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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青铜之冠”之誉的秦始皇陵铜车马回

到了为它专门新建的家——秦始皇帝陵铜车

马博物馆。今年 5月 18日，该馆对公众开放。

铜车马博物馆北距出土铜车马的车马

陪葬坑大约 250 米，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

在铜车马陪葬坑附近选址建博物馆，将铜车

马迁回原来的出土地点，基于多方面考虑。

一是分流观众，解决秦陵博物院观众流量不

均衡问题。二是扩大铜车马的陈列面积，深

化并拓展陈列内容。观众有了更为安全、舒

适的参观环境。更主要的是，可以用更大的

空间对铜车马及所涉及的科技、文化内涵和

修复技术进行详细剖析和展示。

1978 年夏，考古工作者在秦陵封土西侧

20 米处勘探发现一座大型车马坑，由一条东

西向门道和 5 条南北并列的“耳室”组成。

1980 年 11 月初至 12 月底，考古队对其中的 1
号耳室进行发掘，出土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

马。前车为立车，后车为安车，按照前后顺

序编为一号车和二号车。铜车马出土时破

碎严重，为保证资料采集与修复工作的顺利

开展，遂将破碎的铜车马连同部分土遗迹一

起从坑中切离，装入木箱，搬到秦始皇兵马

俑博物馆专门的修复室。

铜车马的修复也是世界难题。铜车马

重量大，连接件众多，修复时必须切实加强

构件的抗压抗折能力，保障修复后的铜车马

能够经得起长期陈列的考验。各个部件的

薄厚也不同，曲折勾连。针对不同形状、不

同结构的断裂件，需要提前制定出合理的加

固方式、粘接技术或者焊接工艺，这是对修

复人员智慧和技术的双重考验。铜车马碎

片出土时大多受压变形，并存在不同程度的

锈蚀现象。在对变形的青铜碎片矫形时，如

何既达到矫正的效果，又不致造成新的断

裂，是修复中需要攻克的技术难点。还有铜

车马的彩绘纹饰，如何避免焊接温度对彩绘

的伤害，是修复中面临的两难问题。

铜车马制作工艺复杂，技术精湛，集中

展现了秦代冶金铸造技术和机械加工技术

的超凡成就。车、马、御手及大多数零部件

用青铜铸造，车器和马饰用金银制作，两乘

车的总重量为 2392 千克。为了展现马车的

细部结构和鞁具的装配关系及灵活性，每乘

马车被分解成上百个大小不同的组件，其中

多数组件又由众多的小构件连接组装而成，

两车的零部件总数达 6000 多件。铸接手法

也不同。车轮的辐条与轮毂之间的铸接，采

用的是嵌铸法工艺；车辕与车衡交接处呈

包裹状态的缠扎带纹，采用的是包铸法工

艺；车厢围栏铜板与舆底之间的铸接，采

用的是铸焊法工艺。经过文物工作者的不

懈努力，两乘铜车马分别于 1983 年 5 月和

1988 年 4 月完成修复。其中“秦陵一号铜车

马修复技术”项目，荣获 1997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铜车马还在车马器具与文献记载之间

架起了相互连通的桥梁，通过铜车马的清晰

呈现，学者们理解了《诗经》提到的“阴靷鋈

续”“五楘梁辀”“游环胁驱”等描述的具体所

指；通过观看实物，观众对“发轫”“管辖”“鞭

策”“分道扬镳”等熟悉的词语也有了形象的

认知。

秦陵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截至目前

出土的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

完整的古代青铜马车，它承载着丰富的科技

和文化信息，集制作技艺和工匠精神于一

体。现在用它命名一座博物馆，既是保护世

界文化遗产、推进考古与文博事业建设的水

到渠成之举，更是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体现。

（作者单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铜车马博物馆

展示丰富的科技文化信息
党士学

甘肃是我国汉简出土大省，自 1907 年

以来相继出土汉简总量就达 7 万多枚，占我

国出土汉简总数的 80%以上，其中近 4 万枚

就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之上书写、

保留、蕴含着 2000 多年前在丝绸之路上的

动人故事、真实事件和聪明智慧，无论是断

章残句还是完整册书，都记载了中华民族在

百折不挠前进道路上生生不息的光辉思想

和灿烂文明。以“简”立馆意味着我们要找

到用简牍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方式。

简牍是丝绸之路你来我往东西交通的

实录见证。1992 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发掘的

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 2.3 万余枚。悬泉汉

简与出自边塞烽燧的敦煌和居延汉简不同

的是，悬泉置是当时一座官方邮驿接待机

构，坐落在丝绸之路中西大道必经之地，遗

留下来的简牍文书主要是对丝绸之路上东

西交往的记录，这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

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义重大。甘肃简

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

途经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

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主要讲述了

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

室摆设及相关仪式。简文记载，龟兹王夫妇

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悬

泉置为龟兹王夫妇专门准备了相应的生活

用品，在堂上放置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

色帷，其他的 4 张卧床皆张帷。这些生动的

内容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小见大，弥

足珍贵。

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里程简，详实记载

了从长安出发到敦煌与居延地区的通行驿

置名称以及各地之间的具体里程。通过这

些珍贵汉简文字所记载的驿路通道，我们能

够复原出汉代长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

具体走向。2014 年夏，在第三十八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申遗成功，悬泉里程简对丝路往来驿路

