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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洛阳博物馆

为追寻人类文明的足迹，不知从何时
起，我开始遍访各地的博物馆。古往今来，
国内海外，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
断、薪火相传的文明。我最为骄傲的是，这
一完整的中华文明脉络在一个博物馆内便
明晰可见，这就是我家乡的洛阳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成立于1958年。随着洛
阳城市的快速发展，2009 年洛阳博物馆
新馆建成，数千年的文物珍宝有了新家。
在古朴典雅大气庄重的新馆里，国内外游
人可以穿越历史，与古人对话，领略中华
古文明的风采。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洛阳博物馆陈列展出的河洛地区出
土的丰富文物为此提供了佐证。

骨针、石器、彩陶、玉器、青铜器、铜
镜……我深深地迷醉在先人所创造的世
界里。

在洛阳文物珍宝一馆，当我第一次见到
向往已久、蜚声国内外的“中华第一龙”——
出土于偃师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形器，感到了
深深的震撼。它晶莹剔透，纯粹、深沉的绿
色中映射出厚重，它以龙的身躯、龙的神韵，
彰显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

再现唐代尚马之风的三彩黑釉马，
1981年出土于洛阳城南龙门东山北麓的唐
安菩夫妇墓。三彩马造型雄健有力，色泽质
感及姿势神态均体现了力与美的和谐统一。

透过出土文物储存的历史信
息，人们可以领略洛阳城数千年
的风云变幻。这里有皇家建筑的
辉煌壮丽、帝王将相叱咤风云，有
商贾云集的繁华昌盛、华丽坊间
的丝竹歌舞，也有守疆卫土的壮怀
激烈、远飘西域的悠长驼铃……数
千年的岁月流逝，所有的喧嚣与热闹
都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而今以这样
的方式真实还原。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出现在宝
鸡青铜器展上的国宝何尊，底部铸有12行
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
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
遗志，营建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
天的洛阳这一重要史实……

徜徉于洛阳博物馆，我看到了炎黄
子栉风沐雨，从荒野走向文明的足印，听
到了从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洛阳到西方
罗马帝国漫漫长道上的声声驼铃，感受
到了厚重灿烂的中华文明对世界
文明的巨大贡献，憧憬着
新时代“一带一路”
的战略 构 想 与
创 举 给 世
界 人 民 带
来 的 福
祉 ……

小巷不宽，只容一车通行，南北向，长
长的，水泥路面。此时，清晨的阳光软软
地铺陈在小巷的西半面，一老者把自己放
进辉光处，眯缝着眼，从一侧的收音机里
飘出高亢的豫剧唱腔，把静谧的小巷搅起
一团生动。行人走过，突然就发现小巷的
中段有一面灰色的勾缝墙，其间镶嵌着一
个门楼，上面是雕刻精细的云状花纹，大
门带钉，两侧的门柱上挂着两块牌子……
哦，这就是“《新洛阳报》旧址纪念馆暨洛
阳新闻博物馆”。

这是一处小院，东西向。南北厢房，
分别作为展室。小院的东面壁上，红旗、
镰刀和锤头的图案醒目，彰显了鲜明的党
性主题。

对于《洛阳日报》的发展沿革，我有所
了解。它诞生于解放洛阳的硝烟中，从
1948 年 4 月 9 日至今，伴随着历史的进
程，经历了“三起三落”的不寻常的历史。
这个小院原为《新洛阳报》办报旧址和陈
谢兵团的新闻培训班旧址，在这里集结起
了一支蓬勃向上的年轻的新闻队伍，从这
里走出了一个善战的时代新闻群体，如今
这里作为介绍《新洛阳报》创刊出版历程
和洛阳日报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新篇章的
平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缓缓移步，凝视着玻璃橱柜里展出
的发黄的书籍报纸，它们不言，呈现了岁
月的沉睡之美。也是它们，排列连接起了
一个个的历史瞬间。

一部老旧的机器，伫立不语。洛阳刚
刚解放，印刷设备不全，铅字遗失，然而就

是在
这 样
艰 苦
的条件
下，找回
印刷工人，
用木字替代
铅字，仅仅三四
天就出版了第一份
报纸。在第一期报纸
上，《歼敌三万直逼济南》《我
野战兵团再克洛阳偃师》，初创时的粗
粝，却爆发出生动的时代风范。简明的
新闻、质朴的通讯、醒目的标题、近乎于
呐喊的时代之音，为洛阳人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世界。

