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DOI: https://doi.org/文化艺术创新·第 07卷·第 03期·2024 年 06 月 10.12345/whyscx.v7i3.18944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Hongshan 
Cultural Sacrifice Si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Relics
Songhai Li
Longcheng District Museum, Chao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Chaoyang, Liaoning, 122000, China

Abstract
Hongsha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prehistoric culture,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unique 
artistic	style.	Sacrificial	sit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Hongshan	cultur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ite	
protec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museum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tection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Hongshan	cultural	sacrificial	sites.	The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include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
depth interview.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sacrificial site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Hongshan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 rich materials for the exhibition of local cultural museums, enhance the attraction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exhibi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provide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ongshan	cultural	sacrifici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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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对地方文博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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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山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祭祀遗址作为红山文化重要的组
成元素之一，本研究通过对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遗址保护对于推动地方文
化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现场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祭祀遗址保护不仅
可以促进红山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还能够为地方文化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丰富的素材，增强展览的吸引力和教育功能，带动
地方经济的发展，为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有效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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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化的瑰宝，一直以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

中，祭祀遗址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宝贵的历史

信息，还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方式。然而，这些珍

贵的文化遗产却面临着保护和传承的挑战。论文旨在探讨红

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现状以及相关存在的问题，并分析这

些保护活动对地方文化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影响。研究方法包

括文献回顾、实地调查以及与专家的深度访谈，以期构建一

个全面的分析框架。本研究的成果显示，有效的遗址保护措

施不仅有利于红山文化的持续传播和弘扬，还能显著提升地

方文化博物馆的展览质量和教育功能，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

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进一步而言，我们

的研究还试图为红山文化遗址的有效保护与利用提供策略

性建议，为地方及国家文化的长远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

努力预期将为红山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支

撑和实践指导。

2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概述

2.1 红山文化的历史背景及地位
红山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历

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意义 [1]。红山文化大约产生于距今五千

至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

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区域。红山文化因其富有地方特色、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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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备受关注。

红山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前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

考古发现显示，红山文化的居民不仅掌握了先进的农业、渔

猎和手工业技术，而且还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制

度。这些进步为早期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红山

文化的陶器、石器和玉器等物质文化遗存，展示了当时人类

的高超技艺和审美情趣，重点体现出他们在制造和使用工具

上的重大进步 [3]。

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体系尤为突出，其祭祀活动的遗

存，如大型的祭坛、神庙和墓葬等，揭示了当时人们对祖先

崇拜和灵魂不灭观念的信仰。这些丰富的祭祀遗存不仅反映

了红山文化社会内部的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和社会等级，还

为后续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头。

红山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史前文化史中占有

重要地位。它不仅是黄河流域早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对后续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考古学角度

来看，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研

究的空白，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红山文化因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和重要的历史地位，成

为中国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所留下的丰富遗

存，不仅为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宗教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

料，而且为现代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

灵感。

红山文化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展

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重

要的文化遗产和研究对象。

2.2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基本特征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基本特征包括地理位置、祭祀设

施以及随葬品等方面。地理位置方面，红山文化祭祀遗址通

常位于群山之中或临近水源地，这些自然环境不仅为祭祀

活动提供了神圣氛围，还便于古人进行宗教仪式。具体地，

遗址大多分布在今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并且

与周围的红山文化聚落相互呼应，形成一系列显著的文化

景观。

祭祀设施方面，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以人工堆砌的土石

垒筑和石块排列为主，其构造形式多样，既有简单的石圈，

也有复杂的祭坛和墓葬区。这些设施多采用特定的几何形

状，如圆形、方形以及多角形，展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技

术水准。在遗址中还经常发现雕刻精美的玉器、陶器和石器，

这些器物通常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进一步印证了祭祀活动

的真实性。

随葬品方面，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了大量以玉器为

主的随葬品。玉器多为龙形、鹰形等动物形象，象征了古人

对自然和生命的崇拜。还有一些高级陶器和雕刻精美的石

器，这些随葬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工艺水平，还展示了古人

丰富的宗教信仰体系。特别是红山文化特有的“女神像”，

更是体现了祭祀活动中女性崇拜的深层文化背景。

综合来看，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复杂的祭祀设施和丰富的随葬品，这些要素共

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体系，为研究史前

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2.3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现存价值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作为红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其现存价值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代表了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体系，

