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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实地考察、数据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全面分析渭南地区文物资源的现状，梳理了渭南地区不

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保护状况及利用情况，探讨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保护与再利用途径，并提出相应的保护

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渭南地区文物资源丰富，但在保护和再利用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如资金不足、技术手段落后、公众参与

度低等问题，需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增加保护资金投入、培养专业人才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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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陕西渭南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

的文物资源，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信

息，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1]。然而，在现代化

的浪潮中，这些文物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自然

侵蚀、人为破坏以及非法交易等问题。本文对渭南地区的文

物资源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评估其保护状况，探究现存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渭南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的

文物资源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以期促进文化遗产

的可持续利用，让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得以传承和发扬。

一、渭南地区文物资源概况
（一）不可移动文物资源

1.类别与数量

渭南市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类别繁多，数量庞大。据最

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渭南市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 3697 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65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98 处。这些文物古迹不仅在地理上

具有代表性，也在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2.地理与历史分布

渭南市的不可移动文物广泛分布于各个区县，如韩城市

的司马迁墓和祠、华阴市的西岳庙、蒲城县的唐睿宗桥陵等。

这些文物古迹不仅在地理上具有代表性，也在历史上具有重

要价值。例如，魏长城遗址、元君庙-泉护村遗址等，它们代

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和社会风貌。渭南市的文物资

源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史前文化到近现代

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涵盖。

3.代表性文物介绍

渭南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司马迁墓和祠、西岳庙、

桥陵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不仅见证

了渭南地区的历史变迁，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例如，梁带村芮国遗址、唐睿宗李旦桥陵、司马迁祠墓、西

岳庙、仓颉庙、党家村明清民居等，这些文物古迹在考古学

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研究渭南地区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历

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可移动文物资源

1.馆藏文物数量与类别

渭南市博物馆作为主要的文物收藏机构，收藏和展示着

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据数据显示，渭南市共有可移动文物

（馆藏文物）29909 件（组），珍贵文物 1884 件（组）。馆藏

文物数量庞大，涵盖了陶瓷、青铜器、书画、雕刻等多个门

类。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也反映了中

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多方面的内

容。

2.重要文物介绍

在众多的可移动文物中，有一些文物因其独特的历史背

景、艺术风格或科学价值而显得尤为珍贵。例如，大荔人头

骨化石、陶鹰鼎、花瓣纹彩陶罐、龙纽玉印等，这些文物不

仅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研究渭南地区乃至中国古

代社会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渭南市博物馆在数字

化信息管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完成了 500 余件（组）

馆藏文物的“形制描述”，并新增文物 404 件（组）。

二、渭南地区文物资源遗址、遗迹存续现状
（一）分布特点

1.地理分布

渭南地区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其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

理特征。渭南市行政区划分的多样化导致了文物资源的零散

分布。例如，临渭区拥有北刘遗址、崇宁宫遗址等重要文物

古迹，华州区有禅修寺大殿、李元谅碑等，而韩城市则有扶

荔宫遗址、东营庙等。这些文物古迹不仅在地理上具有代表

性，也在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据资料显示，渭南市共有不

可移动文物 3697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1 处，省级文

保单位 165 处，县级文保单位 398 处。

2.历史时期分布

从历史时期分布来看，渭南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涵盖了

从史前文化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如魏长城遗址、元君

庙-泉护村遗址等，这些文物资源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重

视。渭南市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开展

了一系列专项调查，进一步摸清了文物的分布情况。

（二）保护现状

1.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现状

渭南市拥有司马迁墓祠、大禹庙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也有华阴市的西关村遗址、玉泉院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文物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重视。渭南市文化和旅游

局配合渭南市人大制订并出台了《渭南市仓颉墓与庙保护条

例》，编制了《渭南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发展规划》、

《西岳庙保护规划》、《丰图义仓（2020—2035）保护规划》，

确保文物保护与社会进步和谐发展。

2.部分偏远地区的文物资源保护

尽管渭南市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部分偏

远地区的文物资源，如一些小型遗址和古建筑，由于资金和

技术支持不足，亟需加强保护措施。渭南市正在通过各种方

式，包括增加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培养专业人才，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等，来提升这些文物资源的保护水平。

三、渭南地区文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情况
（一）可移动文物管理

1.管理体系概述

渭南市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可移动文物管理体系。市博

物馆作为核心机构，负责文物的征集、保护、展览和学术研

究。2021 年，渭南市博物馆举办了“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

8次，推出“渭南文博讲堂”之文物鉴赏系列讲座 12 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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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六进”活动 6次，实施民间藏品公益鉴定咨询服务活

