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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声笑语，人头攒动。7 月 21
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和
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金山
伯的荣耀——中国侨都·江门近代侨
汇展”在北京“水立方”展出。前来参
观展览的，大多是海外华裔青少年。

驻足游览间，笔者在展会上邂逅
了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副馆长林
军女士。她告诉笔者，这次专题展共
展出 300 多幅历史图片、30 多件文物
展品，只是五邑华侨文化的“沧海一
粟”。要想真正领略华侨文化，还得亲
身到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走走。

这里于今年 1 月 4 日获得中国侨
联评定的“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称号。它不仅是华侨精神寄托之
所在，更是华侨华人文化的展示殿堂。

寻根五邑，感受侨文化

所谓“五邑”，是指广东省江门市
所管辖的新会、开平、台山、恩平、鹤山
五地。由于五地人文风俗基本一致，
故以“五邑”著称，闻名海内外。

笔者了解到，江门五邑人出洋史
可追溯到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 879
年）。作为“中国第一侨乡”，深厚的

“侨”文化便是五邑的“魂”之所在。
走进博物馆大厅，“根在五邑”4

个大字赫然显现。移
步而入，“金山寻梦”

“海外创业”“侨乡崛
起”等专题展厅，以丰
富的藏品呈现着江门
五邑的历史与变迁。
茶寮、铁打店、布店、
葵扇作坊……这些馆
内典藏的宝贝，还原
出了当年先侨出洋前
的台山墟镇场景。

“行走在馆间，先侨们昔日的生
活历历在目。坐在茶寮旁，稍事休
息，浓郁的侨乡气息便迎面袭来。”
前来参观的市民说。

除了台山墟镇场景，在博物馆
7000 平方米的展厅内，还展示了广
海码头、早期五邑地区建筑以及各式
出国口供簿 （纸）、各类华侨证照等
2万多件套实物。

据最新的侨情调查统计，江门五
邑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
胞达300万多人，遍布全世界五大洲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林军说：“博物馆通过还原可
触、可感的历史场景，让旅居海外的
华侨后人们有‘根’可寻。”

心系故土，乡情永流传

一个布袋，一件中山装，据说便 是华人华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一介布衣的

江门侨民郑潮炯，就是穿着这套中山
装，挎着这个布袋，花了 5 年时间，奔
走于南洋各地义卖瓜子，筹得义款支
援抗战。”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

眼前，那发黄的布袋已有些破
损，但以郑潮炯为代表的侨民们救亡
图存的精神却令人感动。

五邑先民们对乡土的热爱，绝不
仅限于危难之时，更体现在寻常生活
之中。

“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
家靠住你，有银好寄回。”提起这首
民谣，不少祖籍江门的华侨们都会依
稀记得。而“金山伯”——淘金华工
的代称，便是这首民谣的主人公。

在“金山寻梦馆”大厅，展示着
一份长达 2 米的口供纸。“你是哪里
人？”“你来这干什么？”……近 200
个问题密密麻麻地记录其上。

原来，当年移居美国、加拿大淘
金的“金山伯”们就是靠着这些口供
纸，应付移民官的排查。

笔者注意到，在“侨乡崛起”大
厅展示着的书信中，往往附有汇款的
昃纸——后来被称为“银信”。就是
靠着这些“银信”，先侨们“有银好
寄回”，赡养家人和支援当地建设。

年复一年，侨汇渐渐成为侨乡经
济的重要来源，以至在 1949 年以前
有这样的说法—— “看经济，看广
东；看广东，看四邑 （新会、开平、
台山、恩平） ”。

“桑梓情深，功勋卓著，江门五
邑侨胞的杰出贡献和乡土情怀将永久
流传。”林军说，不少旅居海外的华
侨虽然身在他乡，但依旧心系故土。

萌娃导游，体验更生动

一面是身穿“簕杜
鹃”花式旗袍的酒窝美
眉“侨妹”；一面是挂着
洋气金丝眼镜的英气少
年“华哥”，您选哪个？

如今，在华侨华人
博物馆的网上虚拟体验
页面中，网友可自主选
择“华哥”“侨妹”两位萌
娃担任导赏人。只需通
过键盘敲击，观赏者就
可以前后左右控制游览
路径，进入分馆参观，鉴
赏馆藏文物。

