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虎地秦简、家书“黑夫木牍”、楚王城遗址……云梦，湖北面积最小的
县，却是出土国宝级文物、收藏文物5000余件的文物大县。如今，云梦依托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成立文物保护科研工作站、创新传承皮影戏等传统艺
术、打造楚王城遗址公园等文旅项目，探索以文博带动文旅的新路径。这座
融合了楚之浪漫和秦之豪迈的千年小城，正焕发新的风采。

核心阅读

楚韵秦风云梦泽楚韵秦风云梦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强郁文强郁文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

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

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

——司马相如《子虚赋》

铿铿的锄声穿过土层，越来越近，越来

越清晰。紧接着，一声闷响，相隔几

千年的日光照进地下……

几 堆 竹 简 吸 引 了 考 古

队员的注意。

将 1000 多 片 竹 简 一

一收集，编号清理。不久

后，从北京赶来的文物专家

辨认出：战国七雄到秦国一统的

历史瞬间，被一名叫“喜”的官吏，用

4 万多个工整的秦隶记录了下来。

这是何地？参与发掘的农民答：睡虎地。

老虎打盹儿的地方，默默收藏了历史长河

里的金戈铁马。1975 年，因出土一批珍贵秦

简，这个地貌形似卧虎的小村庄，从此被叫响。

数十年后，这里白墙黛瓦，飞檐翘角，放大

数倍的复刻版秦简矗立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

睡虎地秦简原址纪念园。

园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伸出手轻抚竹

简。他是武汉大学退休教授陈抗生。

在湖北面积最小的县云梦，出土了如此罕

见的珍宝——当时身为云梦县第一中学历史

老师的陈抗生不敢相信。

不久后，他被县里选派，护送秦简到北京

进行科学技术保护，成为极少数亲身经历秦简

发掘、保护、释文和后续研究过程的学者之一。

文 博

出 土 睡 虎 地 秦 简 等 36 件
一级文物，是考古工作者常去
的“文物大县”

