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贵州省博物馆策划的《清平乐——

〈韩琦楷书信札〉及宋代文人风韵展》，是博

物馆人追求的“一物一展”的尝试。

《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是贵州省博物

馆的馆藏重器，由韩琦的两帖法书《信宿帖》

与《旬日帖》以及元、清两朝十三段跋文合裱

而成。所谓“一物一展”，就是以一件重点文

物为中心，以一组文物来烘托，深入挖掘中

心文物的内涵及其背后的故事，使之主次分

明，详略得当。该展览正是这一策展理念的

具体实践。

信 札 的 书 写 者 韩 琦 ，宋 代 名 臣 ，一 生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韩琦一生人

品高洁、功勋卓著。作为北宋政坛的关键

人物，他与范仲淹、蔡襄、富弼、欧阳修、王

安石、苏轼兄弟等都有交往，与欧阳修更

是保持了长达 20 多年的书信往来、诗词唱

和。他的传世孤本《信宿帖》便是写给欧

阳修的一封书信，以感谢欧阳公为其相州

的园林作《相州昼锦堂记》一文。韩琦所

建的昼锦堂是名园，欧阳修的《相州昼锦

堂记》是名篇，韩琦又请当世书法家蔡襄

将其丹书于碑石之上，即《昼锦堂记碑》，

其有“三绝碑”之誉。故而《信宿帖》是关

系到一座名园、一通名碑、一篇名文、几位

北宋名人友谊的珍贵文物。

另一帖《旬日帖》漫漶不清，被推测为

韩琦写给草书大家杜衍的书信。元时，此

二帖流入契丹石抹家族手中，后将之赠予

韩琦九世裔孙韩诚之，并为此设宴雅集，引

得当世名人泰不华、班惟志等人在帖后题

跋。明代此二札不见踪迹。清初文物北

流，韩琦二帖现身北京古玩市场，为时之鉴

定名家高士奇所得。之后，韩琦二帖连同

后世跋语一同被清宫收藏，并著录于《石渠

宝笈》中。

《清平乐——〈韩琦楷书信札〉及宋代

文人风韵展》，以韩琦的这一孤本法书为切

入点，全面展示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雅

致生活。展览共展出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文

物 150 余件套，包含宋代瓷器、石刻、铜镜，

以及后世反映宋代文化的名人书画、碑刻

拓片、古籍版本等几大类。展览分为品人、

读帖、赏文三个部分。“品人”从立言、立功、

立德三个角度来展示韩琦的诗文、功绩和

德行。“读帖”为展览的中心部分，从二帖的

内容、流藏、题跋、鉴赏人、鉴藏印信、书法

艺术等多角度，全方位解读《北宋韩琦楷书

信札》卷。“赏文”以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

记》为中心，全面展示宋代文采风流的盛况

及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2017 年起，贵州省博物馆开始推行策

展 人 制 度 ，并 试 行“ 一 个 展 览 一 本 书 ”计

划（简 称“ 一 展 一 书 ”）。 2020 年 起 ，提 出

“一书一展”计划，即先有一本书，再围绕

该 书 同 步 推 出 相 应 的 展 览 ，强 调 研 究 先

行 。 策 展 人 刘 恒 的《黄 花 晚 香 ：〈北 宋 韩

琦楷书信札〉卷研究》一书对韩琦楷书信

札 进 行 了 全 方 位 、多 层 次 的 考 察 。 展 览

用博物馆语言对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

面展示。

从“一展一书”到“一书一展”，是博物

馆策展理念的深刻变化。它让博物馆摆脱

了依靠堆砌文物来支撑展览的惯性，让文

物通过扎实的研究真正“活”起来。

（作者为贵州省博物馆馆长）

从“一展一书”到“一物一展”
李 飞

城市考古是考古学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明中都、明南京、明北京城是大明王

朝先后营建的三座都城，南京、北京广为

人知，明中都由于其短暂的命运，长久地

迷失在历史尘烟中。幸有历史学家与考

古学者拨云廓雾、寻遗觅踪。在元大都、

明南京和明清北京城难以大规模发掘的

情 况 下 ，明 中 都 就 成 为 研 究 明 代 都 城 规

划 理 念 和 形 制 布 局 的 关 键 环 节 。 1982
年 ，明 中 都 皇 故 城 被 公 布 为 第 二 批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2013 年 ，以 遗 址 公