通过对祭祀遗址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史前社会的宗教活动

和精神世界。这些遗址提供了研究史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的重要线索，通过考古发掘可以获取当时社会等级、族群关

系等信息，揭示红山文化社会的复杂性。红山文化祭祀遗址

中出土的丰富文物，尤其是玉器和陶器，为考古学和艺术史

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些文物不仅展现了红山文化的工

艺技术水平，还反映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红山文化祭祀遗

址在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地位。通过对这些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能够有效推进文化

遗产的传承与弘扬，增强公众对红山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1]。

3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现状与问题

3.1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现状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现状可以从遗址的保存状态、

保护措施、法律法规、社区参与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目前，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存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部分遗址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面临严重的侵蚀和损

毁。这些遗址大多位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受自然环

境如风雨侵蚀的影响较大。另外，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

和管理措施，一些遗址在经过长时间的露天暴露后已出现风

化、塌陷等现象，遗址的原貌难以完整保存。

在保护措施方面，当前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现场保护和

文物集中保存两种手段。现场保护通常包括为遗址搭建临时

保护棚、设置围栏等，以防止风雨侵害和游客不当行为的破

坏。文物集中保存则是将部分可移动的祭祀器物和相关文物

转移至博物馆或保管所进行专业保护。现场保护措施的简陋

和分散保存方式的局限性，使得古代遗址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仍然面临散失的风险。

有关部门在保护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法律法规制定方

面虽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及相关地方性法规已为祭祀遗址的保护提

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由于这类遗址经常位于偏远地区，

执法力量薄弱，文物盗窃和破坏的现象偶有发生。地方财政

对遗址保护的投入有限，保护资金和技术支持不足，进一步

加剧了保护难度。



76

文化艺术创新·第 07卷·第 03 期·2024 年 06 月

社区参与对于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当前，一些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所在的社区已经开始

尝试通过开展文化宣传和教育活动，提升当地居民的文物保

护意识。通过举办红山文化知识讲座、祭祀遗址参观活动等

形式，增强社区成员对遗址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一些地方还

引入了旅游开发项目，将遗址保护与当地旅游经济相结合，

以期通过文化旅游的收入反哺遗址保护工作。由于缺乏系统

的规划和充分的专业指导，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进

一步提升。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现状虽然存在诸多挑战，但

通过合理的保护措施、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广泛的社区参与，

仍然有望逐步改善遗址的保存状况。

3.2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的问题及其原因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在实际过程中面临若干问题，

这些问题制约了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展示，进一步影响了红山

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第一，资金不足是主要问题之一。遗址保护需要大量

的资金投入，包括发掘、修复、维护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等。

目前许多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所在地区经济欠发达，缺乏足够

的财政支持，这直接导致遗址保护工作的滞后和不全面。

第二，专业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不足制约了保护工作的

推进。遗址保护需要高水平的考古学、文物保护和修复等方

面的专业技术。但在一些地区，专业人才的短缺使得保护工

作难以高效、有序地进行，导致遗址的保护和修复效果不佳。

第三，自然环境和人为破坏也是祭祀遗址保护中不可

忽视的问题。自然因素如风化、雨水侵蚀等长期作用，会对

遗址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人类活动，包括盗墓、建筑工程、

农业发展等，进一步威胁到遗址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第四，管理体制和法律保障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目前，

许多遗址保护存在多头管理或管理不力的现象，缺乏明确的

责任划分和协调机制。现行法律法规对遗址保护的规定不够

细致和严格，法律执行力度不足，使得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

效遏制。

上述问题的存在需要地方政府、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和

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通过完善政策、增加资金投入、加强技

术支持和增强公众保护意识等多方面协同推进，才能够切实

改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状况。

3.3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对比研究
在进行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对比研究时，选取国内