退休后的陈抗生依然放不下云梦。每次

回来，他总爱去云梦县博物馆转转，找馆长张

宏奎聊聊天。

睡虎地秦简，秦士兵黑夫与惊的家书“黑夫

木牍”，诸多珍贵的木雕、木漆器……云梦共出

土 36件一级文物，是考古工作者常去的“文物大

县”。云梦县博物馆馆藏文物 5000余件、一级文

物 18件，在全国县级博物馆中堪称翘楚。

其 中 ，张 宏 奎 最 喜 爱 的 是 木 雕“ 卧 鹿 立

鸟”。振翅的鸟儿站立于俯卧的鹿身之上，“鹿

角被大胆地移植到鸟头上，反映出楚人革故鼎

新、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气蒸云梦泽”，古时的云梦大泽，比今天的

云梦县辽阔得多。楚王前来游猎，云梦一地，就

此成了楚国的别都。秦汉以后，云梦泽不断接

纳长江与汉水带来的泥沙，逐渐淤积成陆地，分

割为星罗棋布的河道与沙洲。

大量出土的木漆器，印证着云梦昔日的

繁华。

木漆器的原料大漆价值昂贵，制作工艺更

繁杂。木胎上 1 毫米厚的漆，髹 20 多遍才成

型。古人说，制一只漆耳杯，要用百人力；一面

漆屏风，要费万人工。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澜感受尤其深。

刚出土的木漆器，裹满泥土。捧起漆奁，

放入盛有清水的托盘中，用竹签一点点刮去泥

巴，再拿小号排笔轻轻扫动……李澜的工作，

就是对木漆器进行脱水加固和定型，再修

复病害。

木漆器泡在地下水中，虽能保持

外形，却不能阻止腐败脱漆。出土

后，任其自行干燥，将会收缩变

形，甚至开裂。

历史是时间的层累，

重 现 历 史 同 样 需 要 时

间 。 仅 脱 水 一 项 ，

就 至 少 花 费 一

两年，保存

更完好的大件器型，甚至要 5 年以上。

耐得住性子，才看得到最终的样子。李澜

觉得，这正是木漆器修复的迷人之处。

李澜的实验室位于县博物馆旁。不起眼

的灰顶房，不仅是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还是

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云

梦工作站。如今，李澜将许多时间花在培养本

地的文物修复技术人员上。

此前，博物馆不得不将需要修复的文物运

送到武汉、荆州等具备条件的地方。长途颠

簸，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损坏，这一度令张宏

奎感到苦恼。

工作站挂牌后，库房保管员刘露和张丹成

为李澜的徒弟。学了一年多，如今，她们已经

熟练掌握木漆器脱水前预处理的技巧。

记者在实验室里见到的正在脱水的木漆

器，就是由刘露和张丹参与处理的。这批木漆

器出土于入选了 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云梦郑家湖墓地，花纹粗犷。

文 艺

保护传统艺术，越新颖、接
地气，越有人记住；被记住的，
才能传承下去

秦简中浮现出的历史脉络，叠印着云梦人

的文化基因。

去年，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

秦简，登上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今年，又走进

故宫博物院“何以中国”展览。

消息传来，云梦县城关镇幸福社区体育协

会 会 长 李 晟 华 欣 喜 满 怀 。 何 不 将 秦 国 官 吏

“喜”的故事“舞”出来？应者云集。

身着华服、手握竹简，水袖为笔、尽情挥

墨。打磨两个多月，李晟华带领社区舞蹈队创

作的作品《墨舞秦简》第一次演出，就在市里的

比赛获奖，还被邀请到海外展演。演出很受欢

迎，被当地人叫做“秦简舞”。

历史上，随秦人入楚的，还有一项独特技

艺——皮影。云梦皮影，唱腔与西北地区不

同。真假音互相交织，时而悠扬婉转，时而荡

气回肠。

临近晌午，梦泽影戏馆里，鼓点哒哒。上

演的皮影戏，根据睡虎地秦简中的《秦律十八

种·田律》改编而成。

主管律法的官员苦苦劝说家中老父不要烧

秸秆，又将破坏生态环境的“村霸”绳之以法，诙

谐的台词引得观众阵阵发笑。秦简蕴含的文化

历时千年，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田律》中，‘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

林……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与禁止森林砍

伐、秸秆焚烧等法律规定异曲同工。”云梦县政

协委员刘俊明说。

刘俊明爱好文艺，希望通过皮影传承文

化 。 他 找 来 搭 档 方 定 敏 、皮 影 艺 人 秦 礼 刚 ，

三 人 一 拍 即 合 ，共 同 创 作 了 皮 影 小 品《秦 律

戏中戏》。

秦礼刚是云梦皮影戏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师从云梦皮影艺术家陆

春 元 。 上 世 纪 50 年 代 ，陆

春 元 大 胆 创 新 ，在 皮

影 绘 画 中 仿 效

戏曲，采用京剧脸谱和服饰；唱腔融入楚剧、汉

调和花鼓戏特色。皮影人物头可点、眼可眨，

嬉笑怒骂，淋漓尽致。

如今，秦礼刚也致力于皮影戏的创新发

展。铜鼓敲下，双手飞快地交叉，两个扭打在

一起的角色瞬间“换头”，这是秦礼刚的皮影绝

技。不执着于固定的曲谱，秦礼刚很擅长融新

闻热点于戏中。列个故事大纲，怎么唱全凭自

由发挥。将真实生活中淬炼而来的俚语，组合

出新奇的意味。

“演皮影不容易，一台戏从头到尾，男女老

少全由一个人扮。”秦礼刚说，写剧本、画图样、

雕刻制作、说学逗唱，样样都得会。

最近几年，秦礼刚发觉，本地年轻人与皮

影戏少了些亲近。为此，已年过古稀的他，不

仅带了不少徒弟，还向孙子秦朗传艺。“不仅要

学老戏，还得有抓年轻人眼球的新戏。”秦礼刚

常常叮嘱秦朗。

秦礼刚感叹，保护传统艺术，是一场对“遗

忘”的抢救：越新颖、接地气，越有人记住，“被

记住的，才能传承下去。”