在这部机器后面的墙上，是一幅当
时新闻人的合影，一张张质朴的笑脸，生
动而又热烈。一支队伍的淬炼，也是精
神上的淬炼。他们集结于血与火的年
代，伴随着的也必然有牺牲。年仅27岁
的记者许金台的牺牲就是代表。他在

《新洛阳报》创刊的第三天就加入这支新
的新闻队伍，在近一年后，在对敌斗争的
一线，牺牲在暴乱者的长矛下。还有时
任总编的王化三烈士……一代代的洛报
人，不忘来路践初心，一个个的闪光瞬
间，共同筑起了洛报人的“魂”！

“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最
后我久久凝视展室的楹联“栉风沐雨铭
来路，承源固本践初心”，这也是代代传
承的洛报人的精神啊！

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智慧。
老祖宗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是我
参观了烟云涧青铜器博物馆后，最
真实的体验。

烟云涧，一个古老厚重的村
落，为青铜器而生，为青铜器而
长，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嗅到
沉甸甸的青铜的味道。那是厚重
的历史，那是闪光的智慧，每一个
锈斑都熠熠生辉。

烟云涧的青铜器制造可以说
是伴着青铜的出现应运而生的。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发扬，这门技
术已经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而
眼前的这个博物馆，正是这门艺术
的集中体现。

正对着展厅大门的是一方“中
国尊”。喇叭圆口寓意纳福自天，
正方形底座寓意厚德在地。四道
飞棱自底柱而出护住圆口，饰以凤
鸟飞舞，檐口有游龙呼应，栩栩如
生又不失庄重。这便是中国最朴
素的“天圆地方”“厚德载物”的集
中体现。这方尊不是仿制品，而是
创造的。它的设计灵感来自西周
时期的青铜器——何尊。这就是
中国人，能让几千的历史在这里交
汇，用的还是古老的技艺，却注入
了崭新的智慧。

“盘古开天，繁衍五洋。宅此
中国，华夏名扬。自强不息，历经
沧桑。礼乐传世，德厚安邦。喜看
今朝，雄居东方。一带一路，伟业
开创。福自天来，世界共享。作尊
以志，永载典章。”这铭文铿锵有
力，有继承，更有发扬。这满满的
自信，来自历史的厚重，也来自智
慧的荣光。如今，这里的青铜器已
远销世界各地，还有一些被作为国
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这种荣
誉，无疑是对烟云涧青铜制作工艺
的最高奖赏。

气势浩大的车马驾，沉稳敦厚
的编钟，俊俏伶俐的“马踏飞燕”，寒
光逼人的“越王剑”……刹那间，尘
烟起，我像是一介身着长衫的书生，
听战马嘶鸣，那过往就在眼前，久久
不能自已。每个细胞里都充满着力
量，那是古铜带来的给养，充斥着长
久没有震颤过的灵魂。这该是怎样
高超的技艺才能把历史刻画得栩栩
如生、历历在目；这该是怎样的智
慧，才能穿越千年，让我们与古人相
会！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东方人
的闪着光的智慧。

智慧之光
在闪耀

□卧龙

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在洛阳周王城
天子驾六博物馆做过小讲解员。

那时，女儿梳着两个小辫，挂着“天
子驾六博物馆小讲解员”的胸牌，自信却
又略带腼腆地站在车马陪葬坑前向游客
讲解：“周王城天子驾六车马坑，长 42.6
米，宽 7.4 米，坑内殉马 70 匹、车 26 辆。
大家看这边，对称摆放着 6 匹马的骨骸，
这‘驾六马’的‘天子之乘’以直观清晰的
形式，向世人印证了古文献中‘天子驾六
’的记述……”我站在游客中间，听着女
儿稚嫩的语言，眼前仿佛出现了车粼粼、
马萧萧的场面，感受到了洛阳的厚重和
沧桑。

