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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河北“考古中国”重要发现③

文 化 快 评

抢博物馆预约门票，欣赏文物之
美，享受文化盛宴……这个夏日不断升
温的，除了滚滚热浪，还有人们逛博物
馆的热情。连日来，各地博物馆迎来游
客参观热潮，“门庭若市”成为博物馆的
日常，各类文创产品亦备受追捧，“博物
馆热”持续升温。分析此现象背后，是
大众对博物馆历史文化价值的发现和
认同，也是博物馆展陈纷纷“上新”，以
浓浓的文化情怀对大众需求的热切
回应。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和展示物质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随着公众文化
消费需求的日益高涨，人们越来越认识
到，博物馆不仅有品、有料，而且有用、有
趣。行走其中，领略一件件馆藏珍品，既
满足了多元文化需求，又可以让人们在
观赏中感受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以三星堆博物馆和安阳中国文字博
物馆为例，这些博物馆以考古成果和学
术研究为依托，不仅带领大众追溯中华
悠久文明，更解答了尘封千年的历史谜
团，在广大游客眼中，文物不再是老古
董，而是浓缩的历史、文化的结晶。同
样，在这个暑假，河北博物院门前天天排
起长龙，非遗项目展示展销、传统武术展
演、明清士大夫理想人格展、全球琥珀珍
品展等系列活动，让人们重新审视非遗
文化和文物珍品的历史价值和新的打开
方式。

文化为舟，情怀致远。各地博物馆
以浓浓文化情怀回应着大众的热情，满
足广大游客“为一座馆，赴一座城”的美
好心愿。北京市重视胡同和历史街区的
文化价值，让刻满历史的老北京胡同、街
区变成能够让人们走入其中的“露天博
物馆”。苏州、西安、太原等历史文化名
城不断完善博物馆建设体系，以“时时有新意”的展览给观众带
来润泽心灵的深度文化体验游。

暑期以来巨大的“流量”加持，让各地博物馆人气爆棚。如
何让暑期“博物馆热”做到热度不减？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通
知，就博物馆增加优质文化资源供给，完善预约机制，优化场馆
环境，提升接待环境，加强安全管理等服务工作提出要求，旨在
解决一些博物馆在职能定位、建设发展、运营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更好满足广大公众强烈
的文化需求。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当漫步在博物馆文化长廊
里，时间仿佛定格，精神变得充盈，人生也因此厚重起来。我们
期待，明天会有更多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让博物馆成为
人们“文化寻根”之所，文化情怀得到安放，民族文化自信能够
增强。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
多 实习生梁静雯）7月22日
上午，由河北博物院联合南越
王博物院、邯郸市博物馆举办
的“高枕无忧——中国历代枕
文物特展”在河北博物院北区
13号、14号展厅开展。

本次展览展出广州南越
王博物院藏枕196件、邯郸市
博物馆藏瓷枕5件、河北博物
院藏瓷枕 17 件，其中南越王
博物院有50余件文物是首次
在院外展出。这些展品跨西
汉到当代各个历史时期，材
质多样，造型别致，有着重要
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展
览分“枕·文化”“枕史掠影”

“枕之形”“枕之纹”与“枕之
工”五个单元，主要展示了和

枕相关的历代诗文，并从“枕
与爱情、相思”“枕与闲适、隐
逸”等方面介绍了内涵丰富
的中国枕文化，为观众奉上
了一场中国枕文化的视觉
盛宴。

本次展览不仅内容丰富，
形式上也颇为新颖。展览现
场，除了展牌与陈列品外，还
设有观众互动体验区。“在互
动体验区，我们特意放置了一
个孩儿枕和一个花鸟纹饰的
瓷枕，观众可以在观展时直接
触碰，感受遥远时空中古人曾
沉醉的那一抹清凉。”河北博
物院艺术设计部文博馆员焦
娜说。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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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枕无忧—中国历代枕文物
特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

35名武戏人才河北“学艺”