继承，不只靠口传心授。

几年前，秦礼刚收下了一个“钢徒弟”——

全身装着传感器的智能机器人。2017 年，秦

礼刚与机器人在故宫博物院畅音阁同台表演

经典剧目《武松打虎》，机械手牵着皮影老虎，

按照编程做出的动作栩栩如生，引发年轻人的

关注。

“未来有人工智能，加上我们的创新，就不

怕老手艺失传。”秦礼刚说。

文 旅

从历史积淀中提炼文化特
性，探索更好统筹文保、旅游和
商业运营的关系

站在睡虎地遥遥东望，楚王城遗址的古城

墙逶迤盘桓。云梦县志记载，春秋时吴楚交

战，楚昭王来云梦避难时筑造了此城。

历史是现实的年轮，书写着文明的轨迹。

今天的云梦，正在从历史积淀中提炼文化特

性 ，探 索 更 好 统 筹 文 保 、旅 游 和 商 业 运 营 的

关系。

5 年来，云梦新建非遗展示馆、秦简纪念

园，完善图书馆、文化馆，获评湖北省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未来，云梦将大力推进文旅产业

化，打造“一城崛起、三馆辉映、三圈成环、四村

点缀”的全域旅游格局。

正在建设中的楚王城遗址公园，承载着这

一美好愿景。

打开公园设计草图，三面环绕的古城墙遗

址构成一道环形景观带，中间的夯土台遗址将

整个公园一分为二：北部是游赏区，南部是湿

地景观展示区和民俗体验区。游猎表演、木漆

器设计、秦简拓片……张宏奎期待，精心设计

的文化活动可以吸引更多游客。

灯火流转，点亮小城暮色。一半是街巷，

一半是河水，在楚王城遗址东南方，正在建设

中的蒲阳老街雏形初现。

欧阳祥山是老街改建项目负责人，不到

20 岁便离乡到外地打拼。他希望能复原儿时

嬉戏玩耍的老街，同时让它焕发新的活力。

欧阳祥山曾走访许多古村、古镇，流连于

诗画一般的青砖黛瓦、亭台水榭，从时光烙下

的痕迹里，饱览当地的风华雅趣。渐渐地，一

个想法在他脑海里逐渐成形：建造一个景区，

以老街为轴，沿线修建徽派、苏派等古典风格

的建筑，既保留云梦特色，又融合各地风土。

“半街半水”的灵感，来于苏州山塘街。

方案刚提出，就遭到许多质疑——投资景

区，何不选择经济更发达、游客更多的地方？

“我是云梦人，割不断的家乡情结，就像改

不掉的乡音。云梦不大，却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独特的人文风情，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欧阳

祥山说。

沿着老街青石板路向更深处走去，一座木

楼雕梁画栋。有 30 多年古建筑修复经验的建

筑师宋胜国参与了老街改建，他介绍，木楼戏

台上方穹隆状的藻井，由 3 名木雕师傅边设计

边雕刻，耗时两个多月才完工。一顿一挫间，

既仿古，又出新。

修复完毕的戏台上，好戏不断。非遗传承

人舞动着两条“三节龙”；秦礼刚和秦朗拿出皮

影戏道具，演起《武松打虎》，坐在台下的春江

忍不住鼓起了掌。

在云梦生活了 27 年的春江，业余从事写

作。如今，她正在搜集史料，挖掘古地名背后

的故事。蒲阳老街、南门口、好石桥、道人桥

……独具云梦特色的地名，成为地方文化的生

动注脚。“光道人桥，就有 400 多年的历史。”春

江觉得，地名寄托了人们的情感和记忆，“追溯

过去，才更能好理解当下。”

云梦人的性格中，融合了楚的浪漫和秦的

豪迈。“‘黑夫木牍’象征安居的愿望，木漆器、皮

影象征乐活的心态，秦简则象征严明的律法。”

