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传播
功能，5月 15日，湘潭市博物馆开展了

“我是小小考古家”活动。参加活动的
孩子、家长一同来到考古工地，体验了
一把“考古”，了解了考古工作的完整流
程，知晓了考古的意义。

考古工地位于湘潭经开区，是去年
发现的古墓群。上午 9时，15个亲子家
庭沿着蜿蜒的小路进入考古工地古墓
群挖掘现场。博物馆讲解员用生动形
象的语言介绍了这个古墓群的挖掘情
况、出土文物种类、文物的历史背景和
特点、文物保护知识等。“原来考古是一
门很深的学问，与地理学、地质学、气象
学等学科都有关联。”孩子们一边认真
听讲解，一边做笔记。

在模拟考古环节，博物馆工作人员
早已将鼎、铜镜、碗、陶豆等10余件文物
道具预埋在考古工地的山坡、树林中，
一共有 9个点并做好了标记，“考古人
员”需要先找到标记点，然后在标记点
1米范围内挖掘。“考古”开始后，参加
活动的人员分成红、黄、蓝三队，队员
们学习了刮子、洛阳铲、刷子等考古工
具的使用方法和文物挖掘知识后，开

始分组进行“考古挖掘”。“快来，这里
有一个洞，好像有宝贝。”蓝队的杨展
旺小朋友发现“情况”后，兴奋地招呼
同伴一起进行挖掘，孩子们用工具一
点点挖开土块，10 分钟后，沾满黄土
的鼎、碗共 3个“文物”出土了。用毛
刷刷去黄土、绘制文物草图、用皮尺
测量……孩子们严格按照挖掘文物
的步骤操作着。“鼎高 15厘米，直径约
20 厘米，缺少一只脚，碗有一个 1 厘
米的缺口。”出土“文物”的基本情况
被详细记录在本子上。挖掘工作完成
后，出土的 3个“文物”被分别装入专用
塑料袋并交到博物馆工作人员手中。

“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名专业的考古人员
了，活动让我对湘潭历史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来自风车坪小学 11岁的李正同
学完成“考古”后仍意犹未尽。

模拟考古活动结束后，一些陪孩子
来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活动让孩子们
在娱乐中学习，对考古有了初步了解。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逻辑思考能力、空
间想象能力得到了锻炼，还促进了家长
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利于促进孩
子们身心健康成长。

美好之物，存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中，而民间博物馆是一个引人探寻和思
索的地方，湘潭民间历史在这里得到更
好的呈现与讲述。让我们走进这些民间
博物馆，唤醒过去的记忆，在思索中回味
历史。

穿越光影
——升平轩纸影博物馆

“以前用的是桐油灯，烟特别大，一
场戏下来老手艺人的鼻孔都是乌黑的，
何况影偶呢？”纸影传承人吴渊打趣道。
影子戏，又称纸影戏、灯影戏、土影戏，距
今有2000多年历史，我市的皮影戏（湖南
皮影戏）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位于雨湖区鹤岭镇的升平轩纸影博
物馆，由吴升平和孙子吴渊共同开设。
这里可以看到岳飞、关羽、貂蝉等影偶角
色，还有来自土耳其等国家的纸影，别有
一番异域风情。影偶可以拆解为躯干、
脸谱、帽子三部分，光是二楼的影偶陈列
厅里就有子牙巾、条纱、凤冠好几十种造
型各异的帽子。在一楼的纸影制作室，
吴升平正在制作台上精雕细琢。只见他
右手拿刀，左手套住牛皮布叠放在右手
手背，瞄准后用力下压，这一步骤被称为
镂空造型，仅是制作工艺中一小步。完
整的影偶必须要经历制浆、制壳、下料、
绘图等十几道工序，耗时一个星期之久。

爷孙俩来到昏黄的灯箱前操弄影
偶，影偶似是有了灵魂一般，既有弓步屈
膝的飘逸动作，也有吹胡子瞪眼的神色
表情。昏黄的灯光映射着影偶，跃动的
光影诉说着纸影历史。

回望历史
——湘砚博物馆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在雨湖
公园内遇见了湘砚博物馆。

来到这，必然要对砚台的身世考究
一番。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选取一块石
头，凿出一个圆坑，就可以研磨石墨细
碎，这便是最早的砚台。随着时代更迭，

