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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让古代文明带富一方
百姓

从红谷滩出发，沿着赣江一路向北，上昌

九大道，右拐，新添的一条旅游景观大道——

紫金大道，拉开了探访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的

帷幕。紫金大道两侧，金色仿古灯柱上，一路

挂着“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千年侯国传

奇海昏”宣传牌。水稻即将抽穗，莲花正在怒

放。荷田边的山丘上，万千白鹭，或栖息，或

嬉戏，或飞翔。“七彩徐家”“荷荷美美”，刻在

景观石上的诗意村名、宣传语，装点在大路两

旁。17余公里长的紫金大道，一步一景，亦路

亦画。

大道尽头，是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

6 月 23 日 8 时 30 分，一辆小车停在遗址

公园博物馆对面的一幢农家小楼前，车上下

来一位穿黑色 T 恤的男人，他就是江西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海昏侯墓考古队队长

杨军。

杨军看了看表，从红谷滩到这里，用了 45
分钟。

他和队友们租用这栋小楼，已经 11年。

11 年前的一天，他接到电话，群众举报有

人在墎墩山盗墓，单位要他立即前往现场。

他在街上打到了一辆出租车，但的士司机不

知道墎墩山，只好边开车边问路。到了目的

地，结算的士费：270元。

回想 11 年来的艰辛，杨军感慨万千。古

墓四周，杂草丛生，人迹罕至。靠近古墓的村

庄，民房大多破旧，不能满足考古的需要。在

新建区文化部门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栋比

较新的农家三层小楼，没想到一住就是11年。

“这里离南昌很近，但坐一趟公交到这

里，要两个多小时；这里靠着鄱阳湖，但连吃

口水都很困难。”杨军说，晚上开会，要跟供电

部门打好招呼，请他们不要停电。全国的考

古专家来家里，找个店吃饭都很难，只好把村

里平时做红白喜事的厨师请来，到小楼里做

几个菜，几十个专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吃饭。

11 年过去，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拔地

而起，见证了建设者的初心：让文物真正活起

来，让百姓真正富起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

内涵最丰富、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列侯墓，被

评为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被授予田野考古奖、考古资产保护金尊

奖、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奖·重大田野考古

发现奖”，被列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遗址公园做到了与遗址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群众生活水平、城乡基本建设、社会环境

改善四个“相结合”。紫金大道来了，旅游公

交专线来了；农家乐多了，民宿多了，村民们

都回乡就业创业了。文旅商携手，奏响了遗

址保护利用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共同发展的

协奏曲。

归心：一个卡点都不能落下

6月22日5时50分，一位微胖的男子，穿上

印有“海昏侯保安”字样的衣服出门。他是大塘

坪乡观西村老柘下胡家自然村农民裘德华。

6 时，他来到长满杂树杂草的一处卡点。

一棵树干上，钉着一块长方形的红色牌子和

一块圆形白色小牌。白色牌子上写着“巡检

点”3个字。他环顾四周，确定没有动静，拿出

手机自拍打卡，把图片发到了微信“海昏侯保

安外围巡逻群”。图上印有水印：“老柘下胡

水印相机已确保时间不可篡改。”

6 时 4 分，他来到另一个卡点，重复之前

的操作。

老柘下胡家附近山上，共有 12 个卡点，

老裘都必须打卡、上传图片。

比老裘稍晚上山的陶端波，是铁河乡东红

村委会陶家村村民小组长。9时之前，他穿的

是城管队队服，到乡政府所在地巡查——海昏

侯墓考古发掘以来，乡里为维持秩序，组建了

城管队。共产党员陶端波加入了这支队伍。

9 时 20 分，他骑着电动车，拐上了一条小

道，转了几个弯，来到一座山边上。他把车子

停在路边，从后备厢拿出“海昏侯保安”服，替

换身上的城管服，整好衣领，沿小路上山。

山上植被很好，杂草覆盖了路面，需要用

手拨弄，才方便通行。“这一带，我们村里人都

叫‘省园’。”陶端波说，“凸起来的地方，是古

城墙。我们叫它内城，是刘贺生活的地方。”

残垣断墙上，是茂密的竹林，竹林下有一

棵大树。树上也有红白两块牌子。陶端波站

在牌子旁边自拍、上传。照片上显示的时间

是 9时 27分。

继续往前走，不远，一块石碑被树枝遮

掩，隐约可看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紫

金 城 城 址 与 铁 河 古 墓 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务院二O一三年三月五日公布”等字样。

