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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人们说起湖北武汉的建城史，一般会
上溯到三国时期的夏口城，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武汉
最早的城址。然而现在，考古发现让大家认识到，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才是武汉“城市之根”。

盘龙城遗址是夏商时期一处重要的遗址，是
中原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
江汉地区形成的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它的发现
将武汉的建城史推到 3500 年前，实证了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4 年是甲辰龙年，络绎不绝的游客走进盘
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文物中穿行，找寻龙
的印记；在遗址上漫步，倾听历史的回音；在泥
土中挖掘，体验考古的不易；在画纸上挥毫，描
绘自己心中华夏文明最美的样子。

是古城遗迹，也是美丽公园

阳春时节，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芳
草如茵，花红柳绿，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聚满
了踏青的游人。

顺着小路前行，走到盘龙城城垣遗址，此处
视野十分开阔，可以看见前方有一圈高于地面3米
多的土台，土台边环绕着一条鹅卵石带，这便是
古代的“城池”。考古研究证实，鹅卵石所在地曾
是护城河，后来干涸了，3米多高的土台则是盘龙
城的夯土城墙。1954 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群

众在此取土筑堤抗洪时，无意间发现土下埋藏着
大量古代陶器碎片。洪水过后，考古专家到此勘
探、发掘，逐渐揭开了盘龙城的神秘面纱。为防
止水土流失和人为踩踏造成破坏，工作人员清理
表层浮土和树根后，选取与原土性质相似的土壤
夯实边坡，经过覆草绿化，城垣及城门的轮廓清
晰可见。

方形的城垣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商代宫殿
遗址。在盘龙城东北角地势高平的夯土台基上，
共发现 3 座宫殿基址。其中一号宫殿为四开间建
筑，二号宫殿为不分间的厅式建筑，两座宫殿呈

“中轴对称”“前朝后寝”的布局，是中国传统宫廷
建筑布局的最早实证之一。为避免日光、雨水等
对遗址的侵蚀，考古发掘之后，宫殿遗址以土回
填。在回填后如何向游客展现宫殿的面貌呢？最
初，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采用夯土筑墙的方式，但
土墙很快被雨水侵蚀破坏。专家反复研究，终于
研发出一种适于砌墙的 GRC 材料，结合 3D 打印
技术，请非遗传承人“泥人胡”利用泥塑工艺筑
墙，以断壁残垣的形式展示一号宫殿木骨泥墙、
夯土筑造等建筑工艺细节。新材料铸造的“泥墙”

“木柱”，看似破旧，充满沧桑感，实则坚固持久。
每个柱洞的位置、墙体的厚度、建筑的材质，都
严格按照考古资料复原展示，让人们能够直观地
了解商代宫殿的形制、结构和建筑工艺。

宽阔疏朗的遗址公园内，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是唯一的大型地面建筑。建筑呈土黄色，最高处
仅 11.9 米，与周边环境几乎融为一体。建筑设计
将城、台与自然坡地巧妙结合，建筑底部的仿土
墙围合公共仪式厅、基本陈列厅与庭院，体现古
代筑城方正、围合的特点，顶部打造成一个观景
平台。不少游客来到博物院，先与建筑来个亲密合
影，再登上屋顶的观景台，将盘龙城遗址尽收眼
底。博物院开放 4年多来，已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
300余万人次，成为武汉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要让遗址公园‘美’起来，让文化之美与自然
之美、建筑之美融合，吸引人们走近遗址，慢慢
爱上遗址、爱上传统文化。”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
长万琳说。

有厚重历史，也有轻松体验

走进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透过两排方形探坑
造型的巨大天窗，明媚的阳光洒满大厅。博物院
基本陈列为“江汉泱泱 商邑煌煌——盘龙城遗址
陈列”，包括“浪淘千古”“故邑风物”“角立南土”三
部分。第一部分“浪淘千古”梳理了盘龙城遗址 60
余载考古历程，阐明盘龙城为何被认定为武汉

“城市之根”。第二部分“故邑风物”展示了考古学
视角下盘龙城遗址的兴衰、变迁与文化面貌，从
多个角度还原盘龙城的生产生活图景。第三部分

“角立南土”讲述在夏商时期大的文化背景下，盘
龙城的地位和作用、它与中原和周边地区的关系
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约公元前 17 世纪的夏代晚期，第一批先民来
到盘龙城定居。他们在这里开荒拓土、繁衍生
息，聚落范围不断扩大。公元前 16世纪，商王成
汤南征江汉，盘龙城纳入商王朝势力范围。考古
工作者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夯土城墙、大型宫殿建
筑、贵族墓葬和铸铜遗迹，出土了青铜器、玉
器、陶器、石器等文物 3000 余件，证明盘龙城在
商代是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邑。

