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内存

2019年 9月，时任甘肃省博物
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琦围绕国宝

“铜奔马”出土 50 周年撰写文章。
据该文讲述，铜奔马 1969年 9月出
土于甘肃省武威县城的雷台古
墓。马高 34.5 厘米、长 44.5 厘米、
宽 10厘米、重 7.15公斤。其铸造工
艺为范铸马身，然后再与马尾、马
腿、蹄下飞鸟等部件分别铸合制作
而成。

甘肃省有关部门决定把雷台
出土的文物全部上调省博物馆保
存，铜奔马也名列其中，因当时博
物馆没有对外展出，铜奔马还没有
被外界所知。1971年 9月 19日，郭
沫若参观甘肃省博物馆，让当时甘

肃省博物馆的临时负责人王毅将
那件“铜奔马”从专门保管的柜子
里取出，拿在手中从各个角度反复
地观看了许久。

王毅认为：铜奔马蹄下踩的这
只鸟是只燕子。因为此鸟双翅较
身躯略小，膀梢尖细，疾飞时膀梢
向外与身躯平行，呈三叉式，这正
是飞燕形象的反映。在他看来，创
作者意在用飞速最快的鸟衬托马
速，而鸟中飞速最快者正是飞燕，
他询问郭沫若能否将
这一造型称作“马踏
飞燕”，郭沫若对此表
示同意。
（据《北京青年报》）

为何被称为“马踏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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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师大考古系对国宝“铜奔马”有新发现 但新说法尚存争议

“马踏飞燕”还是“马踏匈奴鹰”——“国宝”的命名再一次引起了争议。
11 月 27 日，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在其官方微信公号上发文称：该系教授宁强的最新考古研究发现，“马踏飞燕”

铜奔马应改名为“马踏匈奴鹰”。
这件国宝目前为甘肃省博物馆收藏。馆长贾建威已经听说了宁强的学术观点，但是他说“也有专家不同意他的

观点。”现在，贾建威和他的博物馆同事依然使用着这件国宝最准确的称呼：“铜奔马”。

首师大考古系：“马踏飞燕”应为“马踏匈奴鹰”

11月 27日，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
在其官方微信公号上发文称：该系教
授宁强于 8月 26日带研究生在兰州甘
肃省博物馆参观考察时，发现俗称

“马踏飞燕”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
汉代铜奔马脚下所踏的鸟并非尾巴分
叉的燕子，而是一只鹰。经过比对相
关考古资料，分析研究后，宁强认为
应将“马踏飞燕”铜奔马改名为“马踏
匈奴鹰”。

宁强说，今年 8月 26日，他带研究
生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参观考察时，发
现被讲解员介绍为“马踏飞燕”的武威
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铜奔马脚下所踏
的鸟并非燕子，更像是一只鹰。“这是谁
的鹰？鹰和马是什么关系？马踏飞鹰
造型的铜雕表现的是什么主题？”带着
这些疑问，他回到北京后开始比对相关
考古资料，查阅历史记载，寻找准确答
案。“我对铜奔马论证的起点，主要是由
两个角度对这个作品的造型方式的分
析。首先从艺术鉴赏的角度看，这个
（马）奔跑的姿态，不像一匹马在平时跑
的样子，而是它有一种愤怒的表情体现
在嘴上。它这昂扬斗志的精神状态，显
然是一匹奔跑在河西走廊战场上的战
马，处于战斗的姿态。再仔细看马蹄下
的这只鸟，应该不是燕子。因为它的尾
巴没有分叉。”宁强说。

为什么宁强认为这只鸟是一只鹰
呢？宁强表示，这就得回到另一个角
度，生活在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匈奴人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劲敌。
汉武帝时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公
元前 140年-公元前 117年）去世后，被
安葬在汉武帝茂陵的东侧，他墓前的
大型石雕像“马踏匈奴”正是用来纪念
他打败匈奴的功勋。

东汉时期，匈
奴仍然是汉王朝的
主要敌人。武威雷
台汉墓建造时所处
的东汉后期，敦煌人
张奂（公元 104-181
年）在永寿元年（公
元 155年）被任命为
安定（今甘肃镇原）
属国都尉，曾率军大
败匈奴。“武威雷台
汉墓的主人是一位
张姓将军，是否张奂
的族人尚难确认，但
他参加抗击匈奴入
侵，立下战功的可能
性非常大，在他的墓

里除了这件‘马踏匈奴鹰’青铜雕塑，还
有一个庞大的青铜军事仪仗队，庆祝胜
利的主题非常明确。”

宁强发现，匈奴人很早就有崇尚
雄鹰的习俗，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
盟杭锦旗阿鲁柴登的一座战国时期的
匈奴墓中，出土了一件匈奴黄金王冠，
冠顶正中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其
造型与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蹄
下的鹰非常相似，展开的双翅和扁平
的尾巴完全一致，只是头部姿态有所
不同。王冠上的雄鹰昂首挺胸，威严
目视前方；而武威军马蹄下的鹰则是
驯服回头，而且鹰嘴被踩在马蹄下已
经无法再啄人或马了，显然是已经被
打败降伏的样子。“内蒙古战国墓出土
匈奴金冠上的雄鹰，是王权的象征，是
匈奴人的骄傲。而武威雷台汉墓出土
马蹄下的鹰则是被打败后回头降伏的
标志。两只鹰都是匈奴人的表现，前
者代表胜利和权威，后者表示失败和
归顺。所以我认为应该将‘马踏飞燕’
改为‘马踏匈奴鹰’。”宁强说道。