这是陶端波打卡的第二个点。

“每天至少要在这些卡点上巡逻一次，每

个卡点都必须到，一个也不能少。因为这地

下都是宝贝。”他说，巡逻是防止山上用火，防

止机械开荒，防止盗墓行为。

陶端波和他的村民们，都懂得了一个道

理：刘贺墓园、紫金城，能为大家带来收入。

“就拿我来说，除了做城管有份工资，海昏侯

外围巡逻，还有一份工资。”他说。

与裘德华、陶端波不同，10 年来，裘宗仁

每天都与海昏侯“亲密接触”。

他是大塘坪乡观西村委会下裘村小组

人，10年前，他在广东、山东务工。2011年，海

昏侯墓被盗。2012 年，他接到亲友电话，说老

家这边来了考古队。他就想，长年在外，不是

长久之计，不如回老家找机会。他家就在刘

贺墓附近，考古需要强大的安保支撑。他如

愿以偿，被聘为保安。不仅如此，原在外地务

工的妻子也成了保安队员，儿子被海昏侯文

旅公司录用。

像裘宗仁家一样，祖祖辈辈守护海昏侯

的新建区大塘坪、铁河、象山、金桥等 4 个乡

镇的群众，已经有 600 多人在遗址公园就业，

吃起了“海昏侯饭”。

用心：乡村振兴箭在弦上

刘贺生前的紫金城，属铁河乡范围；他的

墓园，却在大塘坪乡。

最早得到实惠的，是墓园所在地大塘坪乡。

6 月 20 日 12 时 30 分，大雨倾盆。距离海

昏侯国遗址公园 2.5 公里的汪山土库景点，几

拨游客还没离去。

“赣湘川土菜馆”紧靠着汪山土库，生意

火爆。店主张建花迎客、为顾客安排包厢、点

菜、与大厨对接、结账，忙得不亦乐乎。

“客人看了海昏侯，再来游汪山土库。”她

说，两年前，50 多岁的她和丈夫，放弃在河南

打金的生意，回到大塘坪乡汪山岗，一边照顾

儿孙，一边开起这家土菜馆。“家边上有汪山

土库，汪山土库边上有海昏侯，不愁没有生

意。”张建花说，“还是回家赚钱踏实。”

旅游带火了农家乐、带旺了水果采摘。

大塘坪乡借海昏侯影响力，拆除了一批老旧

房屋，实施了一批建设项目：投资 800 万元整

治汪山土库周边环境，3个月时间拆除墓园附

近 184 栋 房 屋 ，投 入 8.37 亿 元 建 设 还 建 房 。

乡党委书记廖忠明说，乡干部每天都蹲在还

建房项目上，年底可把钥匙交到群众手上。

与 大 塘 坪 乡 比 ，铁 河 乡 是 另 一 个“ 世

界”。所有房子定格在 10 年前。“铁河乡全境

都是文物保护区，因地下发掘，所以地上不能

动。”铁河乡党政办公室负责人熊贤长说，“10
年了，我们的老百姓没有建一栋房子。因为不

能建房子，几代人同住在一栋老房子的情况很

多。铁河老百姓为海昏侯是作出了贡献的。”

不能建房子，不能搞工业，产业怎么抓？

钱从哪里来？乡党委政府把发展产业的重点

放在水面上。现在，全乡四大家鱼、黄颡鱼、

鲈鱼等养殖面积已增至 16030 亩。“除了四大

家鱼等养殖，全乡还稻虾轮作了 8000 多亩。

铁河实现了有水面的地方都有鱼虾。”乡党委

书记陈其亮说。

6 月 21 日一早，铁河乡常务副乡长罗飞

来到他的养殖联系户——方洲特种淡水养殖

有限公司，跟负责人胡位洋商量乡养殖协会事

宜。“以前我们都是各干各的，今年，乡里把我

们召集起来，抱团发展，以万亩养殖基地的名

义跟外面议价。”胡位洋说，他公司有 2000 多

亩养殖面积，一年买饲料就省下了近30万元。

海昏侯是搬不走的，长期价值是看得见

的。陈其亮说：“我们的愿景是，游客到海昏

侯看博物馆，到铁河吃农家饭，体验农家乐。”

匠心：做文物工作需要坐冷
板凳的精神

两个多月，碎成三爿的青铜镜，终于修复

成功。“90后”小伙袁龙辉、江宇舒了一口气。

2018 年，他俩跟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 究 所 团 队 ，修 复 了 刘 贺 墓 出 土 的 147 件