园 建 设 为 契 机 ，安 徽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制 订 了《明 中 都 遗 址 考 古 工 作 计 划》，

2014 年 启 动 明 中 都 的 考 古 勘 探 工 作 ，

2015 年 正 式 开 始 发 掘 。 直 到 2021 年 ，连

续 多 年 的 发 掘 取 得 一 系 列 重 要 收 获 ，明

中都三重环套、宫城居中，中轴线布局和

“ 工 ”字 殿 基 址 等 重 要 考 古 发 现 被 评 为

“2021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明都城重回视线

中都城位于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

城 西 北 ，地 处 江 淮 间 较 为 开 阔 平 缓 的 地

带，是明初朱元璋在其家乡临濠以高标准

高 规 格 营 建 的 都 城 ，被 认 为 是 最 能 体 现

《考工记》城市规划思想的中国古代理想

的都城之一。

洪武二年（1369 年），“诏以临濠为中

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

制焉。”洪武八年（1375 年），朱元璋以“劳

费”之由“诏罢中都役作”。罢建后，随着

都城地位的丧失，中都城日渐没落最终被

遗忘在历史深处。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历史学家王剑英躬履田亩，艰辛求索，

终使这座尘封已久的大明都城重回人们

的视线。新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

启，这座大明王朝营建的第一座都城的历

史、文化面貌逐渐呈现。

在中都营建中，木材不仅“令天下名

材至斯”，还遣使到附属国“求大木”；建筑

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作基础，上

面再垒砌大城砖；砌筑时则以石灰、桐油

加糯米汁作浆，关键部位甚至“用生铁溶

灌”；所有的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绣的

彩绘鲜艳夺目，所有的石构建筑“华丽奇

巧”，雕镌的图案精美绝伦……明中都虽

未建成，但主体规划已初现规模，具有重

要的考古价值。

王剑英以其扎实的田野调查，征之文

献，钩沉史实，辨析遗迹，将中都城的“前世

今生”写在了《明中都城考》一书中。过去

大家一直以为北京故宫是照南京故宫建

的，现在才弄清楚南京明故宫是照凤阳明

中都改建的。正是基于前辈学者文献史学

的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成果，我们的考古具

备了良好的学术条件。同时，较之大多

数古今重叠型古代都城，中都城近乎平地

起建的旷野性和直线性的历史沿革，也是

都城考古难得“大展身手”的案例。

中轴线是中都城考古的重心

规模宏大的中都城，历 600 余年风雨，

城市空间形态、建筑格局、街巷肌理、路网

水系等基本保存原状，且地面以上还可见

部分遗迹。因此，基于地面踏查，结合史籍

记载，大致可了解和把握中都城基本的城

市构架、建筑布局、功能配置等。

这是一个有着全要素、大体量的复杂

遗址群。以皇城禁苑城垣、城门、宫殿、御

道、护城河及中书省、御史台等为代表的宫

廷、中央政府机构等建筑遗址群；以大明

门、千步廊、钟鼓楼、国子学、百万仓、外郭

城涂山门、独山门、城垣、街巷、水关、桥梁

等为代表的服务于宫廷、国家文化、教育及

城市基础设施类遗存；以圜丘、方丘、观象

台、历代帝王庙、开国功臣庙、山川坛等为

代表的礼制类遗址；以皇陵卫、长淮卫为代

表的军事设施类遗存；以皇陵为代表的墓

葬区；以龙兴寺为代表的寺院遗址；与筑城

有关的砖瓦窑址等手工业遗迹，以及公侯

宅第及一般居住址等。

自 2017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

了前朝宫殿、外金水桥、涂山门等遗址。都

城之中心宫殿区历来是都城考古关注的焦

点，聚焦中轴线考古也成为中都城考古的重

心。宫殿坐落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呈“工”

