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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出一个西汉王朝来” 马永嬴：与汉文帝“交朋友”
   一个学法律出身的考
古队长，如何带着队伍，
推翻了 700 年来史学界
的普遍认知？这是一个
现代人“跨越”千年，
与汉文帝“交朋友”的
故事。
 　“被分配到研究院前，
我都不知道考古是干什
么的。”30 年前，马永
嬴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保卫科的行政人员，如
今，他已是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
古队队长、民进会员。
30 年间，他把根扎在了
故土西安，用一把手铲
和一支笔，守护心中历
史锦绣。
　　寻找霸陵的十年，
也是马永嬴与汉文帝“交
朋友”的十年，他从中
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汉
文帝。
　　“按现在的话说，
汉文帝是个很有个性的
人，他的陵墓和其他人
的都不一样，开创了一
种全新的帝陵规制。”
马永嬴介绍，在西汉，

封土是皇权的象征，而
西汉 11 座帝陵中，唯有
他的霸陵，不起“封土”，
“这与汉文帝崇尚节俭
有关，他不修封土，但
以更特别的方式，凸显
皇权”。
　　“比如，我们在霸
陵中发现了双重陵园，
这是汉代历史上首次出
现的陵园布局。”马永
嬴发现，汉文帝在其大
陵园之内自己的陵墓周
围，平砌了一圈鹅卵石，
形成了帝陵单独的陵园，
“这种‘石围界’正是
为了突出他在霸陵陵区
的核心地位”。
　　“霸陵为何如此特
别？”为了揭开霸陵谜
团，马永嬴翻看与汉文
帝相关史料，连“野史”
也不放过，“将历史碎
片拼合在一起，会发现
全新的汉文帝。”
　　作为开创中国史上
首个盛世的皇帝，汉文
帝励精图治，废除秦朝
严刑峻法，兴修水利、
鼓励农耕、倡导节约且

以身作则。
　　然而，在马永嬴看
来，汉文帝偶尔也“感
情用事”。西汉 11 位皇
帝中，有 9 位的帝陵都
在咸阳原。马永嬴认为，
影响汉文帝“违反祖制”，
建帝陵于白鹿原的原因，
除了设置霸陵邑屏卫京
城，还有两个重要的个
人情感因素，一是因吕
后合葬汉高祖长陵，文
帝的母亲薄太后无法再
以皇后礼制入葬长陵；
二是汉文帝对于封地代
地的“眷恋之情”。
  　不仅如此，霸陵也
是汉文帝重视孝道的铁
证。霸陵的外藏坑堪称
简陋，而其母薄太后南
陵的外藏坑中则出土了
大量金银器、木车和生
活器具，甚至，考古人
员还发现了 380 座动物
殉葬坑，“他自己提倡
节俭要求薄葬，但给母
亲的陪葬却不吝啬，因
为这是古代体现孝道的
一种方式。”马永嬴介绍。
    变成“外向”的考

古人。
　　历时 10 余年，马永
嬴终于找到了弥补西汉
历史的“最后一块拼图”。
而回顾马永嬴的考古之
路，看不出一点诗意。
　　“做律师多挣钱，
搞考古纯粹是坐冷板
凳，还是回归老本行
吧！”1987 年，学法律
的马永嬴进入考古研究
所做行政工作，保卫科
的同事得知他要转行做
考古，曾这样劝他。
　　听到这样的话，他
总是淡然一笑，“人一
旦向自己的兴趣与理想
靠近时，就有种不达目
的不罢休的冲动”。
　　1992 年夏天，从陕
西省文物局与西北大学
合办的文博专业干部专
修科毕业后，马永嬴跟
着前辈呼林贵，走进了
唐代墓葬发掘现场。这
也是他第一次走进考古
现场。
　　时值盛夏，最热的
时候，他不得不悄悄躲
到墓室底下乘凉。