走向的明确记载为申遗成功提供了极其重

要的佐证。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

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是丝路往来与中西

交通的实录及见证。

简 牍 忠 实 记 录 了 汉 塞 边 关 的 百 态 生

活。将汉简中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

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的内

容拼接起来就是鲜活的世态百图。通过简

牍文字，我们能看到一个个普通人的信息，

个人出身、样貌衣着、籍贯与爵位、文化水

平、工作情况、经济交流活动，甚至是法律裁

决书等等，这些细节全面地呈现了在这片土

地上生活过的人们的悠悠岁月。

竹 简 木 牍 不 同 于 青 铜 重 器 或 者 精 美

玉 器 ，其 重 要 价 值 的 呈 现 更 需 要 动 脑 筋 ，

如果想让观众流连忘返，博物馆人就必须

在 展 陈 形 式 上 下 功 夫 。 我 们 一 方 面 通 过

实物展示、图文解说等传统展陈方式讲知

识 讲 故 事 ，另 一 方 面 运 用 多 媒 体 影 像 技

术 ，对 考 古 现 场 进 行 情 境 营 造 ，模 拟 河 西

走 廊 沿 线 几 次 重 要 的 简 牍 出 土 的 遗 址 场

景。同时通过影像互动复原汉塞边关、驿

站 遗 址 空 间 ，以 情 景 再 现 方 式 拉 开 故 事

线 ，演 绎 汉 简 上 的 文 书 故 事 ，带 领 观 众 深

入了解汉代的文史典籍，更直观地体验简

牍中的社会百态。

作为一家新建的以简牍为专题的博物

馆，未来还有很多的挑战，但作为人类文明

的保护者、传承者，我们责无旁贷。

（作者单位：甘肃简牍博物馆）

甘肃简牍博物馆

书写于简牍之上的历史
朱建军

“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

依托景德镇悠久的制瓷历史和高超的制瓷

工艺，明清两代在景德镇珠山设立了御用

窑场。500 多年间，御窑烧造了大量供宫廷

和国事使用的瓷器，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

古代瓷业的最高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民窑

的技术进步和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

从上世纪的零星抢救性发掘，到本世纪

持续开展的正式考古工作，在御窑遗址出土

了众多的窑炉、作坊、掩埋坑、厂墙等古代遗

迹，尤其是上百吨、数以千万计的不同年代

窑业堆积所蕴藏的瓷片，为我们全面复原御

窑的历史面貌和文化与技术成就，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御窑博物馆的设立提供

了极为丰厚而独特的展品。

无边界、全天候、重美感、会说事，成为

今天的御窑博物馆的独特追求。

“无边界”是指对周边环境的融入与延

展。御窑博物馆地属御窑大遗址保护范围，

与周边的历史建筑、遗址、民居等联系紧密，

与古镇的千年历史不可分割。双曲面拱形结

构建筑，一方面采用了接近于周边传统柴窑

——蛋形窑的造型和尺度，以便在大体量厂

房和传统民居之间形成良好的过渡；另一方

面，长短不一的拱体巧妙地与周边参差不

齐的地界进行了有机的缝合。

文物工作者们通过 30 多年来的考古和

修复工作，使得沉睡于地下数百年的珍贵瓷

片重获新生，它们成为景德镇与世界对话的

重要纽带。御窑博物馆策划了以“寻找我的

亲兄弟”为主题的数字化展览，与世界近 30
家相关博物馆合作，一方面使流散在全球各

地的御窑瓷器实现数字化回归；另一方面也

让御窑博物馆的展陈边界更广地延展。譬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永乐青花海

水龙纹爵杯与托盘，就在首批寻找到的“亲

兄弟”之列，其与御窑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

在造型、纹饰、尺寸上如出一辙。

“全天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御窑博

物馆将终年开放，不舍昼夜，每个开放日的

夜晚都成为“博物馆奇妙夜”。多套灯光照

明系统被设计以适应昼夜的光照变化。与

周边的大遗址公园和历史街区联动可以进

行多种夜间主题活动，以再现御窑“瓷国明

珠”和景德镇“窑火映夜”的胜景。

此外，建设中的御窑标本数据库也为

“全天候博物馆”提供了崭新的诠释。在海

量出土文物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采集胎

料、釉料、颜料、器型、纹样、款识、工艺等 7
个方面的标本信息，进行可视化、智能化的

数据库建设。这既为相关社会教育和学术

研究提供了生动而翔实的资料，也为打造国

内一流的陶瓷传统工艺产业转化中心等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的活态博物馆。

御窑博物馆试图通过建筑、艺术和展品共

同呈现出融合之美。进入馆内，观众漫步于一

系列大小起伏、忽内忽外的穹体空间，在隐于其

间的古代遗迹和丰富的下沉院落间徘徊，深刻

感知中国传统建筑的虚实相涵、内外相生之美，

开启一段窑、瓷、人同源的博物馆体验之旅。

要让收藏在御窑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

就必须讲好故事。学术打底，创新表达方

式，将故事讲清楚，让观众看明白，这一点至

关重要。

一部御窑史，同时也是一部奇妙的城

市史、陶瓷史乃至文化交流史。在御窑博

物馆现有的常设展陈中，已经提炼出“御瓷

精华”“匠心冶陶”“天下瓷都”3 个章节共

52 个故事。

让我们走近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