外具有代表性的祭祀遗址保护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国内案例

包括安阳殷墟遗址和陕西周原遗址，国外案例如埃及金字塔

和秘鲁马丘比丘等。通过比较发现，投放充足的资金与专业

技术支持，加强社区参与和跨部门合作能够显著提升遗址保

护效果。尽管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工作在近年来有所进

展，仍需借鉴成功案例中的先进经验，如高效的管理体制和

前沿的保护技术，以提升其保护和利用水平 [2]。

4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对地方文博发展的
影响及其战略探讨

4.1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对地方文化博物馆的推

动作用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对地方文化博物馆的发展具

有显著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能够为地方文化博物馆提供丰

富的展品资源。红山文化以其独特的玉器、陶器和建筑遗迹

著称，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在祭祀遗址中大量存在，通过专业

的考古发掘与保护措施，这些文化遗产可以得到更好地保存

和展示，为博物馆的展览提供重要的文物资源，进一步丰富

和提升展览内容的多样性与深度。展品的增多与内容的提

升，能有效增强文化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召力。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有助于提高地方文化博物馆的

研究水平。祭祀遗址作为红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

其深入研究和保护，可以揭示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礼仪制

度和社会结构等重要信息。这对于博物馆学者和研究人员而

言，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多

突破，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科研能力与学术地位。博物馆可

以开展更多的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和合作研究项目，从而

扩大博物馆的学术影响力。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还能够促进地方文化博物馆的

公众教育功能。通过对祭祀遗址的系统保护和展示，博物馆

可以设计出一系列具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和活动，向公众传播

红山文化的历史与价值。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展板介绍、互

动体验、虚拟现实（VR）等现代展示手段，使观众更直观

地了解和感受红山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其历史文化认同感

与民族自豪感，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能够提升地方文化博物馆的吸

引力和影响力。保护得当的祭祀遗址极具观赏价值，能够吸

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从而提升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与社会关

注度。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博物馆的经济收入，支持其可持续

发展，还能带动地方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共同繁荣。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对地方文化博物馆的发展具

有多方面的推动作用，不仅在资源和研究水平上有显著提

升，还极大增强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力。应当重

视对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以充分发挥

其在地方文化博物馆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4.2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对提升地方旅游质量的

影响及其机理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对提升地方旅游质量具有深远

的影响，其机理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遗址保护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旅游资源。红

山文化以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通过

对祭祀遗址的有效保护，可以使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更好

地展示，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满足他们对文化深度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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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追求。

第二，遗址保护为地方打造文化品牌奠定了基础。红

山文化祭祀遗址作为地方独特的文化遗产，通过规划和保护

工作，可以成为旅游品牌的核心。利用祭祀遗址丰富的文化

故事和历史背景，能够增强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吸引力，从

而吸引更多的文化旅游者前来探访。

第三，遗址保护促进了旅游产业链的发展。有效的保

护措施不仅提升了遗址本身的价值，还带动了包括宾馆、餐

饮、旅游商品等在内的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保护遗址，地

方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和节庆活动，增加旅游的多

样性和参与性，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停留时间，最终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不仅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意

义，更在提升地方旅游质量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这一过程中的有机结合与多元发展机理，为地方文旅

产业提供了持续动力和发展空间。

4.3 对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与利用策略的建议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保护与利用策略需多方面结合，建

议加大法律法规的完善与执行力度，确保遗址保护法律基础

牢固。政府应引导多方参与保护与利用，动员社会力量投入

资源，形成全民保护意识。提升科研投入，深化对祭祀遗址

的科学研究，通过考古技术增强对遗址的保护能力。在教育

领域，应加强文物保护意识的宣传，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教

育活动，通过课程设置等方式将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普及到学

校。还应优化旅游开发，建立规范的文化旅游项目，使文化

遗址在保护中得到合理利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3]。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保护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阐明了文化遗址保护对于地方文化博物

馆发展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证实了有效的遗址保护不仅有助

于红山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同时也能够丰富地方文化博物馆

的展览内容，提升文化旅游品质，以及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然而，尽管我们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红山文化

祭祀遗址的保护利用仍面临许多挑战，如保护范围确定、保

护技术和设备的选择、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等，仍需要进行更

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我们期待本研究能为相关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提供参考，同时也希望引领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问

题，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地方文博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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