字形布局，由南至北分别为前殿、穿堂、后

殿，前殿后出一抱厦，总长约 108米。此布局

更正了一直以来“中”字形布局的认识，为正

确把握宫殿结构奠定了基础。发现的不同

体量的磉墩及其关联遗迹，平面分布有序、

尺度可测，点面结合柱网结构展现，进而推

断出前后殿开间进深“九四”尺度。追踪遗

迹还发现了后殿两翼之连廊、门房、角楼等

附属建筑。此“工”字形前后殿加穿堂的格

局，既上承宋元以来宫城结构之传统，又下

启明清紫禁城宫殿之布局，堪称中国古代都

城规制演变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水系路网是一个城市的骨架，也是城

市空间形态、功能配置等的重要控制阀。

对宫城以南中轴线上重要建筑外金水桥区

域的考古发掘，首次明确了外金水河的走

向，河道内发现了地丁及海墁、节水闸等遗

迹，呈现了建筑方式、工艺及使用状况。发

现的外金水桥位于承天门与午门之间，与

南京明故宫、北京故宫处于承天门以南的

位置并不相同。共发现 7 座桥，呈中部主

桥、东西两翼侧桥格局，主桥 3 座正对午门

中间 3 门道，侧桥各两座，皆为单孔石拱

桥，第一次展现了明初最高等级官式古桥

的形制。而将桥与金水河道宽度、深度的

尺度进行比对及分段现象分析，隐约可见

河与桥的规制有关联。

“透城见人”探究建筑背后
的谜团

对于外郭城重要节点遗迹的揭露也是

明中都考古的重要工作方向。 2021 年对

外郭城相对保存最好的西垣涂山门进行了

考古发掘，券洞式单门道、夯土包砖城台、

马道等遗迹的发现，首次复原了这一西城

垣唯一的城门形制与结构。

秉持建筑考古的理论与方法，考古不

断揭示出凝固这座都城历史的各类建筑

遗存，不断增强了中都城的历史信度，类

型学地层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分析遗存共

时性、历时性的演进特点与规律同样不可

或缺。根据中都城的考古发现，我们初步

推导出“先宫殿后城墙，先宫墙后禁垣”的

营建次序。

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约，学界内外普遍

对中都罢建的问题极为关注，而考古发现

比较好地回应了这一关切。比如午门门洞

内已对甬路墁砖，而东华门、承天门的门洞

内则尚未墁砖；禁垣城以内的水系业已完

成，但路网尚未完全形成；西华门城台顶部

应未建楼；中心宫殿尚未完工等等。虽较

庞大的中都城，目前的发现或为“冰山一

角”，只是部分地窥见罢建时的碎片化历史

情境，但拼图式素材需要“一针一线”地拼

缀，最终由个案而整体、从微观至宏观。对

磉墩、巨型石础、石雕构件、琉璃建材、砖石

及夯土等遗存，除常规的材料与技术分析

外，我们还注重探讨不同时期这些建筑活

动的动因、组织、实施、管理，探究大明开国

立都之“举棋不定”的社会背景，也即“透城

见人”，实现城市考古由技术到社会再到精

神的目标。

凤阳的明中都是南、北二京之“前传”，

具有独特的考古价值，其结构、规制、建筑

工艺等皆可探寻。未来的考古以解决城市

考古重大学术问题为导向，期待会有更多

的收获。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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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

葬群考古刚刚入选“2021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这项开始于

2019年的考古首次发现了木质胡

床、六曲屏风等罕见的唐代文物，

最让人意外的是还有一套完整的

唐代铁甲胄。86岁的古代甲胄修

复专家白荣金被甘肃省考古所请

到了兰州，“考古出土的唐代完整

铁甲很少，这个墓没有被盗，一起

出土的还有其他武备，我们边清

理、边保护、边修复，大家非常期待

看到 1600年前的铠甲实物。”