继1978年发现“亚伐”铜卣等国家一级
文物后，自2021年起，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联合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灵寿
县文广旅局启动的石家庄市灵寿西木佛遗
址考古再获重大发现——发现 31座墓葬、
殉牲坑和水井等遗迹，出土文物 220多件，
包括河北首次发现的晚商时期车马埋藏
坑，创下河北商周考古领域数个“之最”。作
为一处晚商至西周时期的聚落，西木佛遗
址考古发现呈现了商王朝王畿边缘区域的
文化面貌，进一步完善了冀中地区殷墟晚
期至西周早期编年体系，还原了商代晚期
社会生活图景。

再现“甲”字形墓

——系河北目前发现规模
较大的商代墓葬之一

滹沱河，自西向东静静流淌，西木佛村
就在河的北岸。“西木佛村和东木佛村紧挨
着，遗址区正好在俩村居住区交界处，原本
高出地面三米多。多年来，村民们一直在这
块地上种菜，过去也曾大量取土盖房……”
7 月 13 日，西木佛墓地考古发掘项目领队
陈伟指着眼前这片青绿色的玉米地，深有
感触地说。

上世纪70年代，村民从这里取土盖房，
曾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亚伐”铜卣被认定
为国家一级文物。此次勘探和考古发掘，起
始于2021年5月，于2022年8月结束，发现
晚商西周及唐宋遗迹100余处，主要文化遗
存为墓葬、祭祀、生活三类。发掘的31座墓葬
中，20余座被确定为晚商西周时期墓葬，还
发现殉牲坑、灰坑、水井等遗存。总计出土文
物220多件，包括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
铜器有戈、矛、刀、铃、车马器等。

“继栾城周家庄遗址之后，西木佛墓地
也发现一座大型‘甲’字形墓葬，编号为
M7，是河北目前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墓葬
之一。”陈伟告诉记者，因墓地破坏严重，文

化层已消失殆尽，这座“甲”字形墓出土文
物甚少，只在墓葬填土中发现极少部分人
类骸骨，以及玉璜等精美玉佩饰，但诸多信
息透露其规格较高。这种墓葬往往意味着
墓主身份较高，一般为当时和王室关系密
切的高级贵族。

在这片区域，20 余座墓葬跨越殷墟四
期至西周早期，均为竖穴土坑墓，形成一处
集中墓地。墓葬方向相对一致，多为南北
向，随葬陶器以鬲、簋、罐为主，多见殉狗。在

“甲”字形墓M7西侧和北侧，还有三座墓葬
等级相对较高，出土有玉器、铜器残片。其
余墓葬多随葬陶器、海贝，或无随葬品。

“商早期流行居葬合一，晚商已有独立
墓葬区，高等级聚落也已呈现出多层次的社
会结构。西木佛遗址显示出聚落人群的复杂
化，是商人在王畿边缘的重要聚落之一。”陈
伟说，西木佛遗址进一步完善了冀中地区殷
墟晚期至西周早期编年体系，为了解当时太
行山东麓冀中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族群构
成、势力格局等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河北最早的车马坑

——实验室考古有望破解
晚商诸多谜团

玉米地东南约 40米处，大片的向日葵
长得正旺。在这里，发掘出此次考古最意外
的发现——一座大型晚商时期车马坑，也
是迄今为止河北发现最早的车马坑。如今，
这座极其罕见的车马坑已被整装吊运至灵
寿博物馆，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

在灵寿博物馆实验室内，记者被眼前
的一幕所震撼——

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巨型车马坑被整
体加固，静静地放置于高大的操作台上。车
马坑整体保存较好，尽管木质已腐朽，仅存
碳化痕迹，但车衡、车辕、车厢和车轮等俱
全，很多青铜构件仍镶嵌于原位，车厢左侧
红色髹漆历经千年依然鲜艳。资深技师游

惠琴站在搭建的木台上，正全神贯注地清
理马头结构。随着考古工作者用竹签小心
翼翼地剔动清理，三千年前的细沙簌簌滑
落，马头青铜配饰逐渐显露，露出岁月掩埋
的沧桑容颜。