动 1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

2.数字化信息管理

在数字化信息管理方面，渭南市博物馆完成了 500 余件

（组）馆藏文物的“形制描述”，全年新增文物 404 件（组）。

此外，还完成了《渭南市馆藏珍贵文物数字化建设项目》的

立项工作，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待修复青铜器及古籍善本的修复工作。

（二）保护措施

1.待修复文物的修复工作

渭南市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推进 22 件（套）待

修复青铜器及 2册待修复古籍善本的修复工作。这些工作的

开展，使得一批濒危文物得到了有效保护。

2.文物利用效率提升

通过展览、教育和研究等方式，渭南市提升了文物的利

用效率。市博物馆举办的《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百

年历程》革命题材丝网版画艺术展，以及《与华相宜—渭南

故事》等四个线下展览，都极大地提升了文物的展示效果。

3.公众教育与参与

渭南市博物馆开设了“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渭南文

博讲堂”等，提升了公众对文物的认知和兴趣。此外，还开

展了线上导赏活动和公益鉴定咨询服务，进一步增强了公众

的参与度和文物保护意识。

（三）学术研究与成果

1.科研论文与馆刊出版

渭南市博物馆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完成了

科研论文 3篇，并创办了馆刊《渭南文博》。此外，还完成了

《家在黄河太华之间—渭南印记》、《百年风华—中国共产党

奋斗历程丝网版画图集》图书出版。

2.学术活动与交流

渭南市博物馆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促进了文

物保护和研究的深入发展。2021 年，市博物馆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如“灯舞上元 渭博之夜”元宵节系列活

动，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等多家媒体报道，提升了文

博单位的社会影响力。

四、渭南地区文物资源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自然灾害威胁

渭南地区位于黄河中游，自然灾害如洪水对文物安全构

成威胁。此外，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也可能对文物造成破

坏。渭南市共有不可移动文物 3697 处，这些文物资源的保护

工作面临着自然环境变化的挑战。

2.人为因素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扩张导致一些文物遗址面

临被侵占或破坏的风险。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

区可能会出现过度商业化的现象，影响文物的原始风貌和历

史价值。渭南地区曾发生盗掘古墓葬案件，非法交易文物的

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文物保护构成了严重威胁。

3.资金与技术挑战

文物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与专业人才投入，但目前渭南

地区在文物保护资金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渭南市自 2020

年起每年设立市级文物专项保护资金 200 万元，2022 年起要

求各县（市、区）至少落实县级文物专项资金 50 万元。同时，

文物修复专业人才缺乏，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可能不够充足；

在文物保护的技术方面，可能存在技术手段的局限性，需要

引入更多的现代科技手段来提高保护效率。

（二）对策建议

1.加强自然灾害预防和应对机制

针对渭南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和地震，建议建

立和完善文物保护的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这包括定期对文

物遗址进行风险评估，制定详细的防灾减灾计划，以及开展

应急演练。同时，应加强与气象、地质等部门的合作，实时

监控可能对文物造成威胁的自然因素，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

够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文物安全。此外，对于易受洪水侵

袭的文物区域，可以考虑建设防洪设施，如堤坝和排水系统，

以减少洪水对文物的破坏。

2.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和参与度

人为因素是文物破坏的重要来源，提高公众的文物保护

意识至关重要。建议通过教育和媒体宣传，普及文物保护知

识，强调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5]。同时，可以开展形

式多样的公众参与活动，如文物保护志愿者项目、社区文物

保护工作坊等，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此外，对

于旅游区域，应加强对游客的教育和管理，制定合理的旅游

规划和游客行为规范，减少旅游活动对文物的负面影响。

3.增加文物保护资金投入

资金不足是制约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建议政

府增加对文物保护的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文物的修

复、保护和研究。同时，可以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

如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发行文物保护彩票、开展公益募捐等。

此外，应加强对文物保护资金使用的监管和审计，确保资金

的有效利用，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率。

4.引入现代科技提升文物保护技术水平

面对技术挑战，建议积极引入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文物

保护的技术水平。这包括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物进行详细的

记录和存档，使用 3D 扫描和打印技术进行文物修复，以及运

用遥感和 GIS 技术对文物遗址进行监测和管理[6]。同时，应

加强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开展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此外，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引

进国外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渭南地区文物

保护的整体水平。

结论
总而言之，渭南地区应继续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不断探索和创新文

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以实现文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文

化遗产的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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