逐渐演变出三足砚、龟形砚、平板砚等主
流砚台样式。

湘砚博物馆内藏有现代砚及现代名
家砚雕作品1000多件、各式湘砚精选砚
料 100多吨。日常展览的湘砚有 100多
枚，且不定期更换。二楼设有湘砚探源
厅和中国湘砚厅，以展示现代湘砚为主，
常见的湘砚如祁阳石砚、金山石砚、湘乡
溪石砚等，还包含随形砚、奇石、化石等
品类，涵盖了俏色巧雕、浅浮雕、浅雕等
传统湘砚雕刻技法。摆在中国湘砚展厅
正中位置的石砚为镇馆之宝——“连年
有余”湘乡溪石砚。紫绿相依的溪石石
品，混为一体。取绿石为荷，取紫石为
池，随形雕刻，俏色巧雕，两条绿色游鱼，
悠然穿行于自然水草之中。

展望未来
——湘鸿邮电博物馆

拿起话筒，顺时针拨动转盘到底，
“喂，在吗？”年轻一代的我们只在电视剧
里看过这样的桥段。在白石古玩街，有
一家湘鸿邮电博物馆，收藏了各种年代
的通信工具，时代发展在这里定格。

馆主罗伟庆祖上三代都是老邮电
人，从小就酷爱收藏邮电通信的小玩意
儿。在他的小博物馆里，有最原始的听
筒式电话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手摇
式电话机、拨号盘电话机和按键式电话
机，还有后来的寻呼机、大哥大、公用电
话机、智能手机……

馆内展品除了通信工具，还有油绿
色的斜挎包、邮电史的各类文字资料等，
它们的背后封存了无数个邮缘故事。一
张泛黄的电影海报格外引人注目。影片
《邮缘》中，青年工人丁大森在邮递员周
芹的影响下，逐渐变成集邮爱好者。剧
中丁大森帮助自己的姐姐慧娟与工人高
强正确使用邮票，保持通信往来，成就了
一段美好的姻缘。影片最后，周芹与丁
大森依偎在一起，走在华灯初上的街
头。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纵使佳人
山海相隔，一封封书信也跨过河流，越过
高山，传递着思念与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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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博物馆，你想到

的是展厅里充满远古气息

的奇珍异宝？还是一座城

市绵长厚重的历史人文？

或是一种永远都超乎你想

象的神秘？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

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

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

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

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

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

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每

年的 5 月 18 日是“世界博

物馆日”，这一天，世界各

地博物馆都将举办各种宣

传、纪念活动，让更多的人

了解博物馆，今年的主题

是“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

重塑”。

奇幻的博物馆有哪些

关于恢复与重塑的故事？

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

文 物 、古 物 离 我 们 遥 远

吗？在第 45 个“世界博物

馆日”前夕，让我们一起探

寻这些答案。

穿越时空 重塑光阴
本报记者 谷桔

夜空总是与群星皓月作伴，水蒸腾后化作冰霜雨雪，参天大树用年轮记事，世间的每

一个存在，都有它独特的记忆。历史也有记忆，它留下一件件文物古迹，任时间怎么流

逝，若干年后依旧可以还原当时的故事。

想知道昨日湘潭，当然可以来湘潭市博物馆，这里有“湘潭故事”“名人世家”“乡土情

怀”等主题展厅，也不断发生着关于文

物保护、考古发现的“恢复与重塑”的

故事。

今年 3月，习近平总书
记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
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
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
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
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
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
动教材。他强调加强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湘潭是红色热土，一处
处写满红色记忆的旧址，无
声地讲述着革命故事，诠释
着家国情怀。青年时期的
毛泽东常在湘潭城区一带
活动，雨湖区十八总的宽裕
粮行，是毛泽东当学徒学做
粮食生意的地方。但毛泽
东后来离开了这里，去了东
山学校和湖南第一师范就
读，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位于雨湖区城正街 174号、
176号的毛福昌号，毛泽东
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每
个寒暑假往返于韶山与长
沙，必定在此处住宿几天，
其通信地址也是这里。在
此住宿期间，毛泽东还经常
到不远处的三义井取水、沐
浴。而位于观湘门直街 60
号的南楼，原为南宋以来湘
潭县衙门所在地，华国锋担
任湘潭县委书记时长期在
此居住和办公，胡耀邦和彭
德怀来潭时也曾在此居住
和开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县级政权运作的历史见证，
更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老
一辈国家领导人革命生涯

的见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承载着革命故事的旧址变
得破败，有效的保护措施十
分必要。我市已将宽裕粮
行、毛福昌号、三义井列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又
将这三处旧址及昭山古蹬
道作为“毛泽东青年时代湘
潭活动旧址”项目，申报第
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针对这几处革命旧址
的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
纷纷出炉，将有利于进一步
推动有关保护工作。

