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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专题博物馆走进专题博物馆

在纸发明之前，中华文明书于何

处？以竹、木为原材料制成的简牍，

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文字载体之一。

这是一个长达千余年的“简牍时

代”。《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

有典”的表述，是有关简册的最早记

录。自殷商至晋，漫长岁月中，简牍

化为历史的见证。这些书于竹片木

板之上的文字，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

忆，穿越千年而来。

漫漫黄沙之下，6 万多枚简牍出

甘肃。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汉

简 藏 量 最 大 的 专 题 类 博 物 馆 ，藏 有

各类文物 50129 件（组）。这些珍贵

的简牍文物，向人们讲述着 2000 多

年前，发生在河西边塞、丝绸之路上

的故事……

探寻竹木之书
里的历史

23 厘米长、1 厘米宽，一枚标准尺

寸的简牍，细细长长。

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

关汉简、悬泉汉简……在甘肃简牍博

物馆，仅简牍就存有近 4 万枚。

初 见 ，枚 枚 简 牍 上 记 录 的 满 是

宏阔。

取材于当地的胡杨、松木、红柳，

这些细长木片上保存着众多文书、典

籍，记录了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各类诏书、檄书、律令、簿

籍、符传，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如果

说正史中记载着国家大事，那么简牍

则让历史血肉丰满，纤毫毕现。

“哀怜赐记，恩泽诚深厚，得闻南

方邑中起居，心中欢喜”。大漠中的

居延边塞，一名戍卒收到书信，得知

家中起居平安，心甚欢喜。

“ 卒 池 候 食 三 石 二 斗 二 升 少 ”。

日日戍防，一个名为“池候”的戍卒每

月吃粮量被认真记录。

“ 甲 渠 候 官 行 者 走 日 时 在 检

中 ”。 边 塞 邮 路 上 ，一 群 汉 代“快 递

员”辛劳奔走，保证信件准时送达。

“弟幼弱不胜，愿乞骸（注：简牍

原文为胲）骨，归养父病”。一封乞归

信，人们仿佛看到戍边兄长正焦急地

恳请上级准许其归家照顾病父……

“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简牍内容

丰富、文化厚重，是记录西北边塞生

活的‘百科全书’。在 2000 多年前的

汉代河西边塞，无论是屯戍劳作、候

望 烽 火 ，还 是 往 来 书 信 、衣 食 住 行

……汉简中都有所体现。”甘肃简牍

博物馆馆长朱建军介绍。

西汉在河西走廊修筑了绵延千

里的塞垣，屯戍结合，大批人员迁徙

至边塞。居延地区处于沙漠和戈壁

之间，古时有“弱水流沙”之称。“大漠

孤 烟 直 ，长 河 落 日 圆 。”诗 人 王 维 在

《使至塞上》中描绘的苍茫壮丽，正是

发生于这片大地。

历 史 总 是 藏 着 无 数 动 人 的 细

节。 20 世纪 70 年代，两万多枚居延

新简的发现，让人们拿到了打开历史

的一把新钥匙。

“作为塞防体系，居延地区有大

量往来人员。因此，居延汉简不仅有

反映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也有属于

普通戍卒百姓的人间烟火。通过这

些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来自 2000 多

年前的柔情和温暖。”甘肃简牍博物

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

“伟卿足下毋恙，叩头，闲者起居

无它，甚善，贤独赐正腊□……□丞

问 起 居 燥 湿 ，叩 头 。 伟 卿 强 饭 厚 自

爱，慎春气”“旦莫尽真不久，致自爱，

为 齐 数 丞 问 甬 君 成 起 居 ，言 归 ……

请，叩头，因为谢。骍北尹衡叩头，塞

上诚毋它可道者……”

