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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初到板仓

板仓是长沙郊县长沙县的一个村，现在
叫开慧村，位于长沙市西北120华里处。

1985年从3月到7月，我来到这里参加国
家文物局培训课程。那时的长沙市区面积不
大，人口不过几十万。长途汽车开出不久，
便进入渐窄的县级公路，路上基本没什么车
辆，客车在江南的丘陵、稻田和乡舍间爬
行，不长的距离需要跑两个半小时。到达的
第二天就参观了杨开慧故居、纪念馆，祭扫
了烈士墓。

杨开慧故居坐西朝东位于板仓冲的正中
央，其南、北、西三面环山，门前是个小广
场，东面一条蜿蜒的山路直通汨罗江畔。故
居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占地面积120亩，现存
大小房屋 36 间，为土砖木结构的农家院落。
大门刻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
联。房屋以堂屋为界，北院为父亲杨昌济
家，南院是杨开慧叔父杨瑞生家。

杨开慧牺牲后，亲友收敛了烈士遗体，
星夜运回板仓，安葬在杨家公山下的棉花坡
坡阴。毛泽东得知噩耗，悲痛地写下“开慧
之死，百身莫赎”，并托人寄银元30块为烈士
修墓立碑。铭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

岸青岸龙刊”石碑于墓前。
1985 年时的板仓纪念馆周边十分清静。

纪念馆所在的开慧村大约 10 平方公里，有
2000 多亩耕地，三四百户人家；附近几乎寻
不到商店，村里仅有一家不怎么开门的饭
店。每天仅有三班长途汽车通往长沙，打电
话也不方便，仅纪念馆有一部干电池黑色摇
把电话机，与省外联系需要转接几次。

杨开慧故居南侧是板仓纪念馆，是一排
坐西朝东的平房。中间是穿堂门，南北两侧
是面积数百平方米展室和接待室。纪念馆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兴建，当时的条件还很简陋。
展室内陈列了杨开慧烈士和父母的主要生平
事迹，几个老式玻璃木头展柜里摆放着不多
的文物，只有两根荧光灯棍作为文物照明灯。

棉花坡是一个不足 20 米高的小山。西北
高，东南低。从山脚至墓区由三层梯形平台
相连，陵园内除了杨开慧烈士墓外还有其祖
父杨书樵与父亲杨昌济的合葬墓以及堂弟杨
开明烈士墓。杨开慧烈士墓冢在最上层正方
形平台之中，墓碑横置斜放，汉白玉石质，
刻楷书碑文“杨开慧烈士之墓”。其下镌刻毛
泽东撰写“杨老夫人与开慧烈士同穴”的题
记。四周苍松环绕，树龄已有十五六年的样
子，足有手腕粗，两三米高。

1985 年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当时板
仓尚是远离城市的乡村，交通、通讯十分不
便，所以来馆参观者不多。国家文物局在这
里设有人才培训中心。所以板仓也是新中国
文物事业的人才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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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重识板仓

今天的长沙县已与长沙市连为一体，成
为大都市的一部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
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密集的公路网，远不
是三十多年前市郊的概念，长沙到板仓可沿
京珠高速公路直达，时间用不了一个小时。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各地博物馆、纪念
馆发生了巨大变化。1994 年中宣部颁布 《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了爱国主义教育
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对象以及一系
列具体措施。1995 年，民政部确定了第一批
100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故居依旧！与 35 年前相比，杨开慧故居
保护得依然很好。1990年8月维修时，在卧室
后墙离地面约两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又发现一
叠杨开慧烈士 1930 年元月为怀念毛泽东而写
的手稿。这是自 1950年和 1982年分别在故居
前院菜地和靠近杨开慧卧室屋檐梁架与斗拱
结合处发现两批烈士遗物和手稿后发现的第
三批遗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棉花坡烈士陵园周围的松柏树粗壮和高
大了许多，已有十来米高。1990 年政府在陵
园中央塑建了杨开慧烈士全身汉白玉像，修
建了以60条弧形花岗岩框边、直径14米的圆
形花坛及汉白玉浮雕花圈。

2007 年，长沙县政府治理了杨开慧纪念
馆周边环境，拓展了馆前广场，树立了景区
标识标牌、增加了景区视频监控和背景音乐

系统，建设游客接待中心、添加了影视放映
厅等配套设施。重建了纪念馆，馆舍建筑面
积4000平方米。2010年11月16日，在杨开慧
烈士就义80周年和毛岸英烈士为国捐躯60周
年之际，新馆对外开放，馆名由板仓纪念馆
改为杨开慧纪念馆。

新馆分三层。整个展览陈展形式设计新
颖现代，符合人们审美需求，各种材质的塑
像及半景画和文物结合恰到好处，展陈中现
代工艺和材料以及必要的声光电技术的应
用，科技含量高，教育内容灵活多样，十分
清晰生动地体现了主题的内容。

