顷
（合6.399亩）

0.2475公顷
（合3.7119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2.0
0.286

绿地率

≥25%
≥20%

建筑密度

≥30%
28.6%

出让年限
（年）

50
4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46
196

起始价
（万元）

291
391

增价幅度
不低于
（万元）

10
10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延市自然告字〔2022〕2号

经延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延安高新区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
可报名参加。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本次公开公告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详见出让文件。2020YG-A-10号宗地
采取挂牌出让方式出让；2019YG-A-03采
取公开拍卖方式出让，如申请竞买者不足三
家则转为挂牌出让。

五、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2021年 3月 21日到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延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获取出让文件及

提交书面报名申请；缴纳申请、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 3月 21日 16时 00
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2年 3
月 21日 17时 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
将公开出让的具体方式（拍卖或挂牌）书
面告知申请人。

六、公开出让活动时间
1.2020YG-A- 10 号宗地挂牌时间为

2022年 3月 22日 9时 00分至 2022年 4月 1
日 10时 00分，地点在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交易二厅进行。

2.2019YG-A-03号宗地公开出让方式

如告知为公开拍卖方式出让，则拍卖时间
为 2022年 3月 22日 10时 00分；如告知为
挂牌出让，则挂牌时间为 2022年 3月 22日
9时 00分至 2022年 4月 1日 10时 00分，地
点在延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二厅。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延安市宝塔区姚店镇周家湾

高新区管委会
联系人：郝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911-2557304

18091116057
1.开户单位：延安市财政局政府非税收

入收缴结算专户

开户行：建设银行延安南桥支行
账号：6100 1683 6110 5801 2345
2.开户单位：延安市财政局市政府非税

收入收缴结算专户
开户行：工商银行延安七里铺支行
账号：2609 0807 2928 0104 714
3.开户单位：延安市政府非税收入汇缴

结算户
开户行：农业银行延安分行营业部
账号：2690 1601 0400 09016
4.开户单位：延安市政府非税收入汇缴

结算户
开户行：中国银行延安分行营业部
账号：1028 1922 2670
5.开户单位：延安市财政局政府非税收

入收缴结算专户
开户行：交通银行延安分行营业部
账号：6168 9999 1010 0030 19871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2月28日

泥河湾、周口店、牛河梁、仰韶村、
良渚、石峁、二里头、殷墟、三星堆、周
原……一处处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大
遗址，讲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大遗
址，从概念提出到以点带面形成基本格
局，从注重科学保护到倡导利用展示，
只有短短 20多年的时间。它们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重要资源，让我们思索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

“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
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
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
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在
《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中，大遗址被寄予厚
望，从一个个文旅融合的公园，将变成
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群众可以参与的
文明现场。这一切如何实现？人民日
报记者邀请相关专家各抒己见。

兼顾“价值利用”和“相容使
用”，开发大遗址的多元价值

记者：规划中提到，大遗址的保护
利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
文物保护利用模式，是中国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的重大创新。这个特色和创新
体现在哪些方面？

安磊：大遗址是我国特有的概念。
国际上，将重要的考古遗址作为国家公
园进行管理开始得很早，形成了很多优
秀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圆明园
是国内最早的遗址公园之一，上世纪80
年代对外开放。然后，汉阳陵遗址公
园、秦始皇陵遗址公园等一批大遗址相
继出现。“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启动
100处大遗址的保护工程，出台一系列
专门性法规，初步建立了保护管理体
系。此后，殷墟和元上都还成功列入了
世界遗产名录。

在“十二五”规划中，大遗址被定义
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
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构
建了“六片（西安、洛阳、荆州、曲阜、郑
州、成都）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
址为支撑的新格局。目前的150处大遗
址，基本延续了这样的格局。

孙庆伟：大遗址之“大”，当然不仅
仅是指面积大。大遗址是特定历史阶
段的文明的集合体，比起一般的遗址，
文明深度、历史厚度都不一样，研究难
度也不一样，需要长期的考古工作。以
现在遴选出的 150个大遗址作为骨干，
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我们过去在博物馆看文物，很多大

遗址正是这些文物的原发现场。可以
把大遗址看成是一个更大的“物”，提供
了文明发生的环境、空间和各种关系，
可以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明。

王璐：国外的遗址大多是石质遗
迹。中国的大遗址很多埋藏于地下，脆
弱、不可再生，与当代城乡生活紧密伴
生。这些遗址空间内涵复杂深远，历史
意义特别重要，“可读性”却有限，非常
需要在保证本体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
保护者的干预，使意义得以再现。同
时，还要解决遗址与当地城乡建设的矛
盾，这种保护模式是中国独有的探索和
创新。

记者：概念的衍变，可以看出保护
理念的变化。从“不可移动文物”到“文
物保护单位”，又从大遗址到考古遗址
公园，内涵越来越丰富。重要的大遗址
已经具有考古、科研、教育、游憩等多种
功能，属于兼具科学性、开放性的文化
景观。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对整个中
国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示范性、综合
性、带动性作用。可以想象，这条路的
探索很不容易。

安磊：最近 10年，文物保护利用观
念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2018年《关于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出
台，是一个转折；2020年颁布的《大遗址
利用导则（试行）》，明确提出“价值利
用”和“相容使用”两种类型，完成了从

“物的保存”到“价值继承”的蜕变。
这一转变在大遗址上体现得特别

明显。大遗址刚开始规划时，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前所未
有的冲击与挑战，大遗址保护与土地资
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慢慢地，大遗
址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城市中
美丽的地方，从只有专业考古人员知
道，到建成公园后开始被当地老百姓关
注，甚至有了全国性的知名度，这些变
化都是可见的。