这是一枚出土于甘肃省金塔县

境 内 汉 代 肩 水 金 关 遗 址 的 汉 简《尹

衡 致 伟 卿 书 信 木 简》。 早 晚 要 勤 添

衣物，慎春气忌风寒，友人间的真挚

情 感 自 然 流 露 。 然 而 一 句“ 塞 上 诚

毋它可道者”，却道尽了塞上戍边生

活的苦寒艰辛。

“ 馆 内 展 示 的 5 封 居 延 地 区 书

信，反映了边塞人家的日常生活、精

神 情 感 ，展 现 了 当 时 的 真 实 场 景 。

每 一 枚 简 牍 都 有 故 事 ，简 牍 中 出 现

的 每 个 人 物 都 反 映 着 一 个 时 代 。”

肖从礼感慨。

从居延官吏的读书单到工作日

志，从全家人的出入关“年卡”到戍卒

每日工作“打卡”凭证。一枚枚汉简

封存了历史记忆，复原了鲜活故事。

在 这 方 寸 天 地 上 ，旧 日 时 光 穿 越 千

年，被后人无数次驻足观望。

站在展厅中，观众陈桂兰夫妇看

得投入，“我们好像进行着一场跨越

时空的对话。读着这些至今清晰可

辨的字迹，仿佛走进边塞，看到古人

蘸墨写下文字的瞬间。”

揭开古丝路驿
站的面纱

从长安（今陕西西安）沿秦岭、祁

连山、天山一路往西，一条丝绸之路

绵亘万里，延续千年，见证“使者相望

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

卅五里……”两枚馆藏汉代里程简清

晰勾勒出丝绸之路东段路线。从长安

到敦煌，一条直通西域的“国道”，在吉

光片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丝绸之路如何真正走通？人们

曾有许多猜测。居延里程简、悬泉里

程简的发现，为研究汉代从长安到河

西地区的驿置路线、道路里程提供了

原始数据。”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

览部主任韩华说。

2014 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

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韩华介绍，“两枚里程简为丝路申遗提

供了重要材料支撑，实证丝绸之路是

一条真实存在的中西交流通道。”

20世纪 90年代，2.3万余枚汉简出

土于甘肃敦煌的悬泉置遗址。多次出

现的“悬泉”二字，揭开了一座早已消失

千年的古丝路驿站的“金色”面纱。

“悬泉置遗址的发现非常偶然，

考古人员曾先后三次考察。”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何双全介

绍，第三次考察前一晚，大风吹出千

年文物。“悬泉置以亭行”，一枚简上

的 工 整 隶 书 ，让 悬 泉 置 遗 址 重 见 天

日。“大家白天挖，晚上整理，一人一

根蜡烛对着汉简看。”回忆起当年，何

双全很激动。

走进“简述丝路”展厅，一幅磅礴

的史诗画卷在眼前缓缓打开。

出长安，列四郡，据两关。自张

骞凿空西域，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万千

故事在汉简上被真实记录，成为人类

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证。

跟随讲解员蹇慧东的脚步，一枚

枚简牍好像通俗有趣的古代小说，记

录着发生在丝路驿站中的故事。

“ 八 岁 ，高 五 尺 五 寸 ，名 曰 音 小

……”悬泉汉简中有一部《传马名籍》。

传马是悬泉置的重要配置，有严格的

管理制度，名籍记载马的名称、年龄、身

高等信息，堪称马的“户口本”。由 18
枚简牍组成的《过长罗侯费用簿木简

册》，记录了公元前 61 年，长罗侯常惠

及随行人员过悬泉置时的开销账单，

使团在途经歇住期间食用了酒、牛肉、

羊肉、米、豉、酱等，为研究当时人员来

往和饮食结构提供了一手考古资料。

“超过 200 场次的讲解，让我通过

一个个小细节重新认识历史，更加清

晰地看到了历史原貌。”蹇慧东说。

悬泉汉简中一份关于“吃鸡”的

记 录 ，吸 引 了 参 观 者 李 耒 田 的 注

意。“最凡鸡卌四只……”这份《元康

四 年 鸡 出 入 簿》记 载 了 悬 泉 置 内 一

年入鸡、吃鸡的消费情况，是悬泉置

的一份“荤菜标配”。

来自四川成都的李耒田刚高考

完，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他研学旅程的

第一站，“走进展厅，油然而生两个字，

厚重。而像古人‘吃鸡’这种有趣记录，

让我感到真实的历史那么可感、可亲。”