（套）车马器。有了经验后，他俩在老师的指

导下，着手修复青铜镜。

三爿青铜器碎片上，有很多泥土附着物，

锈蚀特别严重。对碎片病害鉴定，做相关成分

分析，借助化学药剂和物理工具剥离有害锈，

粘接犬牙交错的裂痕,对铭文或图案，既有的

要保护，破损的要修补，磨灭的要恢复……

“文物研究和文物保护，需要坐冷板凳的

精神，而且特别苦。”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

博物馆（南昌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保管部负责

人王小琴说，“修复一件文物，周期特别长，不

是一蹴而就的。比如说修漆器，定型需要时

间，髹漆需要时间，髹涂一层，阴干后再髹涂

第二层，有的漆器要髹涂九到十层，这都需要

时间。化学药剂粘到手上，会渗过手套腐蚀

皮肤，即便戴了双层手套都不管用,每个文物

修复人，全身都过敏，双手会脱皮。”

“做文物研究更要沉得下心，从发现问题

到解析问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对我

们的考验是，怎样做到持之以恒。”“90后”青年

张建文说。他目前正在做一项研究，对海昏侯

墓出土的马蹄金上的铭文，进行课题攻坚。“马

蹄金上‘上、中、下’铭文是什么意思？有十多

种猜测，但很多都经不起推敲。我虽然有初步

的想法，但还不成熟；即便有明确的推断，也需

要不停论证论证再论证。”他说。

王小琴说，博物馆 30 多名干部职工，平

均年龄不到 30 岁，很多研究都是大家合力在

做，个个都干劲十足。从 2020 年至今，他们

已经成功申报了 1 个国家社科课题、2 个江西

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课题、4个江西省汉代文

化研究课题，出版了 3本图书。

6 月 23 日 11 时许，江西海昏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编钟剧场歇场间隙，演员们在后台化妆

间作短暂的休整。吹笛手孙青山在一旁练习

毛笔字；刘贺扮演者张武坐在垫子上，做着双

腿伸展运动；23岁的徐羽萱，则对着镜子补妆。

“我在艺校学的是古筝，到这里上班后，

要我弹瑟，开始不适应，只好每天一个音阶一

个音阶去练习。”徐羽萱声音平缓，带有磁性。

张武指着她说：“她是‘海昏麦霸’，古曲

唱得特别好，还是《钟鸣海昏》报幕员。”

徐羽萱笑了，她说最喜欢的还是历史，从

小有个愿望，长大后到博物馆上班。“现在也

算是圆梦了吧。”身边不断有离职入职的姐

妹，而她自博物馆开馆以来，一直坚守在舞台

上，每周为游客表演 32 场《钟鸣海昏》。有人

问她会不会离职，她说：“我还是更喜欢海昏

侯，毕竟有感情了。”

文旅公司负责人徐卫平说，公司 1000 多

款海昏文旅融合产品，都出自年轻人之手，不

仅有海昏剧场，还有汉代拓片、汉餐、汉代婚

俗等，海昏侯文旅融合走在中部省份各景区

前列。

爱心：希望有一天，人们提到
江西就能想到海昏侯

2020 年 9 月 23 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

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天，几万名参观的人

流中，一对父女的表现有点特别。

父亲高个子，40 岁出头。他指着博物馆

对女儿说：“站在远处看，建筑主体就是龙的

形状；墙体上阴影部分，是一片片龙鳞；博物

馆前后有水，寓意潜龙在渊；水外有田，寓意

见龙在田……”

他牵着女儿的手，走近博物馆入口，三段

台 阶 将 广 场 分 成 四 级 ，共 33 级 。 他 娓 娓 道

来：“海昏侯刘贺经历了王、帝、平民、侯四种

身份；33，是说刘贺 33年的传奇人生……”