遗存吧。它展现的不仅是古代中国制瓷技

术由成熟期到鼎盛期的脉络，还有中国人的

精神追求和不同时代的审美内涵。

（作者单位：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工匠来八方 器成天下走
翁彦俊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

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恢

复与重塑”。这个主题与

全球博物馆正在发生的始

料不及而又不可逆转的变

化息息相关。国外不少博

物馆一再推迟重新开放的

步调，还有的博物馆悄悄

关闭。越来越多的博物馆

人意识到，数字化和网络

化，以更具仿真感和现场

感的技术使观众拥有了不

受时空局限的博物馆参观

体验，博物馆已经无法通

过重开大门就回到原先的

轨道上。

如 果 我 们 不 局 限 在

“恢复”特定的博物馆，而

是着眼于博物馆行业对社

会的贡献的话，就可以发

现“重塑”的各种可能性。

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

西部，社区千差万别，但是

每个社区都有自身的独特

传统和适用的治理之道。

社区博物馆正是社区遗产

和治理智慧的载体。这恰

恰是中国博物馆以往发展

不足的方面。相比于种种

借助科技的“恢复”工程，

扎根社区，建设社区博物

馆则可以“重塑”中国博物

馆的未来。

社区博物馆是扎根大

地的博物馆。目前与社区

博物馆相关的实践已经有

很多。

1997 年，首家生态博

物 馆 落 地 于 贵 州 六 枝 梭

戛。随后 20 年间，生态博

物馆实践从梭戛扩展到镇

山、隆里、堂安，从西南边

陲到北方草原，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到东部传统

农业社会。生态不是山清水秀、民族风情的代名词，

生态也不是旅游休闲市场的新类别。生态并不仅指

自然生态，而首先是社会生态。本质上，生态博物馆

就是社区博物馆，这是中国博物馆行业第一次在最

基础的社会层面，以基层视角建设博物馆。

上海老城厢是另一个典型案例。虽然早在元代

至元年间设县，明代嘉靖年间筑城，上海老城厢一直

处在相对尴尬的位置上。由于上海被视为近现代都

市典范，开埠之前的上海以及开埠之后与租界相对

的上海老城厢一直得不到正视。尽管这是被人视为

有待改造甚至可以夷平的空间，但是，无论是百年前

拆墙修造的人民路和中华路，还是城内十字街和巷

道格局，至今都清晰可见，城市肌理保存完好。伴随

着露香园的消失，顾绣、谈笺之类本地名物渐渐淡出

大众记忆。但是，上海最基本的邻里和社区关系正

来源于此。老城厢仍然是上海社区治理最具有示范

价值的样本。很多城市也正在通过“一村一品”“一

街一品”等重整遗产的策略，建立作为遗产和经验枢

纽的社区博物馆，通过在历史中发现活力的方式“重

塑”老旧社区。

社区博物馆里不仅陈列社区的群体记忆和遗

产，也保存了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良性发展的历

史智慧。在当下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中，某些老旧社区可能被夷为平地或者旧貌换新颜，

这不仅抹掉了社区记忆和遗产，更重要的是，历史经

验和治理智慧甚至可能随着文化所有者的迁移随风

而逝。

当然社区博物馆并不是历史久远的传统社区的

专利。即使是晚近甚至当代形成的社区，同样需要

社区博物馆。在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的三线建设

中，来自各地的 400 万人投入西南和西北 13 个省份

的 1100 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中，形成了数千个现代

工业社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工业建

设活动，也是人口迁移和社区制造过程。无论在空

间肌理，还是社区文化上，三线社区都显著有别于毗

邻而居的本土社区。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三线社区

也成为特定历史遗迹，成为工业遗产研究的范例，这

些研究成果可转化成为社区博物馆。

在去博物馆看展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

我们也需要拥有自己身边的博物馆，这也是重要的

“最后一公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己的

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展示的是面向基层的生命力，

也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好的“博物馆的未来”。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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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自上至下分别为考古发掘中的

铜车马、修复后的二号铜车马（安车）、御

窑博物馆的展陈和外景。

版式设计：赵偲汝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中国的博物

馆已发展至 5000 多家，展品过亿件（套），只

要我们愿意，每天都可以古今穿越。一方面

是在新技术支撑下的“云博物馆”，实现着跨

区域的广泛合作，一方面是博物馆越来越有

特色，越来越深入学校、社区、街道，与时代、

大众发生更直接的联系，这都是博物馆恢复

与重塑的路径。我们特与读者分享三家与众

不同的博物馆。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