“甘肃简牍尽管历史久远，很多

残缺不全，但它们作为当时政治、经

济、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呈现了社

会原貌，在历史研究中具有补史、证

史、纠史价值。不仅补充了历史文献

记录的不足，也印证着传世文献所记

载的历史事实。”朱建军说。

让沉睡的简牍
文物“讲故事”

气势豪放的隶书，瘦劲挺拔的篆

书，大小不拘的草书，疏密得体的行

书……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序厅，一面

巨大的简牍字体墙映入眼帘。阳光

下，一列列文字就像嵌入光影绘就的

细长光条，一条金色铜质装饰带位于

其间，象征着丝绸之路的走向，从墙

上延伸向地面。

步移景异，一次寻“简”之旅就此

启程。

作为专题类博物馆，简牍文物相

对 单 一 ，简 牍 学 又 被 称 为“ 冷 门 绝

学”，学术门槛高。如果不做解读，观

众很难直接感受到简牍的魅力。

怎 样 既 严 谨 客 观 ，又 直 观 有 趣

地 呈 现 给 观 众 ？ 在 筹 备 阶 段 ，这 个

难题曾摆在负责基本陈列策展的韩

华面前。

“人们一提到茫茫戈壁，就是灰

色、土黄色，我希望观众在看完展览

后能体会到‘丰富多彩’，把我们对历

史的思考，对文字、书法价值的理解

传递开来。”韩华介绍。“简牍时代”

“简述丝路”“书于简帛”“边塞人家”，

四个基本陈列最终和观众见面。

“原本只预留了 1 小时，没想到从

中午一直逛到闭馆，这应该是最近看

过最喜欢的博物馆了！”在社交平台

上，一位网友在参观后写下这样的文

字，“以前看过一些专题展，往往只是

打卡完工，这家新馆非常有看点，展

览中有许多普通人的故事，字里行间

流露的情感令人动容。”

设置封检、木楬等道具，观众可

拿起感受；复原案台书架，布置毛笔

削刀，立体化呈现简牍使用场景；体

验互动，生成一张属于自己的“日书”

及出关凭证；用电子放大镜将文物放

大 10 倍细细观看，八分隶书的笔法特

征就在眼前……在这里，无数细节等

待着游客发现。

“先把简册编好再写简……”一

场“百人写简牍”活动正在序厅举行，

沉浸式感受简牍的编联与书写，体验

者们一笔一笔在细窄木条上临摹着。

在“悬泉邮驿”主题邮局，买上一

张简牍特色明信片，盖上“永年”纪念

戳，将祝福和思念传递给远方的好友。

在 12 种可以选择的咖啡拉花里，

选上一个“简”字，边品边看；炎炎夏日，

来上一根文创雪糕，也是不错的体验。

“馆里不仅有可售卖的成品，还

有 可 以 亲 身 尝 试 的 文 化 体 验 活 动 。

拓印、写简，制作书画简册等等，游客

自己将简牍内容呈现出来，更能加深

认识。”蹇慧东说。

生活在河西走廊，闭上眼，仿佛

还能听到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向远

处望去，袅袅孤烟仍在大漠飘飞。在

这片土地上，边塞人家挥洒的汗水、

丝路古道上的峥嵘岁月，汇成了万千

故事，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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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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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潘玉珍穿着自己制作的

苗族传统服饰走上 T 台，自信地向世界展

示苗绣与苗家儿女的神采，成为难以忘怀

的高光时刻。潘玉珍年过七旬，是国家级

非遗苗绣代表性传承人。在她的记忆中，

苗绣早年间都是自己绣家人穿，苗家儿女

更少有人走出大山。近年来她去了新加

坡、美国、法国等 10 余个国家，许多苗绣

产品卖到国外。每谈及此，骄傲与自豪便

洋溢在她脸上。

多变的造型、艳丽的色彩、贯穿其中

的深厚历史人文底蕴和民族智慧，吸引了

北京的一位服装设计师收藏了数千件苗

绣，并将它们视为设计灵感的百宝箱。

从大山里走到大山外，将传统与时

尚交融互动，以苗绣为代表的古老非遗

绽放出夺目的光彩，成为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消费提质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的源头活水。而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讲，