商代龙形绿松石镶金饰件是“镇馆之宝”之

一。“它发现于2014年元旦当天，大家开玩笑说这
是一份新年礼物。”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研究部
主任王颖说。泥土中，绿松石碎片排列成奇特的
图案，中间两只纯金的“眼睛”历经数千年仍熠熠
生辉。经过考古复原，这些绿松石与黄金片组合
成一首双身的龙形，十分精致美丽。在河南偃师
二里头遗址发现过嵌绿松石铜牌饰，但其中未见
黄金。盘龙城发现的商代早期绿松石镶金饰件十
分罕见，吸引了许多人来此“寻龙”打卡。

另一件重器是商代铜雕花钺形刀。刀身宽
大，中间镂空装饰着似龙又似凤的灵动图案，刀
刃不锋利，美观性大于实用性。刀背处有3个细长
的小孔，专家推测它原来可能绑缚在一件器物
上，是用于象征身份的礼器。

直径 22 厘米的有领玉璧是目前所见商代长江
中游地区体量最大的有领玉璧，是商王朝的代表
性玉器。长 5.5厘米、宽 5厘米的商代玉戚通体圆
润光滑，制作精巧。戚本是兵器，而玉戚具有祭
祀神明、象征权力的功能。

造型各异的古代器具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博
物院不仅给“鼎鬲簋觚爵甗觯斝”等生僻字配上注
音和注释，还创设了不少小玩具、小游戏，让孩
子们在游乐中学习文物知识。

魔方的左边画着电饭煲、蒸锅、汤锅等现代
厨具，右边画着鬲、斝、甗等古代厨具，转动魔
方，让二者中间的米饭、鸡腿等图案拼合起来，
便配对成功。“原来鬲就是蒸锅啊！”孩子们在笑声
中一下子记住了文物的名称和功能。

“我们的策展布展团队很年轻，大多是 90 后、
00 后，力图用轻松的方式呈现厚重的历史，让观
众对历史文化产生亲近感、亲切感。”王颖说。正
是由于这份匠心，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获得了“全
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院”等荣誉称号。

是知识殿堂，也是创意园地

“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
涨。以前我们办讲座，听众一般不多。现在大不
一样了，开讲座的消息一发布，几个小时内听课
名额就预约满了，很多时候还要现场加座。”万琳
高兴地说。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自2021年开始举办“盘龙城
论坛”系列讲座，先后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等专家，围
绕青铜文明、荆楚考古、探源工程等主题，推出
精彩学术报告，几乎每场讲座都座无虚席。今年
以来，博物院举行讲座的频次从一个月一次提高
到一周一次，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深度学习需求。

“小小考古人，守护盘龙城”系列活动人气火
爆。博物院在遗址公园内规划了互动体验区，按
照考古标准设计了5米乘5米的探方，复刻了考古
现场的地层线。课程研发团队围绕考古、制陶、
商文明三大主题开发了相关课程，授课内容经过
考古专家把关，教师由考古学硕士担任，严格保
证课程质量。课程深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报名
信息一公布，名额就被“秒光”。

“我心映我城”活动已连续举办3届，吸引了来
自五湖四海、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与，通
过诗歌、摄影、绘画、设计、手工等丰富的方
式，表现自己心中的盘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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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内罗布泊北岸，曾因扼守丝
绸之路咽喉要道，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多元文化荟萃之处。

然而，辉煌了数百年后，楼兰在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留
下一个未解之谜。

在考古和文保工作者的接续努力下，一件件楼兰文物、一处处楼
兰遗迹拂去黄沙、重见天日，讲述着悠远的丝路故事，印证着中华文
明的博大包容。

守护沙漠古城

100多年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险时，首次发现楼兰遗
址并公之于众。由此掀起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楼兰考古热”。近几十
年，中国科学家深入罗布泊考察、研究，让淹没在历史浮尘下的辉煌
文明重现于世人面前。

通过航拍俯瞰楼兰故城遗址，可见城郭基本为方形，占地面积
10.8万平方米。故城东北区坐落着残高约 10.4米的佛塔遗址，不远处
有一处官署遗存，考古人员叫它“三间房”。房屋用土块垒砌，东西两
间较狭小，中间一间较宽大，形制规格较高，布局严谨。

为了保护楼兰遗迹，当地设有文物保护站，一群文保员扎根在环
境恶劣的罗布泊，守护着古老文明。

19岁的阿迪力江·吉里力是文保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工作是在
大漠深处进行日常巡视，不让文物盗窃者或游客进入故城和附近的墓
葬群。