“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创新动
漫、活力动感、以人为本、寓教于
乐’的网上参观体验。”《华哥侨妹博
物馆》纪录片中如是介绍。

“墟镇，是他们心目中最繁华的
世界，几个月后将在他们面前展现的
世 界 真 的 比 这 里 好 吗 ？ 谁 也 不 知
道。”磁性的声音、生动的讲解、可
视化的呈现，是两位虚拟“导游”的
独特魅力所在。

“利用新媒体技术，既拓展了展
览空间，也可以让民众尽可能多地了
解实物和场景背后的故事。”博物馆
工作人员叶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点击“义卖救国”郑潮炯旁的按
钮，实现虚拟捐款；点击橡胶园旁的
按钮，感受华工们卖力割橡胶的场
景；借助 3D 技术，驾驶中国民航先
驱冯如先生设计的“东方莱特”飞
机，冯如生于五邑之一的恩平……除
了能听、能看，网上博物馆还增设了
游戏和互动体验。

“通过网上博物馆的建设，越来越
多的人可以深入了解江门，如同身临
其境，感受五邑的侨文化。”林军说。

今年，北京在举办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展览之时，我有
幸在江西南昌参观了海昏侯家族的墓地紫金城和该墓考古
实验室。在紫金城，考古队员田庄接待了我们。他扼要地
讲述了海昏侯墓的发掘进程。考古并非想象的“不久前”
一下子挖出一堆珍宝，而是一个极为艰巨的探索过程。

考古劳作艰辛，需要毅力和耐心

从2011年4月开始的发掘工作已经持续5年多。工作人
员首先对方圆5平方公里的地域进行考古调查，在发掘了3
座祔葬墓、1座车马坑，解剖了2座园门和门阙以及墓园建
筑基址后，再用一年时间完成对主墓封土和墓室内填土的
发掘。直到 2015年，对椁室的发掘才开始。先从周边回廊
再到核心的主椁室，又持续了整整1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
对海昏侯墓的发掘。目前出土文物1万多件。烈日当头，天
气闷热，我特意拍下紫金城北门内礼制性建筑遗址，两位
民工披着衣服正在用小铲一点一点挖掘的情形。这就是考
古，没有诗意，劳作艰辛，需要耐心和毅力。

海昏侯墓是长江以南已挖掘的4座汉代王侯墓室面积最
大的，达400平方米。墓南部一条深邃的甬道通向地面以下
14米的巨大正方形深坑，坑底中心部位南北纵向排列的 16
条完整长方木，形成一个相对小的正方形。清晰可见的盗
墓洞在这个正方形正中略偏西的部位，把厚厚的木头凿穿
了，椁室按照墓主生前的居住环境建造，因而棺椁南北纵
向摆放在这个正方形的东北角，躲过了盗墓贼的洗劫。

紫金城大体是一个长方形，南北平均宽163.5米，东西平
均长240.5米。主墓南面有长100米、宽40米的祭祀设施：寝

（藏先人衣冠之处）、祠堂以及基本对称的东西园舍。于是出
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海昏侯墓400平方米，墓前的祭祀面积
4000平方米，而整个紫金城4万平方米。这是巧合吗？

除了主墓外，其东侧同茔异穴的海昏侯夫人墓（已被盗）
尚未挖掘，目前地势最高。田庄带我们走上墓顶部，整个墓
园一览无余。园内共有墓葬9处，东门内分布着5处，北门内
2处。每座祔葬墓前均有小型祠堂的遗迹。墓园内还发现多
口水井，这说明当年是有守墓人的。主墓西侧的车马坑，呈
南北细长方形。从这里出土的文物已被广为介绍，但身临其
境看到这个聚集了那么多珍贵文物的地点，仍然感受到一种
震撼。田庄说，主墓正北的一座墓原认为是他的妃子墓，然
而棺椁内腰部发现有佩刀，疑为海昏侯一个儿子的墓。刘贺
的牙齿保留完整，已送往有关部门进行DNA检测，可以比对
此墓主人可能留有的 DNA。他这一说，我特意去看挖掘现
场，虽然只有93平方米，但同样是整齐的三层发掘阶梯，考古
操作很规范。