张宏奎说，这片土地承载着古今的家国情怀。

来云梦，能更直观地感受到楚韵秦风水乳

交融，汇聚成兼收并蓄的独特文化。岁月流

转，如同亘古的风穿行林间，时节一到，便催开

青绿。

向历史纵深考古的一代人，探寻着小城深

厚的文化底蕴。令人振奋的是，还有许多人正

从历史中抬起头，努力探寻出一条以文博带动

文旅发展的新路，让千年小城更见风采。

图①：睡虎地秦简（部分）。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图②：云梦县梦泽湖。 陈志勇摄

图③：云梦县木楼景观。 毛 峰摄

7月 9日，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创建 110 周年的日子。习 近 平

总书记给国博老专家们的回信

充分肯定了国家博物馆 110 年

来的发展成就，对新时代国家

博物馆担负的使命任务提出明

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国博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令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

追溯至 1912 年，在那个风雨如

晦的年代，以蔡元培、鲁迅先生

为代表的众多有识之士奔走推

动 成 立 国 立 历 史 博 物 馆 筹 备

处，迈出了典守文物、增进教育

的第一步。2012 年，中国国家

博物馆改扩建完成并正式对外

开放，各项事业走上了跨越式

发展的快车道。110 年风雨兼

程，中国国家博物馆始终与民

族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从积

累中沉淀，于奋进中前行，在征

藏研究、展览展示、社教传播、

观众服务、对外交流等方面都

取得了重要进展。

拥有了世界一流的现代化

馆舍。从国子监局促狭小的临

时屋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

周年十大建筑之一”，再到建成

开放气势恢宏的现代化新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世界

上 单 体 建 筑 面 积 最 大 的 博

物馆。

建立起结构合理的征藏研

究 体 系 。 110 年 来 ，经 过 一 代

代专家学者的接续努力，国家

博物馆藏品总量已经从成立时

的 2 万余件增加到现在的 140
余万件，不仅类型丰富、材质多样、价值极高，而且在馆藏

青铜器、钱币、古代服饰、革命文物等研究领域不断推出

新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

形成了立体化的展览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

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曾是几代观众心中最深刻的

记忆，今天的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丰富多样、异彩纷呈，

形成以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基本陈列

为基础，中国古代服饰、饮食、钱币、书画、瓷器、玉器等专

题展览为骨干，每年推出的 40 余个历史文化、考古发现、

精品文物、经典美术、国际交流等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

化展览体系，“到国博看展览”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构造起多样态的社教传播体系。曾经，每位国博观

众心目中都有一个亲切感人的国博讲解员形象，今天的

国家博物馆构建起的集线下讲解、智慧导览、馆校合作、

志愿服务于一体的多样态社教体系，以及基于新技术不

断推出的云展览、精品文物传播、文化中国长廊等新传播

业态，更加贴近观众多样化需求，博物馆的大学校作用得

以更加充分发挥。

形成全新的对外交流合作格局。“十三五”期间，国家

博物馆先后接待外事来访团组 904 批次、15642 人次，接

待国际政要百余人次，国家文化客厅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近年来，国家博物馆主导成立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

和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博物馆联盟，牵头推进丝绸之路国

际博物馆联盟等合作平台，举办沙特文物展、“亚洲文明

展”、法国“学院与沙龙”展等一批质量上乘、反响良好的

国际交流展，成功举办“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国际影响

力持续提升。

培养起一支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今天的国家

博物馆荟萃了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专长的各类优秀

人才，其中既有年近耄耋、白发苍苍的老专家，也有年富

力强、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他们想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潜心尽责，默默耕耘，用勤劳、智慧和勇气不断创造新

的辉煌，是国博事业得以发展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希望同志们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

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

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这是对国家博物馆提出

的明确要求，也是对国家博物馆布置的具体任务。站在

创建 110 年的历史新起点，国家博物馆将以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精神为指引和遵循，进一步完善征藏体系，深化文物

研究，完善展陈体系，推动活化利用，当好行业标杆，在展

览体系建设、传播体系建设、服务体系建设、管理体系建

设等方面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切实

履行好留存民族记忆、传承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互鉴的职

责使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本报记者王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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