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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城文脉

长沙市博物馆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收藏各类
文物5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1件。馆内设有
两个基本陈列“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
列”与“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采
用编年体的叙事方式，以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
人物、城市发展变迁为主要线索，全面展示了长沙
的历史脉络、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

“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分为
“湘江晨曦”（史前时期）、“青铜之乡”（商-西
周）、“楚南重镇”（春秋战国）、“大汉王国”（秦汉
时期）、“湖湘首邑”（三国-元）、“明清府城”（明-
清） 6个部分，介绍长沙自 20万年前有人类活动以
来，历经商周南征、楚人经略、汉廷分封、唐宋繁
华至清初定为湖南中枢的发展过程。

走进“青铜之乡”展厅，各式各样的青铜器映
入眼帘。作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分支，湖南
的商周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 世纪初以
来，以长沙市宁乡县黄材镇为中心的区域相继出土
了大量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其中有数量众多的青铜
铙。“铙是中国古代一种青铜打击乐器，用于军旅与
祭祀宴享，使用时置于座上，口朝上敲击。”长沙市
博物馆典藏部主任张海军介绍说。

展厅后方陈列着一件形体高大、气势恢宏的青
铜铙，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铙呈褐绿色，钲面饰
以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钲之周边和甬部满饰云雷
纹。最有趣的是铙的燧部，雕刻着一对相向而立的
大象，扬起鼻子互相碰撞，仿佛正在憨态可掬地打
招呼。

“象纹大铜铙 1983 年出土于宁乡县月山铺，通
高103厘米，重达221.5公斤，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
的体型最大的商周铜铙，是我馆的镇馆之宝。”张海
军说，长沙市博物馆的馆徽，就是根据象纹大铜铙
的形象转化而来。

汉代是长沙较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长沙
地区，从楚秦县郡变成长沙国。公元前 202 年，汉
高祖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以临湘 （今长沙） 为
都，建立吴氏长沙国，共传五代，历经46年，后因

无嫡嗣被废。公元前 155 年，汉景帝封其庶子刘发
为长沙王，建立刘氏长沙国，共传七代八王，历时
164 年。长沙国是唯一一个与西汉王朝相始相终的
诸侯国，它的建立，巩固了汉王朝在南方的统治，
推动了湖南地区的社会发展。

“大汉王国”展厅展示了西汉长沙王室墓葬中出
土的珍贵文物，其中“颜值”最高的是一件精美的
玉环。玉环双面透雕曲缠盘绕的变体飞龙，环周饰
以流动飞卷的云纹和凤鸟纹，三者紧密结合，浑若
一体，给人以云蒸霞蔚、龙腾凤舞之动感。

张海军告诉笔者，这件双面透雕龙凤纹玉环
1975年出土于长沙陡壁山 1号墓，是一套玉组佩的
一部分，其主人为吴氏长沙国王后“曹 ”。这套玉
组佩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左侧腰腿部，由30件形制
各异的玉环、玉鸡心佩、玉璜及水晶、玛瑙珠组
成，上端以透雕龙凤纹青玉环总揽。在汉代，玉组
佩的使用有严格的制度，是区别身份等级的标志。
此墓中还出土了 3 枚玛瑙印和大量玉贝、玉璧、玉
珩等，彰显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沙是江南战略要地。
隋唐一统后，长沙社会稳定，城市拓展，经济繁
荣，人文荟萃。唐代兴起的长沙窑融合南北陶瓷烧
造技术，首创釉下多彩工艺，并将绘画和诗词等广
泛用于瓷器装饰。长沙窑瓷器是海上丝绸之路向外
输出的重要商品，在 9 世纪印尼“黑石号”沉船中
就发现了不少来自长沙窑的产品。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了一系列长沙窑瓷器，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诗文壶。一件青釉褐彩诗文壶上，
题有五言诗一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 （已）
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首诗是长沙窑瓷
器题诗中最出名的一篇，可能是窑工自己创作或当
时流行的里巷歌谣，以直白的语句表达出唐代女性
率真、炽热的情感。张海军说，长沙窑产品中诗词题
款之多，在以往任何窑口中前所未有，这些瓷器上的
诗文，为全面了解唐代文学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历数风流人物

近代长沙是一座风云激荡、变革求新的城市。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
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
化陈列”分为“倡导经世”“引领新政”“辛亥首
应”“建党先声”“秋收起义”“团结御侮”“和平解
放”7 个部分，讲述长沙在近百年风云巨变里涌现
出的英雄豪杰和经典故事。