父亲看得出，女儿听得很认真。进入博

物馆，他又跟女儿讲解游客最关心的刘贺的

衣食住行。“遇见海昏”互动环节、祼眼 3D 影

视作品，让女儿兴奋不已。

过了一个月，这位父亲接到博物馆电话，

请他参加馆方组织的志愿讲解员面试。

他叫徐斓，是一位火车司机。他有个爱

好：刷博物馆。从北京故宫到各个省市的博

物馆，他都去过。他还带上女儿一起旅游，一

起看博物馆。

2018 年的一天，他来到四川博物馆，跟在

一群游客后面，听一位女讲解员讲解。这拨

游客散去后，徐斓问了讲解员几个问题。讲

解员见他这么有心，便带着他在馆里边走边

讲了 4 个小时。她告诉徐斓，她是一名志愿

者，刚从江西回来，感

觉江西文化底蕴深厚，

遗憾的是，江西博物馆

的志愿者很少。

这次经历，坚定了

徐斓做博 物 馆 志 愿 者

的 决 心 。 很 顺 利 ，他

通过了面试。2020 年

至 今 ，他 一 直 在 遗 址

博 物 馆 当 志 愿 者 ，多

的时候，一天为游客讲

解 5场。

“很多游客听了我

的讲解，都对海昏侯博

物馆赞不绝口。”徐斓说，“现在我女儿也会跟

我一起，做某一部分或某一展厅的讲解。很

多游客看到她都很惊讶，说她这么小，就能把

这里文物的故事、背景讲得这么好。”徐斓说，

从孩子身上，他看到了什么是文化自信。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去其他博物馆，而专

注于在这里做志愿者的原因。”徐斓表示，“人

们一提到北京就想到故宫，一提到西安就想

到兵马俑，我希望有一天一提到江西就想到

海昏侯。”

决心：冲刺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和世界文
化遗产

“东临赣江，北依鄱阳湖，距离南昌市区

45 公 里 ，总 面 积 12.03 平 方 公 里 ，保 护 范 围

6.06 平方公里，一期已建成入口功能区、博物

馆区和刘贺墓园、祠堂岗墓区……”

文字看上去平淡，但对遗址管理局每位

干部职工来说，都必须烂熟于心。冲刺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到了最关键的时候。2017 年

12 月，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成功列入第三批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今年，国家文物

局将组织开展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

工作，为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带来新的机遇。

夜以继日、挑灯夜战，这是工作常态。遗

址管理局干部职工，不负省委省政府、南昌市

委市政府的重托，超常规、超负荷开展工作，

用最短的时间内奉献了一座叹为观止的遗址

公园。遗址公园开放以来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220 余万人次，去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入选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金色

海昏”陈列展入选国家文物局“100 个核心价

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文物保护专家组组

长信立祥非常感触：“只有海昏侯这样的博物

馆，才配得上文化价值如此之高的汉代侯国大

遗址。这是一个大手笔，也是一个精品工程。”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工委副书

记、局长、遗址博物馆馆长彭印石昆表示，博物

馆将利用自身优势，举办海昏汉文化节、以汉

代文物为主题的展览，以及汉代文物考古学

术论坛等，讲好海昏侯故事，传播汉代文化。

创 建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国 家 5A 级 旅

游景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相信，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一个集文

物保护、教育科研、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为一

体的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一个文物保护

“江西样本”标杆地，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验地，一个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地，一个全

民共享乡村振兴示范地，正徐徐展现在世人

面前。

（题照由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提供）

2000多年前，钟磬、瑟、笙、排箫合奏的交响曲，在海昏侯国上空萦绕。今天，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

如璀璨的明珠，闪耀在鄱湖之滨。由各方力量倾力协奏的交响，在这座文化新地标上回荡—

海昏侯交响
█ 江仲俞

11年前，几个盗墓者的身影，惊动了南昌市新建区大

塘坪乡、铁河乡的农民。村民们选择了报警。不久，国家文

物局决定，同意江西省对被盗古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那些年，古墓四周，芳草萋萋，农舍破旧，村贫人困。

6年前，随着内棺的开启和墓主玉质私印的发现，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确认，该墓的主人就是

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那一年，距今2000多年的第一代海昏侯的故事，

传遍了海内外。

一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开展

江西汉代海昏侯国、河南仰韶村、良渚古城、石峁、陶寺、

三星堆、曲阜鲁国故城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海昏

侯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被写进规划和纲要，被国家文物

局列入《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这一年，正值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馆

一周年，距国家文物局同意对海昏侯墓进行抢救性考

古发掘，正好十年。

文物穿透历史，文明直击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

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

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打造汉代海

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提出了“三四三”要求。三个一流，即

一流的考古水平、一流的文物保护水平、一流的展示水平；四

个结合，即坚持遗址公园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相结合、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

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三大目标，即将遗址公园建设成为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

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三四

三’工作要求，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全力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

抓手，以文物保护、项目建设和公园运营为重点，努力

让文物‘活起来’。在南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坚持大投入、大保护、大发展，全身心投入到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创建的生动实践中，海昏侯国遗址公园2017

年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8年5

月开工建设，2020年9月开园开放，短短两年多时间，

一座崭新的江西文化旅游新地标呈现在人民面前。”南

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党工委书记叶明和表示。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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