数年前，游惠琴老师曾参与行唐故郡
遗址清理出震惊世人的二号车马坑——贴
金彩漆豪华车队，5辆马车首尾相接。“和故
郡车马坑不同，西木佛车马坑几乎全部由
细沙填埋积压形成，清理难度特别大。”游
老师告诉记者，殷墟出土车马坑近百座，其
中完整清理的有数十座，但整体套箱、打
包、提取，进行实验室考古的寥寥无几。考
虑到既要利于研究，又要保证车马坑整体
形态方便后期展示，目前西木佛车马坑的
清理格外小心。

“马车是商代从中亚西亚经草原传到
中国的，考古发现已证明，商王朝在晚期开
始用马车作为重要交通工具。”河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鹏为告诉记者，眼
前的车轮直径约1.5米，轨距2.3米，在商代
属于中大型车辆。在轭、马头、车轮处均发
现席痕，车厢前部有殉人骸骨。西木佛车马
坑与安阳殷墟墓地发现的车马坑相似，时
代属殷墟三期晚段。但是，殷墟商代车马坑
一般随葬于墓西南，而西木佛遗址的车马
坑在“甲”字形大墓M7的东南方。因目前发
掘区域有限，这座车马坑和M7的关系需进
一步研究。

“迄今在安阳以外地区商晚期车马坑
发现较少，此次在河北是首次发现，具有极
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期
待通过科技力量解开更多谜团。”灵寿县文
广旅局局长彭罗智说，实验室考古结束后，
将把车马坑完整展示永久保留，未来人们
可以在灵寿县博物馆的展陈中欣赏到珍贵
的车马坑。

三千年前的“族群据点”

——描绘滹沱河畔晚商时期
聚落生活图景

“殷墟之外，晚商以来带墓道大墓现在

至少已发现 8处。其中，灵寿西木佛遗址和
栾城周家庄遗址墓葬时代最接近，甚至可
能有过一段共存时期。”李鹏为告诉记者，
这两处遗址墓葬及相关遗迹，表明二者有
某种联系，其中最关键的是，两处遗址出土
器物上有同一族氏铭文——“爯”字。

他们是谁？和周家庄遗址有什么联系？
和商王朝有何关系？三千年前的晚商，同一
片星空下，这些极可能属于同一族氏的先
民，在滹沱河畔过着怎样的生活？

近年研究表明，商周时期灵寿一带是
战略要地，是太行山东麓南北走廊的一个
关键节点。晚商时期，商王朝北部边界逐步
往南退缩，灵寿成了重要的缓冲地带。

“1978 年出土的‘亚伐’铜卣，‘亚’是‘次’
‘副’的意思，‘伐’应是官职，相当于军事指
挥副职。商代‘亚伐’铜卣仅发现两件，一件
在陕西城固，另一件在灵寿西木佛。”李鹏
为认为，商王朝可能在灵寿、城固等距前线
有一定距离的关键地点设立军事指挥机
构。西木佛遗址考古表明商王朝对冀中地
区的管理有明确部署和安排，对于复原和
研究商王朝社会治理和军事防御体系提供
了重要实物资料。

遗址内，还发现 10 个殉牲坑，坑内主
要是马牛羊等。其中一个牛牲坑保存完
整，从牛头到牛尾骨骼齐全，体长约两米。
一口深井，是自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水井以
来，河北发现的晚商时期保存最好的大型
水井，推断原来井深可能有 13 米至 14 米。
井框以榫卯工艺做成，井底陶器堆积达 7
层，还出土了木器和骨笄等，器物时代跨
越殷墟三期至四期，说明水井使用了相当
长的时间。

“这些都表明，这里应该存在大型生活
区，居民人数不少，生活气息浓郁，该遗址
可能是石家庄地区商代中心定居点之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说，灵
寿西木佛各类遗存的发现，丰富了晚商时
期冀中地区聚落的文化面貌，对认识这一
区域商人族群发展脉络，以及揭示这一地
区商代重要聚落形态、组织结构等，具有重
要意义。