在“建党先声”展厅中，一组“建党群英”雕
塑表现了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等共产党人“改
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抱负和“到中流击水，浪遏
飞舟”的革命豪情。张海军指着展柜里一张泛黄的
合影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照片，对研
究青年毛泽东的求学经历具有重要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
立第四师范学校，被编入预科一班。这张照片即学
校教职员与预科学生合影，照片中共有 8排 148人，
毛泽东位于第五排左二。

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与湖南公立
第一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毛泽东被编入预科三班，半年后进入本科第八
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工作历
时 8 年，在这里实现了由民主主义青年学生向马克
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他和志同道合
的进步学生纵论国事，探求真理，主持学友会，主
办工人夜学，成立新民学会，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
命斗争。展柜里的同学录、校志、老照片等文物，
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学习、生活、社会活动的
历史见证，是研究青年毛泽东的珍贵史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长沙的抗日救亡活动
蓬勃发展，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青年学子踊跃
参军的动人场面。在“团结御侮”展厅里，有一块

三色彩绣抗战歌谣白棉布方巾，讲述了一名新婚妻
子送夫上前线的故事。这块长宽约50厘米的白布方
巾上，用红绿紫三色丝线绣有 56 句七言诗：“正月
今日要当军，抽取我夫当壮丁，十指尖尖酌杯酒，
眼泪汪汪送夫君……四月栀子花正开，夫君写信转回
来，只待世界清明日，告假归家会贤妻……”全诗共
有392字，柔肠百转，字字含情，读来令人动容。

讲述长沙故事

“作为一家城市综合性历史博物馆，我们着力打
造突出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展览陈列和公共教育活
动，让公众认识长沙、热爱长沙。”长沙市博物馆馆
长王立华说。

长沙市博物馆通过在展线上嵌入触摸教具、互
动游戏、AR 体验等方式，增强展览的互动性，营
造身临其境的观感。在汉代展厅专设教育角“汉趣
屋”，观众可以体验换装、拓印、投壶游戏等，感受
汉代人的生活。

长沙市博物馆年均开展教育活动 500 场以上，
“湘城讲坛”“湘城之旅导赏”和“湘城访古团”活
动构成面向成年观众的“湘城”系列文化品牌，“穿
越小达人”、博雅夏令营、青少年微讲座、“哇哦，
博物馆！”原创儿童展览等为少年儿童提供寓教于乐
的文化课堂。

近年来，长沙市博物馆与国内外多家文博机构
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反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华
区域文明进程和湖湘文化特色的特展。“玉出山河
——南阳地区出土古玉精品展”“粟特人在大唐——
洛阳博物馆藏唐代文物特展”分别入选 2018 年、
2019年国家文物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100 个推介展览。此外，还推出
一系列以交流为目的的馆藏文物主题巡展和以教育
为目的的流动博物馆小型巡展、主题微展、艺术教
育展等。

“按照‘省会地标、长沙客厅、文化圣殿、百姓
乐园’的建设方针，下一步我们将策划更多原创展
览，创新讲述长沙故事，进一步拓展博物馆发展空
间，探讨和实施总分馆模式，同时利用新技术和相
关平台，让博物馆服务更广泛的观众，让观众享受
更便捷的服务。”王立华说。

中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
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
工作的指导意见》，石窟寺的保护和利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蒙西镇的阿尔寨石窟，是中
国长城以北唯一的一座草原石窟群。传说这里曾有108眼石窟，故
又名“百眼窟”。石窟所在地名“阿尔寨”是蒙古语，意为“平地
凸起的地方”。石窟开凿在一座孤立的圆形红砂岩小山的峭壁上，
占地面积约165万平方米，窟内保存有内容丰富的壁画。

由于不见于史料记载，阿尔寨石窟一直不为人所知，20世纪
80 年代被发现之后，文物工作者进行了多次发掘和维修。2003
年，阿尔寨石窟被增补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
年研究，学界对其断代基本清晰，但对石窟的建造过程和建造者
几乎一无所知，这成为阿尔寨石窟最大的谜团。

阿尔寨石窟现存洞窟65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有43座。崖壁上
还有覆钵塔浮雕 22处、楼阁式佛塔浮雕 1处。洞窟不规则地分布
于岩壁上、中、下三层，均为方形，规模有大、中、小三种。大
洞窟只有一处，位于南壁正中，门外有台阶，可直达山下和左右
其他洞窟。中型洞窟约 30 平方米，高 2.5-3 米，前壁正中为拱形
门，后壁正中为主佛龛，左右侧壁有两排对称佛龛。小型洞窟约
10平方米，高1.5-2米，无佛龛，壁上绘有彩画，剥落比较严重。
目前在 13个洞窟中残留壁画近 300平方米，壁画题材主要是佛像
和佛教故事，也有描绘世俗人物供养、祭祀、舞蹈、礼佛的内
容。在壁画上发现的藏文题记和回鹘蒙文榜题较多，内容多为赞
礼佛的颂诗。