寂寞是这份工作的底色，也常有惊险时刻。多年前，保护站站长
李鹏飞曾经碰到过拒不听劝、甚至“抄家伙”威胁他们的闯入者，最终
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这些闯入者被全部带走，并搜出了他们试图盗
走的文物。

楼兰故城及周边气候异常恶劣，最近几年的气象资料显示，该区
域8级大风天数年均多达80天，浮尘天气115天至193天，夏季地表温
度高达 70 摄氏度。尽管环境艰苦，但阿迪力江对这份工作充满自豪
感：“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文物，都有着重要价值。”

“相关部门以最大努力保护楼兰故城。”李鹏飞告诉记者，2020年6
月，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深入罗布泊，顶着高温和风沙，
对楼兰故城内的佛塔遗址和官署遗址进行长达170天的抢救性修复。

42岁的文保员马壮来保护站前对楼兰知之甚少，而今他已阅读了
大量历史书籍，对楼兰故城的感情逐渐深厚。“我们与古迹为伴，耐得
寂寞、吃得风沙、扛得暴晒，虽然苦，但甘之如饴。”马壮说。

见证文明交流

楼兰之所以蜚声海内外，除了它的消失之谜，还因为这里出土的
文物具有多重价值。

位于若羌县的楼兰博物馆现藏文物 5717 件，其中一级文物 6 件。
漫步展厅，一件件文物仿佛无声诉说着楼兰的千年沧桑。

“三间房”西面发现了诸多汉文、佉卢文等木简和纸质文书，其
中，写于东晋时期的《李柏文书》引人注目。据考古学家孟凡人考证，
西域长史李柏在讨伐叛变的戊己校尉赵贞之前，给焉耆王龙熙写下这
封信，意在争取其支持，避免腹背受敌。

“由这些文字可知，这里曾是西域长史的治所、驻地。”楼兰博物馆
馆长冯京说，木简和文书的发现，证明楼兰曾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
重要门户，中央政府用中原王朝的制度和管理体系管辖此地。

2015年楼兰遗址出土的“张帀千人丞印”铜制官印反映了汉晋时期
的官吏制度。考古人员认为，“张帀”可能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地
名，“千人”为武官名称。

龙、虎、天禄等瑞兽昂首阔步，“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9个字古
拙奔放——楼兰出土的织锦虽然右侧边缘残缺，但其精美的纹饰仍令
人赞叹不已。

“织锦上的文字展现了汉代中国面对世界的博大胸襟和积极进取的
文化精神，表达了期盼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
所所长李文瑛说，这种带有吉祥语的织锦，可能是汉王朝封赏或赠送
给西域诸邦首领及贵族的礼品。

悠悠古丝绸之路上，楼兰见证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考古
人员在此发掘出来自异域的海贝、珊瑚和蚌饰件等。

透过楼兰故城中的佛塔遗址，可以看到公元3世纪至4世纪这片土
地上佛教盛行的景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助理教授潘攀
说，佛塔坐落于楼兰故城中的重要位置，证明佛教东传后曾在楼兰地
区传播并繁荣发展。

激活楼兰文化

在楼兰博物馆文创产品柜台，一件件融合楼兰文化符号和现代设
计元素的书签、U盘、抱枕、坐垫、水杯、手提包等受到游客青睐。

“楼兰出土的织锦残片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织锦上的云气纹、瑞兽纹等纹饰和“长葆子孙”“延年益寿”“长乐光明”等
吉祥语被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让游客可以把楼兰文化带回家。

冯京介绍，除了开发文创产品，楼兰博物馆还举办小小讲解员培
训、流动博物馆展览、楼兰文化研讨会等活动，打造楼兰文化交流和
成果展示的平台，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

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义宏介绍，若羌县深入
挖掘楼兰文化资源，发布 《我在楼兰等你》《楼兰我来了》 等音乐作
品，打造“楼小兰”IP形象，以动画形式讲述楼兰故事，让神秘的楼
兰文化“活”起来。

（据新华社电 记者邓玉山、杨皓、蔡国栋、张玉栋、张瑜、王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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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千年风沙

楼兰“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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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绿松石镶金饰件。▲▲商代绿松石镶金饰件商代绿松石镶金饰件。。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社教活动制作的徽章。

▲商代铜雕花钺形刀。 本文图片均由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提供▲商代铜雕花钺形刀。 本文图片均由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提供

▲技术人员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楼兰故城佛塔遗址建立数字化
档案。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