从铜雀三台遗址公园北行，沿着宽阔整
洁的临邺大道行驶不远，就到了邺城博物
馆。博物馆仿邺南城朱明门而建，庄严古朴、
气势恢宏。博物馆外，邺城成语故事景观柱、
古邺文化长廊、赏鸟亭、观鱼台、叠嶂瀑等景
观让人流连忘返；博物馆内，“民族融合、文
化激荡——十六国时期邺城”“隋唐文明之
前奏——东魏北齐邺城”等六个展厅，既可
见精美图画再现的历史风貌，又可从大量展
品中感受六朝古都邺城的历史遗韵。

“邺城，西邻滏口陉，南部古黄河流经，
北靠辽阔的河北平原，‘据河北之襟喉，为天
下之腰膂’是其地理位置的真实写照，这也
造就了邺城不同凡响的历史地位。”在邺城
博物馆“魏武雄才、崭新都城——曹魏时期
邺城”展厅内，《临漳县志》主编黄浩向我们
详细介绍了邺城运河水系的修筑过程、群星
璀璨的邺下文人集团以及发生在此地的多
元文化融合碰撞。

东汉末年，占据此地的袁绍为提升城市
防御功能，对邺城进行扩建，形成规划整齐
的城市格局。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
败袁绍，占领邺城，自领冀州牧，开工修筑邺
城运河水系——白沟水运工程。该工程使淇
水脱离黄河，又使白沟从淇水获得较丰水
量，以利通航兴业和军事北扩。

为彻底消灭袁氏残余势力，曹操在此地

营建宫室，修筑铜雀台、金凤台、冰井台，开
渠引漳水过邺入白沟，这就是当地人引以为
豪的利漕渠。利漕渠的修建，首次使黄河以
北的运河与河南诸河相通，沟通了黄河、淇
水、洹水、漳河、卫河等。四通八达的水网，贯
通远近乡村、大小城镇，将当时的中国北方
紧紧聚拢在一起，使曹操成为东汉末年实力
最为雄厚的霸主。

运河军事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加强了
各地之间的联系，使得文化交流和商贸流通
不断拓展。曹操攻占邺城后，招贤纳才，发展
文化事业。矗立于城西北部的“三台”，成为
文人赋诗清谈的场所。陈琳、王粲、应玚、刘
桢、阮瑀等，通过运河水路等来到邺城，形成
了以“三曹”为中心，“建安七子”为重要成
员，包括蔡琰、邯郸淳、繁钦等在内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文学集团——邺下文人集团。

登台游园、吟诗作文、唱和酬酢……邺
下文人通过举办诗会、赏读等文学活动，创
作了大量清新刚健具有建安风骨的作品，形
成了清峻、通脱、简约的建安文学，对此后中
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邺下文坛群星璀璨的盛况并未持续
太久，在经历西晋短暂统一后，中原北方地区
陷入了混战时期，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
等在邺城建都。为争得中原文化之正统地位，
各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政治

制度，同时与西域及朝鲜半岛开展文化交流，
使邺城成为中原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据史料记载，邺城当时有专供各国使节
居住的会馆，后赵时期邺城华林苑还有仿龟
兹国寺院的建筑，邺城附近的魏晋南北朝墓
群，后来也曾出土过来自西域的文物。从考
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遗物，
如建筑装饰、佛教造像、墓室壁画、随葬器物
等，都可看出邺城已成为当时东西文明交
流、南北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碰撞的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
队负责人何利群介绍，邺城地区的民族融合
和多元文化碰撞，其周边运河水网起到了重
要作用。运河的贯通，突破了地理限制，促进
了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政治经
济文化交流。

邺城的繁荣与水有关，其衰退，水环境
和水运交通的变化同样是重要原因。隋唐以
后，政治中心重回洛阳，邺城被大火烧毁，留
存地面的只有几处建筑台基。此时，引漳水
入白沟的利漕渠逐渐淤废，加之黄河改道，
决溢与日俱增，原来的水运网络被彻底打
破，邺城难以再现往昔繁荣景象。

西门豹投巫治水发生地、建安文学发祥
地、佛教文化繁荣地……拨开历史的烟尘，
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美誉的邺城给后
世留下了许多不可湮灭的宝贵遗产。值得一