原本“不足为奇”的老物件、老手艺有着

非同一般的价值，通过产业带动，就业机

会多起来，荷包鼓起来，文化自信便破土

生长、茁壮成长。

传统的，也是时尚的。且看街头巷

尾，马面裙等传统服饰不断掀起流行热

潮；海边渔村，“簪花围”的装束吸引天南

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古典审美与现

代追求交织互动，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交

相辉映，展现出一脉相承、韵味悠长的东

方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着历久弥新

的经典光芒，古与今，浑然天成。

“古画里，居然藏着时尚的秘密！”在

敦煌莫高窟壁画《近事女图》中，女子悬挂

于树上的挎包十分有艺术性——三叶形

翻盖，绣着穿环图案，丝毫不逊色于时髦

的款式，外观设计甚至与价格不菲的品牌

包十分类似。网友点赞：“油然而生对传

统文化的敬意！”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以

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凸显着

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人文精神。那么，如何更好地

将传统与当下、古意与时尚连接起来，与

古为新，服务当代生活？关键在于挖掘、

梳理、创新、活化。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艺术

家常沙娜将敦煌图案运用到现代生活所

需的工艺美术设计中，创作的敦煌藻井图

案与和平鸽造型的丝巾，受到了许多国家

的欢迎和认可；电影《长安三万里》以 40

多首唐诗，把诗意带入生活，传诵“中国式

浪漫”；以越剧《新龙门客栈》为代表的传

统戏曲不断更新创作观念、表达样态，成

为一票难求的爆款；许多人探索参考二十

四节气转变生活方式，亲近土地和自然，

获得肌体的康健、精神的慰藉……

国风国潮广泛流行，不仅为当代人

提供着精神滋养，也丰富和塑造着人们

的审美情趣，传递着未曾断流的文明的

坚 守 与 梦 想 。 而 当 越 来 越 多 人 加 入 这

一场场古与今的双向奔赴，认识传统之

美 ，并 乐 于 传 递 美 、创 造 美 、放 大 美 ，势

必 将 绘 写 出 更 加 多 彩 的 文 化 传 承 弘 扬

的生动画面。

传统的，也是时尚的
郑海鸥

■■人文茶座人文茶座R

■■传承传承R

山东青岛平度市崔家集镇（见上图，

受访者供 图），乡 韵 茂 腔 剧 团 正 在 文 化

活动中心排练传统茂腔剧目《罗衫记》。

平时忙着劳作的村民们聚在一起，一排

练就是一天。台下的杜法功凝神观看，

不断指点，雕琢细节。

杜 法 功 是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茂 腔 传

承 人 ，也 是 平 度 乡 韵 茂 腔 剧 团 的 团 长 。

创作剧本、筹集经费、聘请老师、租用服

道 、组 织 排 练 …… 虽 然 已 经 73 岁 ，他 依

然 充 满 热 情 地 忙 活 着 剧 团 事 务 。 说 起

和 茂 腔 的 缘 分 ，杜 法 功 说 ，他 曾 在 青 岛

市区读了 3 年小学。其间，他常跟奶奶

到剧院看戏。“我太爱看了，每次都排好

长好长的队，只为买到两毛钱一张的门

票 。”台 上 演 员 的 一 招 一 式 、一 唱 一 和 ，

使他着了迷。兴趣的种子播撒心间，长

成一团热情之火，一直燃烧至今。

“茂腔一唱，饼子贴在锅台上，锄头

锄到庄稼上，花针扎在指头上。”这是胶

东 地 区 流 传 的 一 首 民 谣 。 茂 腔 的 曲 调

质朴自然、唱腔委婉、剧情通俗易懂，颇

受胶东地区人们的喜爱。杜法功说，在

平 度 ，几 乎 家 家 户 户 爱 听 茂 腔 、能 唱 茂

腔。 2003 年春，杜法功带着组建剧团的

美好梦想，成立了乡韵茂腔剧团，“大家

因一场秧歌排练结缘。排秧歌的间隙，

大 家 你 一 句 ，我 一 句 ，自 发 地 组 织 起 了

一个剧团。”

