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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
考古人员已完成对白马口遗址的抢救性
发掘，初步推测其年代约在春秋战国时
期。本次发掘清理了一批重要遗迹，出土
了较多遗物，对研究西南地区青铜冶铸技
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白马口遗址位于云南省武定县东坡
乡白马口村委会向阳村西北约300米，
勐果河与金沙江交汇处西侧的台地上。
因遗址处在乌东德水电站淹没区范围
内，为配合该工程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今年2月下旬至5月初，云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联合楚雄州博物馆、武定县
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
性发掘。

本次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共清理
遗迹239处，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动
物骨骼、红烧土块等遗物，其中编号小件
器物1200余件。出土的石器中以10余
件石范(采用石料制作的模具)最为重要，
其中可辨认的有铜戈、鱼钩范等。

考古人员介绍，白马口遗址出土的
侈口深腹小平底罐、双耳罐、单耳罐、钵
和圈足豆等陶器，与永胜枣子坪遗址的
青铜时代墓葬、会理雷家山一号墓和会
理粪箕湾水坪梁子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
接近，雷家山一号墓和粪箕湾水坪梁子
墓地的年代大致在春秋时期，初步推测
白马口遗址的年代与这些遗址年代大致
相当，约在春秋战国时期。

在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积极
开展多学科合作，运用新技术，更加全面
地获取遗址信息，为构建金沙江流域青
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复原当时的
社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遗址出土
的石范对研究西南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
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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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遗址

当游客走进云南省沧源佤
族自治县翁丁佤族古寨寨门
时，即刻感受到浓浓的佤族民
风民俗，更被独具特色的佤族
民居建筑风格所吸引。每天都
有国内外的游客专程来此，体
会纯朴佤族风情与自然的田园
风貌融合，体验着佤族“活态博
物馆”的魅力，久久回味。

有着400年建寨历史的翁
丁寨，有非常纯正的佤族民居
建筑风格，具有最古朴的原始
佤族风土人情，被《国家地理》
杂志誉为“最后的原始部落”。
2006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
布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2007年被授予“历
史文化名村”称号；2012年“翁
丁佤族传统民居建筑群”被公
布为云南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为了更好的保护翁丁
原始风貌，2017年成立了沧源

佤族自治县翁丁原始部落旅游
专业合作社，对文物本体进行
妥善的修缮处理，农户迁至新
村居住，以新村分配建房作为
给农户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
老寨房屋所有权归原产权人，
经营使用权作为永久股份入到
合作社，参与经营股份分红。

入住新居的佤族群众告别贫困
迈向小康，实现了历史性的二
次跨越。每当有游客路过新村
中的民居时，他们都露出真诚
的笑容，盛情邀请上家中坐
坐，这一刻，让游客感觉到了
翁丁佤山最美的风景。

记者 张彤 摄影报道

活态保护突显翁丁历史文化魅力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当天，云南数字博物馆平台正
式上线。今后，公众可通过“游
云南”App、“游云南”官方微信
小程序体验该平台

数字博物馆平台融合了腾
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优势技术，能为游客
提供全新的智慧化游馆体验。
游客出行前可在线购票，提前
了解博物馆的亮点和展览情
况，出行中可体验地图导览、语
音讲解、馆区直播等功能。在馆
区内，用手机扫描展品能获得

相关介绍，重点展品还能实现
拍照识别。结束游览后，游客可
参与互动评论。
据悉，数字博物馆平台初期整
合了110个博物馆的信息，今
后还将整合更多资源。

记者 李恒强

近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芒市标志性建筑
勐焕银塔景区开门迎客，与勐
焕大金塔形成“一金一银、交
相辉映”的景观效果，成了人
们体闲娱乐的又一好去处。

夏日的银塔，鲜花绽放，
游人如织。景区以银色为基
调，纯色无染、圣洁庄严，东面
俯瞰美丽的孔雀湖，西面欣赏
到芒市城南的景色。与勐焕大
金塔遥相呼应，在色彩上形成
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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