　　“在我眼中，墓室
发掘的所有物品都是活
的，尘土背后蕴藏着历
史的真相，有牵动人心
的魔力。”马永嬴感受
到了考古的魅力。1995
年汉景帝阳陵考古队成
立，队长焦南峰将马永
嬴招致麾下，从此他与
西汉帝陵结下不解之缘，
一干就是近 30 年。
　　霸陵位置确认以来，
接待媒体，向公众介绍
霸陵考古工作情况，也
成了马永嬴工作的一部
分。

　　“考古是一门传播
的学问，一位合格的考
古人不仅要做好研究，
及时与公众分享最新发
现，也是责任。”近年
来，这位自称“内向”
的考古学家，不断“出
圈”。他加入民进，为
促进考古事业发展发声；
参与央视百家讲坛录制，
去各地讲座，让更多人
体会到考古的魅力所
在……他笑称，考古让
他成为了一个外向的人。
   (《中国新闻》报作
者 罗鲁峤 报道 )

来自中国、伊朗和沙特的三大文物展同时亮相故宫

　 中新社北京 ( 记者 
应妮 )
   “历史之遇——中国
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展”
和“璀璨波斯——伊朗
文物精华展”联合开幕
式 11 日在故宫博物院午
门展厅举行。加上此前
开展的“埃尔奥拉：阿
拉伯半岛的奇迹绿洲”，
来自伊朗、沙特和中国
的三大文物展览在午门
同时展出。
　　自 2019 年开始，故
宫博物院陆续与伊朗国
家博物馆，伊朗文化遗
产、旅游和手工艺部，
沙特阿拉伯埃尔奥拉皇
家委员会等机构开展交
流合作，共同参与策划
以了解、交流、互鉴、
发展为主题的文物展览，
推出“历史之遇——中
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
展”“璀璨波斯——伊
朗文物精华展”“埃尔
奥拉——阿拉伯半岛的
奇迹绿洲展”3 个内容
各异又相互关联的展览，
于岁末年初在故宫博物
院午门展厅先后开幕，
以精美的文物串联起丝
绸之路上的重要文明，
呈现不同文化悠久璀璨
的历史，更展现人类文
明交流的源远流长，以
及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过程中互学互鉴共同
发展的华章。
    位于午门展厅的“历
史之遇——中国与西亚

古代文明交流展”分“东
西辉映”和“大路相连”
两个单元，着力讲述中
国与西亚古代文明共建
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带
动了亚欧大陆文明的共
同繁荣。展品以故宫博
物院典藏为基础，汇集
10 家国内外考古文博机
构的代表性藏品及图片，
总 数 达 266 件 ( 组 )。
展品年代从新石器时代
至明清，涵盖青铜、金银、
玉石、玻璃、陶瓷、织物、
家具、雕塑等门类。其中，
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出
土仰韶文化牙雕家蚕、
广东南越王墓出土西汉
银盒、陕西法门寺地宫
出土唐代刻花蓝色玻璃
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
那墓地出土唐代骑士纹
锦、故宫博物院藏商代
青铜龙首刀、清乾隆剔
红漆盆玉石葡萄盆景、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青花
海水白龙纹天球瓶等众
多精美文物值得关注。
   位于午门东雁翅楼展
厅的“璀璨波斯——伊
朗文物精华展”分“包
容之美”“东西相通”
两个单元，荟萃了伊朗
多家博物馆收藏的 216
件文物。从宫殿建筑到
居室家具，从殿堂珍品
到日常用器，从绘画艺
术到文字书写，通过建
筑、雕塑、陶瓷、玻璃、
金属、书法、绘画等各
类文物，展现古代伊朗