作为团长，从购置服装道具、出行车

辆等各类装备，到带领大家刻苦排练，杜

法功需要事无巨细。“从 15 分钟的小戏

开始排，然后到经典剧目，我们苦练了一

个冬天。”杜法功说。剧团初登台，便吸

引了方圆十里的村民。

杜 法 功 带 领 茂 腔 剧 团 加 入 了 平 度

市 文 艺 演 艺 联 盟 。 他 们 以 助 力 送 戏 下

乡 为 己 任 ，以 推 进 文 化 振 兴 为 理 想 ，用

茂腔曲调宣传党的新方针、好政策。他

们 既 演 唱 传 统 戏 ，又 注 重 新 题 材 的 挖

掘 ，创 作 的 农 村 题 材 小 戏《地 边 风 波》

《俺到平度去参观》等，目前已演出了 30

多场。

杜法功介绍，这些原创剧目的取材

来自身边生活、劳作的场景。《地边风波》

由村里的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两家种

植桑树的村民因土地边界起纠纷，最后

化解矛盾的故事。《俺到平度去参观》讲

述 了 平 度 人 给 来 自 非 洲 、北 美 洲 、南 美

洲、欧洲的外国友人当导游的趣事，彰显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历史悠久的戏曲

艺术与乡土文化交融、共振，让茂腔越来

越有生命力。

扎根泥土、拥抱时代，从乡土中诞生

的茂腔，随着社会发展焕发新的生机。

近年来，崔家集镇结合当地土壤与

水质特点，引进樱桃西红柿（圣女果）品

种 ，大 力 发 展 西 红 柿 特 色 产 业 ，促 进 了

农民增收。小小西红柿，也成为了杜法

功茂腔的创作题材。“崔家集金粮仓，五

谷丰登瓜果香。大农业新希望，因地制

宜 选 强 项 。”“ 俺 村 种 植 圣 女 果 ，两 千 个

大 棚 连 成 海 ”…… 茂 腔 戏 曲《农 民 致 富

乐悠悠》畅谈农业致富的喜悦。“再观西

红柿基地大棚灯，建起了标准高效大棚

5000 个 ，每 年 创 收 很 轻 松 。”《四 姐 妹 观

灯》中 ，四 姐 妹 观 民 俗 民 风 、观 历 史 文

化 、观 特 色 农 业 ，展 现 了 西 红 柿 大 棚 与

民 居 、田 园 、乡 村 公 路 构 成 的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画 卷 。 杜 法 功 不 断 更 新 创 作

构思，让积淀深厚的唱腔与现代视角的

戏词交相辉映。

多年来，杜法功和剧团成员一道，自

搭自建舞台，自编自演戏曲，一直默默坚

守，热爱和守护着农村文艺事业。目前，

演职人员已发展到 22 人，上演传统剧目

14 个，新创作剧目 6 个，已成为当地知名

的“庄户剧团”。

剧团演出时，舞台上布置着一副镇政

府赠送的对联：“民戏民演传民声，乡腔乡

韵结乡情。”杜法功希望，在唱响乡风文明

的道路上点亮乡村人们的生活，为崔家集

镇文艺事业兴盛和文化振兴发展发挥自

己的光和热。

平度茂腔代表性传承人杜法功——

戏曲传乡韵 庄户有剧团
王 珏 王昕宇

图①：居延里程简（左）和悬泉里

程简。

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图②：学生在馆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摄

图③：文创咖啡。

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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