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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工程》接续报道

长春建历史文化博物馆引发寻根热
记者探访长春博物馆溯源长春历史

博物馆作为承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对于维系
民族精神、赓续文化根脉具有重要意义。而作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长春拥有多座主题各异、展陈精彩、特点突出的博物
馆，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了解长春、增长知识的绝佳
去处。

身在湖南长沙的李婧去年冬天曾在长春体验了冰雪游，
她对博物馆建设格外期待。“能在老街核心地段开辟空间建历
史文化博物馆，这本身就值得点赞！”李婧说，她很期待下半年
能实现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游，用另一视角感受和认识长春。

她也认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文明印记的重要殿堂，也
是凝望过去、连接现在和通往未来的桥梁，更是一座城市的历
史窗口和文化地标，应该让博物馆成为影响广泛的文化地标
和品牌。

本版文字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摄

“长春这片土地历史有多久？”“长春人的先辈们怎样建设这座城市？”……

3月12日，城市晚报以《新民大街将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保护提升院落施工效

果图“出炉”》为题，对长春新建历史文化博物馆进行了报道，一时间在网上成为热

门话题，并引发长春人本土寻根热议。

12日上午，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探访长春博物馆，跨越历史长河，溯源长春

历史。或许，透过现有的长春博物馆的内容展示，更能清晰明了地感受到兴建中

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未来的轮廓模样。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过，那些
被岁月尘封的文明之光，正在长
春博物馆重新焕发光彩。谈到长
春的历史，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往
往认为是一个近现代才发展的城
市。而考古发现告诉人们，早在
两万多年前，长春地区已有人类
活动的迹象。

长春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

人类化石，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
地质调查和考古发掘中发现的。
1951年，在榆树的周家油坊附近发
现的古人类化石，后来被命名为“榆
树人”，是长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古
人类化石。

博物馆内的小平柜中展示着
旧石器时代制作石器常见的原料，
到了距今7000年前后，人们创造

性地发明了陶器，开始发展原始农
业，建房筑物，过上村落定居的生
活。长春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房屋都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
石器时代。特别是农安县五台山
遗址发现的密集分布、排列有序的
三十多座房屋，是长春考古发现新
石器时代的聚落之最，被视为“长
春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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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和考古发掘发现“榆树人”
这块土地两万多年前就有人类的踪迹

在长春博物馆，除了溯源长春
早期的历史发展变化之外，不能错
过的就是“一龙一鸟”两大镇馆之
宝。

“中华第一石龙”，是1985年
在长春的左家山遗址出土的，距
今已经有6000年左右，是我国目
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石雕。这

个石龙写有“仿制品”，其文物真
品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石龙的出
土，为了解长春地区史前先民的
精神世界和文化信仰提供了宝贵
资料。

该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
是 2017 年在长春五台山遗址出
土的玉鸟，距今已经有 7000 到

6000年左右了，是我国目前发现
的年代最早的鸟形玉器。所以被
视作“华夏第一玉鸟”。这件玉鸟
的发现，为了解长春地区史前先
民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提供了
重要依据。同时，它也为我们揭
示了玉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

长春博物馆“两大镇馆之宝”
“石龙”“玉鸟”是中华文明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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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博物馆，承载着丰富
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不仅是文明
的见证，也是了解城市最深入的方
式。正因如此，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的建设乃至进展，备受各界期待。记
者多方采访证实，按目前施工计划，预
计最快年内将实现博物馆亮相。

新建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展出内
容，与现有的长春博物馆有很大区
别。相比后者的追溯远古时代，长春
历史文化博物馆将更聚焦城市的发展
脉络、历史记忆、人文故事，为想深入
了解长春这座城市的人，提供一个全
方位的叙事讲述。

与此同时，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也启
动了城市史见证物征集工作，未来将充实
馆藏。

近日，长春市老干部管理服务中
心召开离退休干部城市史见证物征集
工作动员会。会议明确，为推进历史
建筑保护利用和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
区改造提升，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长

春城市发展建设者和见证者的优势作
用，充实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
会上宣读了《关于开展离退休干部城
市史见证物征集工作的方案》，并对征
集工作日程及人员分工作了安排。

会议阐述征集工作重要意义，建设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全市的重点工
作，本次面向离退休干部的城市史见证
物征集工作由市委老干部局、伪满皇宫
博物院主导，管理中心负责统筹，是老干

部工作融入一线为城市发展作贡献以及
管理中心发挥优势作用的重要契机。

征集工作启动后，长春市老干部
管理服务中心将对老干部基本信息重
新梳理，采取五年内百分百摸排、十年
内重点摸排、二十年内特殊摸排三种
方式与老干部家属进行联系，真正把
老干部基本信息再摸底工作与城市史
见证物征集工作融合起来。此次征集
工作至4月中旬结束。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启动城市史见证物征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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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博物馆成为影响广泛的
文化地标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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