是否，你也曾躺在摇
椅上幻想过自己是一名考
古专家？带上铁锹和手电
筒出发，破解墓葬中的各
种机关埋伏，可这些凶险，
都远远敌不过考古发现带
来的惊喜。

其实，考古发现离我
们并不遥远，说不定什么
时候就与你不期而遇。

2020年 10月，湘潭经
开区桃李村黄泥组的一位
群众，发现了疑似年代十
分久远的墓砖，他立即向
湘潭市博物馆反映。接到
群众提供的线索并经过基
本确认后，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派出湘中考古工
作站（2020年 9月在湘潭
市博物馆揭牌成立）来到
黄泥组进行挖掘。

凸字形砖室墓，条形
素面青砖，侧面有莲瓣纹
装饰的墓砖，青瓷盘口壶，
青瓷高足盘，青瓷盏……
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推
进，5座砖室墓在历经朝代
更迭之后走进大众视野，
一件件极具考古价值的物
件，即将帮助我们揭开一
个神秘世界的面纱。虽然

有关工作还未完结，但专
家从各墓之间的关系分析
推断，该墓群应为一家族
墓群，年代亦当接近，约为
南朝晚期至隋的时间段
内。

考古调查的目的是发
现、确认古代文化遗存，为
后续的考古勘探、考古发
掘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科
学依据。“恢复与重塑”是
博物馆的未来，要让更多
的旧时光完整地重现，仅
仅依靠博物馆的力量显然
还是不够的。黄泥组墓群
发掘期间，正值中秋、国庆
节假日期间，市文旅广体
局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部署工作；湘中考
古工作站来了，对墓群年
代进行分析，开展抢救性
发掘；湘潭市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来了，对
发掘现场进行保护；湘潭
经开区组织人员紧急轮流
值守，安装监控设施确保
墓群安全。多方合力，才
在最短时间内确保了重要
工作的完成。

湘潭市博物馆、湘
潭市文物工作队成立，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
此湘潭有了真正属于
自己的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协会决定同
意湘潭市博物馆为第三批国
家二级博物馆，对推进湘潭
市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有着重要意义。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中
考古工作站在湘潭市博物馆正式
挂牌成立，湘潭摆脱了“缺乏考古
发掘权”的束缚，开启了以文化遗
产和文物保护利用为推手，促进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推进文化和
旅游融合的新时代考古模式，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湘潭市博物馆加挂
了湘潭市文物保护利用
中心牌子，标志着该馆不
可移动文物点的相关工

作有了新开端。

湘潭市博物馆先后
获评“湖南省青少年教
育基地”“双红基地”（红

色教育基地和红十字精

神传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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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革命文物保护

湘潭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
开放，共有“湘潭故事”基本陈列及“名
人世家”“乡土情怀”“馆藏赏珍”“西泠
二李艺术馆”四个专题陈列。截至
2020 年 12 月，馆藏文物 10201 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302件（一级文物

8 件、二级文物 16 件、三级文物 278

件），集合了湘潭历史文化与民俗民
风，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促进了城

市文化品位的提升。

2
旧时光阴重现

3
历史记忆见证

小小考古家现场“考古”
本报记者 陈旭东

孩子们在考古工地挖掘“文物”。（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探访民间博物馆
本报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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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湘潭古文化遗存丰富，年代
跨度从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
自 20世纪 80年代湘潭市博物馆
成立后，我市辖区范围内完成了
大量考古调查及基本建设考古发
掘项目。从旧石器时代形制质朴
的砍砸器到新石器时代精细加工
的石斧、石刀，从商周造型别致的
青铜器到汉唐之际的陶瓷制品，
从宋元时期权衡器及具有精美工
艺的各式器具到明清城市建筑排
水构件，湘潭多姿多彩的历史就
在这一次次的发现中得以印证。

20世纪 60年代，湘潭县杨嘉
桥镇金棋村发现老虎坑遗址，曾
在地表采集有新石器时代的夹砂
红陶、夹炭黑陶、夹砂灰陶、泥质
红陶、泥质白陶和彩陶片，陶片上
饰有弦纹、刻划纹、篦点纹等，器
型有罐、鼎、碗、盘等，2020年再次
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老虎坑
遗址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
和完善，也为探讨该地区与周边
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新的材料。另外，在发掘过程
中系统地采集测年样品和植物考
古样品，也为湘江流域新石器时
代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标尺的建
立及生业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0世纪80
年代，出土于当时湘潭县九华乡
桂花村船形山的豕尊，其独特的
形制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则让人
感受到商周时期辉煌灿烂的青铜
器文化。

在未知的世界里，还藏着多
少光阴的故事，我们并不知道。
能够确定的是，如果你怀有许多
穿越时空的梦想，不妨到博物馆
里来探秘，不需要带上铁锹或者
旧手电筒等。那是什么声音？真
是难以置信，那些史前生物和只
有故事书里才活蹦乱跳的人物，
在博物馆里都活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