阿尔寨石窟最早建造于什么年代？有学者指出，一些洞窟建
筑有中心柱，这种形制是北魏石窟典型的建筑风格，即使不是北
魏时期开凿的，也是受到北魏石窟的影响，反映了阿尔寨石窟与
中国其他石窟艺术的交融。多数学者认为，阿尔寨石窟最早开凿
于西夏时期，八瓣莲花藻井是西夏最具代表性的石窟装饰元素，
在这里有很多案例。石窟外崖壁浮雕的覆钵塔也为断代提供了依
据。浮雕石塔中，还有一座楼阁式 13 层塔，高 1.6 米，造型与北
宋、西夏时期的相同。然而，让人不解的是，这么多西夏元素的
石窟中，竟然没有一处西夏文字出现。而在阿尔寨石窟以北的阴
山岩画上有不少西夏文，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黑城遗址也有大
量西夏文佛经、文书出土。

从壁画和出土文物来看，阿尔寨石窟的鼎盛时期在元代，但
壁画中并没有元代官方文字八思巴文出现。2003年鄂尔多斯博物
馆组织专业团队对阿尔寨石窟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5幅完整的
元代唐卡。这些唐卡保存至今仍颜色鲜艳，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
物。2005年又对第66号、第67号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
元代铜灯、铜碗、金刚陶范等文物。

部分石窟壁画中绘有元代社会生活和战争、狩猎等场景。第
31号窟西壁所绘网格式六道轮回图，夹杂着蒙古族原始宗教、社
会风俗等元素，还表现了早期蒙古族“刳木为棺”的丧葬习俗。
第31号窟的各民族僧众人等礼佛图，描绘了蒙藏汉各族僧众聚集
聆听萨迦派大师讲授佛法的场景，反映了元代民族和宗教融合的
情况。第28号窟一幅壁画描绘了一个地位尊贵、接受众人跪拜的
大家庭，有学者推测为成吉思汗家族受祭图。画中共有大小人物
上百人，分为4组，受祭的人物有8人，其中一位体形最大、身着
蒙古礼服的男子，被认为是成吉思汗。

根据史料分析，阿尔寨石窟所在地区可能是成吉思汗大军从
漠北南下进攻西夏的行经之地，成吉思汗可能就驻跸在阿尔寨。
蒙古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典籍《元朝秘史》记载：“冬，间于阿
儿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汗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汗
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这段记载是说成吉思汗出
征唐兀 （西夏） 时，途中曾在阿儿不合 （阿尔巴斯山） 狩猎，所
骑赤兔马被野马撞击受惊，成吉思汗坠马受伤，于是就在“搠斡
儿合惕”停下来养伤。有学者考证，“搠斡儿合惕”的意思是“多
眼窟”，可能就是阿尔寨石窟。

明代阿尔寨一带佛教活动再度兴旺，这与俺答汗在蒙古地区
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有直接关系。俺答汗带领的土默特部与明朝
达成朝贡互市协议，明蒙双方实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交往，
土默特部因此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蒙古右翼的首领。俺答汗征服
青海后，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地区。据说格鲁派高僧二世
迪鲁瓦曾在阿尔寨修建寺庙。在石窟上面山顶平坦处，发现了大
型庙宇建筑遗址，有火焚迹象。寺庙大概毁于林丹汗西征鄂尔多
斯的战火中。

阿尔寨石窟是草原上独具特色的宗教艺术殿堂，也是广义的
黄河文化区域内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2019年，阿尔寨石窟
修复保护工程启动，开展了数字化信息采集、壁画修复以及窟门
更换、地面硬化等工作。这次全面维修保护将使阿尔寨石窟更加
稳固、安全，同时也将推进相关学术研究和成果普及运用。

（作者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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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长沙星，地上长
沙城。古人按星象分野的
理论，将长沙星对应的地
方命名为长沙。“星城”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首批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秀美的湘江穿城而过，见
证了这座城市数千年的沧
桑变迁。

在湘江与浏阳河交汇
处、长沙滨江文化园中，
矗立着一座气势磅礴的白
色建筑，这就是长沙市博
物馆。长沙市博物馆成立
于 1986 年，2015 年新馆
正式开放，2020 年 12 月
晋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外墙上雕刻着
长沙地图，马王堆、开福
寺、岳麓山、橘子洲……
一个个充满历史感的地
名，诉说着古往今来无数
动人的故事。

神秘的阿尔寨石窟
康建国

阿尔寨石窟远景 秦旭光摄

阿尔寨石窟壁画 甄自明摄

商代象纹大铜铙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壶

西汉蓝色玻璃环 （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