提的是，作为我国第一座先规划后建设的都
城，邺城开创了“宫城—皇城—都城”中轴线
的城市格局。这种都城建设方式，承前启后，
影响深远，对后世有很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铜雀已逝，岁月无情，但人与河、人与城
的记忆仍在传承。

跨过漳河大桥，穿过长长河堤，我们来到
一处开阔的田地，田地中央有下挖的探方，这
里便是邺城遗址。自2005年开始，邺城遗址连
续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至“十四五”大遗址保
护规划，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遗址之一。三
台遗址展示区、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展示区、朱
明门及南郭宗教与礼制建筑区……今年，邺
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以此为抓手，
临漳县打造集遗址保护、现代考古展示、考古
科学研究、科普研学宣传、休闲观光于一体的
考古景观，从政策、资金、管理等方面积极推
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使邺城文化的传
承和创新发展开启了崭新篇章。

此外，为展示邺城波澜壮阔的历史，揭
示邺城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生
动图景，当地建设了邺城博物馆、邺城考古
博物馆、建安文学馆等，重点展示邺城几个
重要时期与都城建设、墓葬制度、手工业生
产、文学艺术等相关的历史文化面貌，不断
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新路径，助力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实现文化传承，更好服务公众。

文 脉 交 融 润 古 今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龚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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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盛夏时节，万木葱茏，位于邯郸市

临漳县的铜雀三台遗址公园掩映在一

片浓绿之中。登上金凤台，上面有依台

而建的文昌阁，还有兽面瓦、石螭首、陶

盘等古物，几棵苍劲的古槐迎风而立，

见证着往昔峥嵘岁月。漳河边，邺风遗

韵在波声中荡漾，今朝故事在寻常巷陌

间生长。记者访古城、探码头、跨古桥、

观展览……漳河边的见闻，有水脉与文

脉的交融，有文化与经济的共荣，更有

一段段新时代运河故事在深情吟诵。

扫码看视频。
视频摄制：
河北日报记者
许佳奇、李佳泽、史晓多、
龚正龙、张晓华

▶位于邯郸市临漳县的邺城博物馆。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龚正龙 张晓华摄

河北灵寿西木佛遗址

勾勒晚商时期滹沱河畔聚落生活画卷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
7月20日，由河北省河北梆子
剧院演艺有限公司申请实施
的国家艺术基金 2022年度艺
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河
北梆子武戏人才培养开学典
礼在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场
举行。

河北梆子武戏人才培养
旨在加强全国艺术院团武戏
人才储备，完善武戏人才梯队
建设，为全国艺术院团培养武
戏精英人才。此次项目共招
收来自河北、河南、新疆、山
西、辽宁等地 35 名优秀中青
年学员。课程内容理论与实
践并重，既邀请了孙德民、乔
慧斌、庞彦强、贾吉庆等老艺
术家、文艺评论家进行理论授
课，也有张志远、孟繁英、李荣
霞等老艺术家对《马踏青苗》

《夜奔》《扈家庄》等传统剧目
进行授课，通过高层次理论要
领讲解、口传身授等方式进行
示范性教学。培训结束后，将
组织学员进行汇报演出并颁
发结业证书。

长期以来，由于武戏技

术难度较大、人才培养周期
长等原因，武戏传承面临着
很大挑战。近年来，为传承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
戏曲武戏后继人才，我省探
索出不少成功经验，其中包
括申请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
才培养资助项目——河北梆
子武戏人才培养。“目前，全
国戏曲人才面临断档问题，
其中武戏人才断档更为严
重。武戏是河北省河北梆子
剧院的一大特点，我们创排
的河北梆子《钟馗》《宝莲灯》

《哪吒闹海》等经典传统戏文
武带打，以武戏见长。我们
想通过这次培训，推动各地
武戏演员的技艺技巧获得多
方面提升，为武戏人才培养
贡献力量。”河北省河北梆子
剧院院长赵涛介绍。

据悉，此前河北省河北
梆子剧院已成功完成国家艺
术基金 2016年度艺术人才培
养资助项目——河北梆子武
戏人才培养，为全国许多戏
曲院团培养了大批武戏尖子
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