现场有一名外国游客问了女儿一个
问题，女儿打着手势半英语半汉语地与
他对话。随着一阵赞叹声，讲解结束
了，女儿开心地扑向我。在女儿成功的
喜悦中，我突然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向广
大游客讲解洛阳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
化，是一件多么光荣和神圣的事，于是我
报名加入了博物馆志愿者队伍，一路过
关斩将，非常荣幸地成为洛阳博物馆的
一名义务讲解员。

第一次拿到讲解词，我又激动又惊
喜，但更多的是忐忑不安。为了能顺
利地做好讲解工作，我整天泡在博物
馆里，对着展品背诵讲解词，再默念着
讲解词观察展品，反反复复，直到把每
一句话所包含的内容理解透彻，把每
一 个 展 品 所 蕴 含 的 历 史 知 识 诠 释 清
楚。将讲解词琢磨透了，我开始练习
自己的表情和与游客对话的能力。我
对着镜子练表情，把老公当游客练对
话，有事没事地拉着同事讲解，不断提
高自己的水平。

我觉得，在博物馆做讲解员，就是要
用自己的语言让文物“活”起来，让游客
了解并爱上洛阳。为了能够使自己的讲
解有特色，我不断地阅读历史书籍和典
故，经常到各个博物馆参观，了解每个馆
藏展品的特点，学习不同的讲解方式方
法，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民俗博物馆、
匾额博物馆、定鼎门遗址博物馆等市内
各具特色的 68 个博物馆几乎跑遍了。
对一些难以记忆的数字和年代，我采取
结合历史事件谐音记忆的方法。我用自
己的方式与游客沟通，用自己的语言讲
解洛阳，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渐渐地我
的讲解有了特色。

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女儿看我每天
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对我说：“妈妈，等
考完试，我还要去博物馆继续做义务讲
解员，我也要在那里讲解洛阳。”

我在这里
讲洛阳

□柳川河

洛阳民俗博物馆、洛阳匾额博物馆和
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坐落于瀍河河道与
中州渠交汇处。博物馆墙外流水潺潺，四
面绿树环绕，环境优美静谧。由于离得
近，民俗博物馆与匾额博物馆我曾经去过
无数次；契约文书博物馆去年年底一开
放，我便捷足先登，入馆寻文觅史。

契约文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资
料。在这一国内首座国有契约文书类纸
质文物专题博物馆内，陈列有自明朝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数千件契约文书，
包括家谱、风水占卜、官府文书、诉讼文
书、房田契约、科举试卷、合同、聘书、继
嗣、医嘱、人契等。

眼光抚摸褪色发黄与略有皱褶残缺
的旧文书，虽然历经岁月尘封揉搓，但每
片故纸上的字迹隽秀清晰，笔力依然遒
劲，所载内容真实复原了当时我国农村民
间生活全貌，为后人了解封建社会后期的
社会实态，提供了原始文字依据。

在婚约文书展区，有一落款为同治年
间的婚约，大意是立约人儿子死后，儿媳、
孙子生活无着，特立契约同意儿媳带着孙
子改嫁于张某。所立婚约主婚人、媒人、

执笔人、证婚人等要件俱全。按常规，在
封建社会里，妇女“从一而终”，丈夫死后
是不能改嫁的，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束缚。
但从婚约文书中看出，到了封建社会后
期，这一约束似乎悄然松动。

在博物馆里，房田契约占了较大比
例。从明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房田买卖、典当、租佃、交换中订立的契约
文书和土地证、房产证在展区均能看到。
房田契约分官契和私契，官契是由官方审
核颁发的，被称之为“红契”，缴纳契税后加
盖官府印章；私契是百姓为偷税而私下订
立的，因此被称作“白契”。白契虽为“非官
方契约”，却在当时占较大比例，且有相当
强的社会公信力、约束力和影响力。

一叶知秋，窥一斑可见全貌。一本家
谱、一纸聘书、一页契约、一份合同、一张

“夹带”……它们很轻，但又沉甸甸。因
为，家谱里有传承，聘书蕴含肯定，契约期
待诚信，合同就是责任。透视“故纸拾遗”
留存下来的契约文书，不仅能让后人了解
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而且它所映射出
的自由、平等、守信的契约精神，给人们以
启迪、思索和传承。

一片故纸觅史踪
□王君超

□段延青

闪访新闻博物馆
□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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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内的琉璃照壁 秋水 摄

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定鼎门遗址博物馆 秋水秋水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