艺术的不朽魅力，展示
了古代波斯文明在交流
互鉴之中留下的辉煌壮
美的物质文化遗产。
   位于午门西雁翅楼展
厅的“埃尔奥拉：阿拉
伯半岛的奇迹绿洲”此
前已开幕。现场展示了
诸多雕塑、陶器、岩画、
铭文、青铜器、古生物
骸骨等考古文物，230 余
件展品中包括 50 件此前
从未对外展示的全新出
土文物，展现了位于沙
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西
北 1100 公里处的埃尔奥
拉壮丽的沙漠河谷绿洲
景观和繁荣悠久的历史
文化。
　　作为总策展人，故
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
尧表示，三大展旨在探
寻交流互鉴的文明发展
之路。对丝绸之路的考
古与研究证实，东西方
交流的通畅与否、交通
主线路的经过与改线，
都可以直接造成沿线古
代国家的兴衰。长期、
广泛的交流推动了世界
各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
发展、进步，推动了世
界文明的发展。
　　据悉，“历史之遇”
和“璀璨波斯”将于 1
月 12 日正式对公众开
放，并持续展出至 4 月
11 日。“埃尔奥拉”将
展至 3月 22 日。

霸陵动物殉葬坑出土貘。受访者供图

豫剧入驻上海豫园 为“出海”再添新舞台

   中新社郑州 ( 记者 
李贵刚 )
   从中原地区到东亚、
欧洲，从美国百老汇到
好莱坞杜比大剧院，再
到拥抱互联网……多年
来，以著名豫剧表演艺
术家、中国剧协副主席
李树建为代表的中国豫
剧人，通过多渠道、多
途径不断开拓豫剧国际
市场。
   1 月 5 日下午，一场
名为“《豫园·豫剧·遇
知音》豫剧人李树建入
驻上海豫园”启动仪式
在河南郑州举行。仪式
上，来自孟加拉国、马
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
厄瓜多尔的李派洋弟子
表演了《花木兰》等经
典豫剧选段。
　 上海豫园始建于明
代，距今已有 460 余年
历史，有三穗堂、点春堂、
会景楼、古戏台等 40 余
处景观。谈及此次豫剧
受邀进驻上海豫园，李
树建说，“目的是借助
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独特
优势，为豫剧开拓国际
市场，助力中原文化‘出
海’”。
    被西方观众赞为“东
方咏叹调”的豫剧，是
中国第一大地方戏剧种。
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
台、收洋弟子……在入
驻上海豫园之前，为将
豫剧推向国际舞台，以
李树建等为代表的豫剧

人进行了多方尝试。
　　李树建曾带领《程
婴救孤》剧组登上美国
百老汇舞台、好莱坞杜
比大剧院，创造了中国
戏剧首支荣登百老汇和
好莱坞的“双料”剧目。
　　“豫剧要想提升国
际知名度，必须要想尽
一切办法‘出海’。”
李树建说，把“中国故事”
唱到国际舞台，让国际
友人真正喜欢上中国戏
曲是他不懈的追求。
　　众所周知，上海是
许多戏曲名家的成名之
地，当年京剧大师梅兰
芳就是在上海一炮打响，
进而开展全球巡演，将
中国戏曲艺术带到世界。
　　豫园是上海热门景
点，近年来，其花展、
灯会、“空中戏阁，海
上梨园”等文化活动享
誉海内外。此番豫剧入
驻上海豫园，为豫剧“出
海”再添新舞台。
　　据主办方介绍，此
次豫剧在上海豫园驻场
演出内容共有五大板块：

一是以《花木兰》《穆
桂英挂帅》《程婴救孤》
等为代表的豫剧经典剧
目；二是以水袖、变脸
等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绝
活；三是少林功夫、太
极拳等为代表的河南优
秀传统文化；四是展示
河南与上海地域文化的
原创剧目；五是由多家
剧团打造的沉浸式驻场
演出。
　　上海豫园湖心亭总
经理兼“海上梨园”主
理人王毅文介绍，豫剧
入驻之后，填补了上海
豫园缺少豫剧艺术这一
文化空白，同时为豫剧
培养更多的国内和国际
观众，让豫剧在与不同
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得到
淬炼和提升，真正实现
“豫剧入海，文化出海”。
　　李树建说，此次演
出虽是在上海豫园的“海
上梨园”小剧场，却是
豫剧的大舞台，希望让
更多戏剧新秀通过这方
舞台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

“《豫园·豫剧·遇知音》豫剧人李树建入驻上海豫园”
启动仪式在河南郑州举行。　(主办方供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