随着杨开慧纪念馆的重建，陈展水平的
提升，烈士陵园的整修，周边环境的治理以
及交通状况的改善，今天我看到的烈士家乡
景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边公路上每
天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纪念馆广场停满车
辆，来参观的游客每年达几百万人次。现
在，杨开慧纪念馆是湖南省第一批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全国首批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之一，国家4A湖南省著名的旅游景区。

纪念馆红色文化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现在周边群众生活环境大为改观。一幢
幢规划有序的白墙灰顶建筑代替了过去的土
坯房舍。宾馆、饭店、店铺商号和文化设施
比邻而立，热闹的场面将开慧村映衬出一幅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景象。

90 年前的烈士鲜血没有白流！杨开慧生
前的伟大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长沙市东北不远处，有一个
叫板仓冲的地方，它是杨开慧烈
士的故乡。2020年9月9日逢毛泽
东主席逝世44周年，我第二次来
到这片红色的土地瞻仰，表达发
自内心的尊敬与怀念。

1901年 11月 6日，杨开慧诞生于板仓，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1913年随父亲杨
昌济迁居长沙，与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理想前来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相识。
1918年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举家迁往北京。同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杨开慧有机会
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各项活动，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初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
成为毛泽东最真挚的朋友。

1920 年冬，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
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最早
的女共产党员之一。随后跟随毛泽东转
战各地。1927年毛泽东送杨开慧母子回
到长沙板仓老家，然后来到湘赣边界领
导秋收起义。

此后 3年，杨开慧参加板仓一带党
组织会议，坚持为革命做宣传工作。
1930 年 10 月，杨开慧不幸被捕，11 月
14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长沙识字
岭，年仅29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杨开慧烈
士墓旁修建了纪念亭、纪念塔。1967
年建立了烈士陵园。1969 年，当地政
府将烈士遗骨迁移到棉花坡坡阳新墓
址，并与 1957年病逝的母亲向振熙合
穴。1972年和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
分别将烈士陵园和故居公布为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焕然一新的纪念馆建
筑采用了白墙青瓦的江南
风格。序厅是一组 《慨然
赴死》 雕塑，为杨开慧烈
士面对生死考验时选择慷
慨就义的英勇形象。雕塑
两侧的墙壁上，是毛泽东
主席的《贺新郎·别友》和

《蝶恋花·答李淑一》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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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文化遗产

与申遗同步
开始进行价值传播

2月 14日起，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发
现·北京中轴线”展在位于北京西郊首钢
园内的RE睿·国际创忆馆开展。

展览包含“四九城里中轴贯”“时空
里的中轴线”“中轴线现在与未来”， 呈
现了北京中轴线与城市生活关系以及策展
者对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与
阐释。这一展览布景在28米高的工业筒仓
中，应用了全息数控影像、联动 720度环
幕、空间定位声场等数字技术。

此外，公众还可在展览中通过 VR 互
动，登临虚拟的中轴线北端钟鼓楼远眺南
北中轴线，一览近百张珍贵北京城历史图
档；通过50余张数字卫星照片直观感受北
京中轴线与北京城市生息与共的发展和变
迁；还可打卡中轴线限量印章，把中轴线
带回家……

形成文化遗产
“数字资产”

“数字中轴线”工作将对北京中轴线
上的重要遗产点、物质文化遗产现有内容
进行数字化采集，以科学记录文化遗产的
现状，并基于此通过数字技术在不破坏文
物本体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多维度的
研究工作，并为后续的保护修缮提供材
料、学术和技术支撑。同时，基于历史

学、建筑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综
合研究，复原中轴线重要文化遗产点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描绘中轴线在历史时
间维度、空间维度的变迁与生长。在此次
展览中，数字采集团队展示了实例：他们
对中轴线北端的钟鼓楼进行了初步的数字
化采集和室内现状虚拟重建，观众可以通
过VR设备体验这种多资源合成成果。

这些应用智慧和成果，事实上已经慢
慢积累出庞大的文化遗产“数字资产”。

除建筑数据外，数字化采集的范围还

延伸至中轴线历史照片、历史文献、口述
史甚至鸽哨儿、前门叫卖声等多层信息。
目前，已经完成了对钟鼓楼钟鼓声的采
集。随后再结合北京不同时期的城市模型
建筑肌理，在数字虚拟中测算声音的传
播，就可还原不同位置听到的钟鼓声，给
受众以真实、直观感受。

这是一项持续很长时间的团队合作。
“相对于整体计划，我们‘数字中轴

线’目前完成工作量才有 20%。”贺艳这
样判断。

描述都城建造中
对应的宇宙观

数字化展示，能够呈现许多仅靠文字
难以表述的效果。

中国古人把星空分为了三垣二十八星
宿进而把对自然、宇宙的认知投射在日常
的生活与城市的营建之中。所以北京是中
国城建史上对宇宙观最完整的一次表达。
但在现实体验中，普通受众是难以将中轴

线与“星宿天像”对应在一起的。此次展
览则为观众呈现了古人象天法地的居中
观，将星空宇宙投射到城市中，演示了北
京中轴线的孕育和历史进程。观众可在纵
深28米的空间，置身中轴线的时间与空间
中尽情感受。