从 1956 年 进 入 中 国 社 会 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隶属于中

国科学院）算起，白荣金从事文物

修复已经 66 年了。他和同事们

修 复 过 阿 尔 巴 尼 亚 的 国 宝 羊 皮

书、满城汉墓中的金缕玉衣、殷墟

妇好墓中的嵌绿松石象牙杯……

不过，他用情最深、用力最多的还

是古代甲胄修复。

中国古代甲胄的研究，从一

开始就缺乏实物资料。库藏兵甲

在 朝 代 更 迭 和 战 乱 中 都 散 尽 毁

坏。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考古

陆续出土一些古代甲胄实物。但

古代的皮甲胄或铁甲胄，在地下

埋藏千百年后，都已严重腐蚀，成

为 不 可 识 别 的 朽 皮 烂 铁 。 1968
年 8 月，在满城汉墓一号墓身服

金缕玉衣的墓主刘胜的棺床下，

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卷成一团的铁

甲。最早写出《中国古代的甲胄》

一书的考古学家杨泓回忆说，见

到这铁甲时“真是又喜又痛”，“喜的自然是终于获得了西汉时的铁铠

甲实物标本，痛的是它锈结得如此严重，想恢复原貌除非有奇迹出

现。”奇迹真的出现了，创造奇迹的是白荣金和他的同事。

白荣金从一个个基本上自成单元的局部下手，用小刀、小铲、小

锤、小竹签剔剥出一片片甲片。甲片逐一编号，同时配以同样的纸质

甲片。甲片上有不同数量的小孔，是绳索连缀的痕迹。一遍遍试验

它的编织方法，最后掌握了先横向编织成片再纵向串连的规律。此

次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放到了满城汉墓的考古报告中出版。

从夏商至秦代，以皮甲为主。皮甲更容易糟朽，更不易发现和修

复。幸运的是，1978 年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皮甲

胄。白荣金介绍：“零散的甲片漂浮着，装了几十竹筐。只有下层贴近

椁底的两个部分保存状况较好，可以整块装箱封存。经过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夏鼐的协调，两箱皮甲标本运到北京。”从许

多甲片上显示出的复杂形态推断，这些甲片在当初制作时曾经使用过

模具，模具压出的甲片随环境中湿度和温度的变化，极易翘曲变形和

干裂，于是又通过涂刷大漆来防腐蚀。再用宽不足一厘米的丝带编连

成甲，丝带用朱砂染成朱红色，正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组甲三百，

被练三千”。最后共清理出 13套较完整的人甲和 2套不完整的马甲。

通过这两次修复，白荣金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古代甲胄修复方法。

之后，很多遗址都发现有甲胄遗存。经白荣金的指尖修复的甲胄名单

也越来越长：吉林榆树老河深墓铁甲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铁铠甲、河

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皮甲胄、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墓铜甲……

1996年白荣金退休了，但甲胄整理复原工作并未有丝毫停歇。这

一年，筹划多时的中国古代甲胄研究会成立，女儿白云燕也是成员之

一，成为父亲最得力的助手。两人第一次合作完成的是徐州狮子山楚

王陵的铠甲复原。这批出土铁甲胄是目前已知西汉诸侯王陵中随葬

甲胄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的，有 53 种、上万件铁甲残片。它的保

护与复原是国家重点文物科研课题。在白荣金指导下，课题组用 3年

时间完成了两顶铁胄和札甲、大鱼鳞甲、小鱼鳞甲、小刀鱼鳞甲的复

原，重现了 2000年前楚王铁甲的风采。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阵显示，当时横扫天下的秦军身披各类铠甲，

这些铠甲的真实样貌是怎样的？幸运的是，1998年秦始皇陵园发现了

一处石铠甲坑，出土了 80 领石质铠甲和 30 顶石胄。白荣金整理复原

的一套石甲胄，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石铠甲由 612 片组成，

石胄共有胄片 72 片，材料为青灰色岩溶性石灰石，质地细密，四角钻

孔后，再用青铜丝将其连缀起来。这么沉的甲胄不适合实战，应该是

根据皮甲制作出的陪葬物。”白荣金说。

在白荣金的带领下，出土甲胄的修复成为中国文物保护科学中一

个专门领域。2003年中国科学院策划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

复原》被列为其中重要的一册。在白云燕帮助下，白荣金把自己修复

的甲胄案例都写在了书中。2008年，含有数十万文字及数百幅插图和

图版的专著出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1994 年和 2000 年两次请白荣金给考古

专业的学生开课，讲授相关理论与实践。2018 年和 2019 年，在老友、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华觉明的策划下，白荣金和白云燕尝试开办了两

期甲胄制作技艺研习班，以解决甲胄复原后继乏人的现状。

自称已经离不开字典、词典和助听器、放大镜、手电筒的白荣金，

一直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甲胄博物馆。“古代甲胄的大量考古发现及复

原，足可以支撑起一个包含各个历史时期、传承有序的甲胄博物馆。

除了展示，博物馆最好还能有手工作坊，可以铸造甲片、编织甲衣。

还要有个实验场，可以试试不同甲胄的防护功能，能不能经得起刀枪

剑戟等十八般武器的进攻。”好消息越来越多，“甲胄修复的技艺传承

已经申报了非遗，出土甲胄最多的湖北博物馆也有意建立一个中国

甲胄馆。”我们期待他的梦想早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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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明中都皇故城午门。

图②：明中都遗址出土琉璃瓦当。

图③：涂山门遗址发掘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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