实验室考古，文化密码由此破译

刚走出紫金城，路左侧有一座现代墓，墓主姓裘。我
问田庄，当时这一带是裘氏的墓地吧，怎么解决墓地搬迁
的？田庄叹口气说，裘氏在海昏侯墓园封土之上有家族墓
群，请他们搬走花费了很大的功夫，现在还没有完全解
决。然而，没有一家媒体从这个角度报道过考古，考古躲
不开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

历史上的地震造成海昏侯棺椁上部塌陷，泥土和水涌
进，所有物件均被挤压到约30厘米的厚度内，并被水浸泡
着。因而整体搬迁主棺进行实验室考古，这个实验室便是
墓地东侧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文物保护工作站”。这是一
组白色的两层建筑。参观被严格控制，所有随身带的包包
和手机、相机存到箱内，经过安检才可进入。考古队队长
杨军接待了我们。实验室考古，从未亲历，一切都很新鲜。

他先带我们来到一间两层通透、空调温度相对较低的
大房间，很多矩形的巨大木箱堆放在里面，这些都是整体
切割后的墓内泥土。大房间里的一排小房间是工作间，一
位小伙子正在一间房里专心修饰一件很小的文物，工作台
前是一个遮盖着塑料布的敞开的大木箱。杨军介绍，他是
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博士。这位憨厚的博士放下手头
工作，掀开塑料布，眼前是嵌在土表层的黑色碳化物。他

说，这是一段马的大腿。筛查要极为认真，
以防遗漏文物。我问道：当初切割泥土装
箱，如何保障不会正好切在一个文物上？他
说，切割前做过反复的探测，很小心。

杨军和博士引领我们走到大房间的深
处，掀开一件遮蔽物，海昏侯内椁底部展
现在眼前，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贴近这样
珍 贵 的 文 物 。 海 昏 侯 棺 椁 外 部 长 约 3.7
米，宽约 1.7 米，现在看到的是内椁，当
年的刘贺就躺在上面。2000 多年了，除了
牙齿，遗体基本不存。他身上和周围的东
西已经剥离，有些部位还留有圆形玉片的
痕迹，黝黑的挤压物下隐约可以看到身下
铺满了金饼。博士从海昏侯头部上方的箱
子、身上的衣着、覆盖的玉器和身下的金
饼，讲到堆放在海昏侯身边的书籍竹简和
木牍……

杨军接着引领我们走进另一处同样格
局的大房间，里面是几排长长的架子，上
下摆满了大水盆，每个盆里用离子纯净水
浸泡着约 10根剥离出的碳化竹简，肉眼看
就是一根根木炭。杨军说，数千枚竹简还
要脱水、加固处理和红外线扫描，最后才
是释读，万里长征我们才走出1纳米！他激
动起来，接着说，文化，这才是海昏侯发

掘最大的收获，看到两千多年前的典籍是什么感觉啊。他
领我们在一台电脑上观看一枚竹简的红外线扫描结果，就
像在黑白复印纸上看到的那样，字迹大而清晰，但有的地
方明显缺损，因为竹简本身不完整。

杨军接着请人打开一间锁闭的工作室，一个更大的水
盆里浸泡着一件约1米高的黑乎乎的平面文物。杨军说，这
就是有孔子像的铜镜屏风！《论语》有古论语、鲁论语、齐
论语3个版本，但齐论语失传了。而海昏侯是从原齐国领地
内的昌邑王府 （山东省巨野县大谢集镇） 迁过来的，很可
能将齐论语带到了江西，带进了坟墓。若能发现齐论语，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我看不清屏风上的任何字或画，但杨
军关于齐论语可能被发现的预言，使我对海昏侯墓的文化
期待一下子强化了，也深刻理解了考古的意义。

1个多月后，新闻来了：海昏侯墓5200多枚出土竹简即
将释读。我请人向江西文物考古所所长徐长青打探释读结
果，回复是：竹简内容保密，不允许拍照，有 《论语》 和
方术、医术等，其他请等待报告公布。

近年来，“考古＝挖宝”的观念成为公众意识，《鉴
宝》 等媒体节目无形中推崇用金钱衡量文物。海昏侯墓考
古被媒体炒热之时，一位考古学者呼吁：让我们看考古的
时候，少点功利心，多看点文化吧。至少，我从海昏侯墓
考古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认识和他们普及考古知识的落脚
点看，他们真正履行着公众考古学的职责。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为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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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件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上有“昌邑”的字样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雁鱼灯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雁鱼灯

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