贺艳是此次展览的策展方清华大学清

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她认为：
“数字化呈现中轴线的价值，就是在虚拟
和现实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能够建立起
一种关联，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环抱体验
空间让受众置身于历史之中。”

不仅孪生
而且期望成为“共生”的一部分

“北京中轴线初步形成于元代，历经
明、清两代，形成了纵贯南北的城市中轴
与文化脉络，并在当下与我们共同生活，
也在我们的不断认知与创造中传承给未
来”。展览的策展人这样判断。

于是，在策展团队看来，这个展览不
仅是真实地建立一个“孪生”的中轴线，
还期望更进一步，成为中轴线精神理念在

当代活态延续的一部分。
展览的另一特色就是鼓励公众参与，

展览开展前已经通过网络征集了大量来自
公众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故事、艺术作品。
在整个展期，展览持续面向公众征集中轴
线相关主题的作品，并将其中部分作品在
展厅轮展。

贺艳有着长期从事圆明园数字化研究
的经验，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现辉
煌 数字圆明园研究及文化旅游应用示
范”项目负责人，她说：“我觉得中轴线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中轴

线’这个概念，它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普
遍存在而且至今依然在影响着我们。”

与圆明园的数字采集与呈现过程不
同，贺艳认为中轴线不是一个静态的遗
址，而是一个还在生长变化的空间，需要
呈现的时态和变化更多更复杂。于是策展
者们构建起了一个数字平行时空，这个时
空不仅有数字孪生的建筑和街景，也有当
代“人”留下的活动，有“象天法地”思
想、有普通人的记忆和感情。这些数字场
景会形成一个多层时空的记忆世界，并继
续“共生”下去。

多领域合作
已摸索出数字技术应用经验

据介绍，此次展览使用的综合采集技
术，包括数字测绘、拍照，三维激光扫
描、近景摄影测量，三维建模、虚拟现实
场景等。数字采集团队先后进行了史料挖
掘、对现有建筑及遗迹测量、三维数据
整理、根据史料完成数字修复和复原、

数字场景构建环境和氛围光照渲染等多
技术合作。

此次展览，也将长期以来对圆明园等
内容进行数字采集、复原、阐释的经验引
用过来，针对不同需求采用的技术可作出
相应变化，显示出技术团队对于文化遗产
已经摸索出独特的经验。“我们采用的技
术其实是灵活、有效的。比如有一些比较
规整的建筑或者大场景，就基于航拍影像
进行倾斜摄影测量建模；有一些精细化程

度比较高的，会做三维激光扫描，而不是
一味地使用精密技术。”贺艳介绍。依据
中轴线数据采集团队的经验，三维激光扫
描也会产生很多冗余数据，“不见得好
用”；但遇到那种色彩丰富、需要记录色
彩变化的建筑部分比如斗拱，还会加上近
景摄影测量。同时，三维激光扫描和近景
摄影测量都需要精确计算拍摄点和后期拼
装，所以这不仅是工作量和数据处理量巨
大，更需要一个整体规划。

杨 思

北京中轴线应该以哪些理由
去申遗？我想大概率不会忘记世
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第Ⅵ项：
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
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
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

北京中轴线是依照中国传统
政治、伦理和美学观念建立起来
的城市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是“过去”，还是我们正在建
设与感知的“现在”。今天北端的奥运场馆建筑、南端的北京大
兴机场都是北京中轴线的新时代延续。

于是，不妨换一个视角：与其说从中轴线去理解中国人的
理念与理想，不如反过来欣赏它是中华民族理念与浪漫理想的
最完整实践——直至今日还没有停下步伐。

那如何表达和分享中轴线的精气神？
从 2021 年 2 月开始展出的“发现·北京中轴线”数字展，

可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标识：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数字技
术正在建造一个全新的“孪生”世界。

“孪生”目标可有 3 种：复原、
阐释和管理。以北京中轴线为主
题的数字化工程，则开始露出新端
倪：构建一个虚拟、真实甚至包括
现实中难以辨析的“世界”。如果
说几年前的巴黎圣母院大火烧

“红”了数字建模技术，今年除夕夜
山西天龙山佛首回归后使得“虚拟

复原”成为文创热门；那“数字中轴线”则进一步呈现了数字化文
化遗产的未来——它不仅“孪生”，还期望自己“共生”，这些
展览及吸引来的人群，不就恰是“中轴线”从未成为历史过去的
最好证明？

搭建这一“孪生”世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价值阐释
与传播理论功底深厚明确、应用技
术逐步完善、实践积累初见规模、发
展业态路径日渐清晰……2021 年，
可以看做是文化遗产数字时代来临
的起点。

文化遗产

开启“孪生”时代
齐 欣

图为杨开慧故居。

数字化“孪生”

明迁都北京后，北京城
较元大都整体南移；明清时期中轴线上
的建筑、景观的规模、气势、规整程度均达到了历
史最高水准。（供图：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

（作者系河北省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作者系河北省博物馆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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