不同主体看待同一个客体，价值是
不一样的。大遗址对于考古工作者的
意义，与对于政府部门、城市规划师、当
地村民、外来旅客的价值，必然不同。
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非常直观地体现
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

一址一策，更好提炼展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记者：规划中也提到，我国大遗址
保护利用仍然存在深层次问题，比如空
间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保护与展示
利用模式相对单一，大遗址“活起来”的
办法不多、活力不够。哪些因素制约了

大遗址进一步“活起来”？如何突破这
些限制？

安磊：目前，大遗址展示利用的主
要模式就是考古遗址公园。依托公
园，有考古、研学、旅游、休闲等多种功
能划分。目前，这些公园水平参差不
齐，大明宫、殷墟、金沙、良渚、圆明园
这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遗址还不够
多，园区及遗址博物馆建设同质化较
为明显。

孙庆伟：模式的单一，说明对大遗
址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大遗址，规模
大，内涵丰富，考古和研究力量都长期
不足。即使是殷墟这样持续性特别好
的大遗址，9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它的
理解仍远远不够。我们要明确每个大
遗址在历史长河中独一无二的位置，在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和内
涵，在研究、展示和利用方面，根据其独
特历史地位做到“一址一策”。尤其是
殷墟、二里头等大型都邑性大遗址，需
要国家的统一规划。

王璐：避免大遗址同质化，还需要
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激活众人的智
慧。比如，位于城区或近郊的考古遗址
公园可以和节庆、营销、文化推广活动
等结合，争取成为社区的文化中心。如
大明宫遗址的草莓音乐节、圆明园遗址
的“踏青节”、鸿山遗址的“鸿山葡萄节”
等，都是较为成功的范例。考古遗址公
园可能只是遗址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
大遗址周边也可以发展特色产业，如窑
址类遗址发展陶瓷业，良渚遗址尝试玉
文化产业园，还有一些遗址适合发展生
态农业。

每个大遗址都可以成为不可
替代的文明课堂

记者：除了观念的更新和体制机制
的创新，科技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中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

安磊：是的，比如规划中提到的数
字互联工程，我们希望从智慧考古一直
到智慧园区，甚至对接智慧城市和智慧
乡村，将最初的原始数据一套数据用到
底，形成公园运行全链条数字互联，并
进一步衍生数字成果，这是系统化可持
续考古、研究、保护、利用的技术保障。
目前有很多遗址公园在进行类似的尝
试，比如良渚、周口店、金沙、秦始皇陵、
安吉，等等。希望这几个案例最终能够
带动整个行业，通过科技力量推进产学
研用一体化进程。还有大遗址监测，类
似于世界遗产监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已经实现了年度监测常态化，基本达到

了通过公园运行各类数据积累分析指
导行业发展的目标，我们也希望能够进
一步积累升级为正式的公园监测平台
甚至大遗址监测平台。

王璐：5G、人工智能、VR（虚拟现
实）等技术手段已经在多个大遗址得到
广泛运用。比如“数字圆明园”，已成为
大遗址创新展示的品牌。不过，大部分
数字化展示，还限于公园内的展馆或遗
址博物馆。一些遗址正在打造现场的
沉浸式体验，比如汉长安城遗址。未
来，人们走在遗址里，通过手机可以随
时了解自己身在何处，在特定的位置戴
上VR眼镜，可以穿越时空，看到过去的
汉长安城拔地而起。

记者：在您心目中，未来的大遗址
还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王璐：希望大遗址不再仅仅是一个
工程、一个公园，而是融入整个城市生
活，尤其是像西安、洛阳、北京这样的

“古今重叠型”城市。比如西安，每一个
小区里或许都会出现一个二维码，通过
扫码人们可以知道，自己居住在哪一个
里坊，过去这里是做什么的，曾经发生
过什么故事。看似普通的道路、广场或
绿地旁，可能出现一块块标志牌，提示
人们正走在过去的城市轴线——朱雀
大街上。城门、城墙遗址公园等结合贯
通，显示出外城郭格局。科举之道、玄
奘之路、长安郊祭、曲江游春……一条
条线路或一个个片区，讲述着古老的故
事。隐没的长安城，从现代的西安市里
浮现。

孙庆伟：未来，每个大遗址都将成
为不可替代的文明课堂。大遗址不仅
有遗址博物馆、有考古现场，还有不可
替代的原真性环境。我曾多次到良
渚，每次站在莫角山的台子上吹吹风，
就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还有乾陵，相信
每个人从乾陵顶上俯瞰，都能感到盛
唐恢宏的气势。有人告诉我，看到秦
始皇陵的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了秦
实现大一统的必然性。这正是大遗址
的独特魅力。

大遗址将成为博物馆之外更直接
见证悠久文明的现场。考古工作者正
从材料的提供者变成历史的阐释者、讲
述者。过去，我们只能对一件出土器物
进行简单描述，长、宽、高、重量、花纹，
后来进展到弄清楚了它的工艺、生产
者、背后的礼仪制度、相关的传承、交流
传播路径……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我
们还可以有更大的视野，揭示大遗址背
后的文化自信，看到它曾经怎样改变了
历史、影响到未来。

让大遗址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
对话人：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安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遗址与规划部主任）
王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
周飞亚 杨雪梅（人民日报记者）

大遗址之“大”，不仅仅
是指面积大。以现在遴选出
的150个大遗址作为骨干，
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
展的大脉络

大遗址将成为博物馆之
外更直接见证我们悠久文明
的现场

核心阅读

▶ 俯瞰隋唐洛阳城明堂天
堂、应天门遗址（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