事实上，除了上述郭沫若的“马
踏飞燕”说，以及最近宁强的“马踏匈
奴鹰”说之外，铜奔马还有“马超龙
雀”“天马逮乌”“马神天驷”等诸种称
谓。持有“马超龙雀”之说的人认为，
铜马俑所踏飞鸟，从造型看不像是燕
子，而是龙雀。

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贾建威表
示，有关铜奔马的命名在业内一直
有争议。为了避免争议，该馆对这
件藏品没有具体命名，无论是在该
馆展览，还是在海内外巡展，都管这

件藏品叫“铜奔马”。
“宁强教授有关将铜奔马命名

为‘马踏匈奴鹰’的学术观点我最近
听说了。也有专家不同意他的观
点，因为铜奔马是东汉末年的青铜
作品，而霍去病将军攻打匈奴是西
汉时候的战役，两者相差近三百
年。所以铜奔马直到目前并没有一
个确定的标准定名，我想也以此为
契机，召开学术讨论会来征求大家
意见，将铜奔马命名工作往前推
进。”贾建威说道。

甘肃省博馆长：为避免争议一直使用建档名称“铜奔马”

匈奴鹰金冠（战国时期） 内蒙古
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

武威雷台汉墓军事仪仗队复制品（原件藏甘肃省博物馆）。

铜奔马（东汉） 甘肃省博物馆藏。

铜奔马局部（东汉 武威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约哪里？文化馆、图书馆！

鼓棒以极快的速度敲击，密集的鼓
点带来强劲的节奏，现场一片火热……

这里可不是摇滚演出现场，演奏架
子鼓的也并非专业鼓手。在湖南省长沙
县文化馆的“悦艺空间”，退休的大爷大
妈、带着小孩的父母、青年学生，正一齐
享受着他们的音乐世界。

年初，长沙县文化馆运用新思维、新
技术，打造了理念现代、设施先进、服务
便捷的智能教学中心，包括 2间唱吧亭、5
套电子鼓和 5架智慧钢琴。

“无论你会不会敲架子鼓或者弹钢
琴，都可以来这里体验。”志愿者蔡金煜
边演示边介绍，“当这边方块掉落时，就
敲击乐器的这一块，就像玩个游戏。”

在吉林省敦化市地标广场——渤海
广场，一间古风建筑的书屋坐落在重要
位置。白天青年人上学上班时，多是老
年人在这里读书看报；下午孩子们放了
学，这里又成了他们自由阅读的乐园；傍
晚，许多在广场休闲散步的市民也喜欢

到书屋转转，遇到喜欢的书籍用“芝麻信
用”扫码带走，无须付钱。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希望用
一间地标性的书房来提醒大家，路过停
一下、进来看看书。”敦化市图书馆馆长
秦大勇说。

“外卖小哥”送书来

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麻镇中学
出发，搭车走上 46 公里的通村公路到
县城图书馆，来回要 4 个多小时。如今
麻镇中学的师生只要坐在家里用手机

“下单”，第二天图书“外卖小哥”就送
书到家。

今年 8 月，陕西省府谷县图书馆推
出了“同城快递”图书项目。读者在县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检索馆藏图书，再通过
电子书签功能下单借书，邮政快递就会
免费配送上门。

“学校图书室里的 2 万多册图书已
经难以满足教师技能提升的需求了。”麻
镇中学校长王泽雄说，“9月 26日我下了
一单，第二天书就送到了。这对我们来

说太方便了。”
府谷县图书馆负责人郑永峰说，“同

城快递”图书项目的灵感来自“外卖”，目
的是解决“农村阅读最后 1公里”，让身处
偏远县区的读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
借还书服务。

目前，“同城快递”图书项目已经覆
盖了黄甫、清水、哈镇、庙沟门、武家庄
等 10 个乡镇，完成借还业务 100 多单。

“下一步，除了要实现乡镇全覆盖，还要
进一步简化借还流程实行一站式借阅，
让读者操作更简便。”府谷县图书馆馆
员刘鑫说。

为孩子们就近建起“图书馆”

石河村是距离河南省延津县城 25公
里的一个偏远小村庄，村里西南角的一
栋二层民房总是很热闹。

这是村里的“萤火”小书屋，也是许
同杰的家。20多平方米的空间，摆放了 2
个书柜、1个书架，还有 1张书桌和几把
小凳子。晚饭后，陆续有孩子进来，寻找
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5年前，许同杰在延津县读高三。当
时，他在县图书馆有 6个借书证，每到周
末都会借走一大包书。这一不同寻常的
举动引起了图书馆馆长范伟的注意。聊
天中，范伟发现许同杰自幼酷爱读书，自
他去城里上中学以后，为了让村里的孩
子每周都能看到书，每到周末他都会借
一大包书带回家，返校时再把看过的书
带回县城。

了解情况后，延津县图书馆决定在
许同杰家设立一个“萤火”小书屋。2015
年 8月，石河村“萤火”小书屋正式成立。
当天，县图书馆工作人员带来了 650多本
书，包括中外文学名著、历史、棋艺、百科
等。此后，县图书馆定期为小书屋更换
图书，解决了孩子们“买书难、借书难、看
书难”的状况。

“这几年，村里的孩子就像串门一
样，没事就来这里看书，参加阅读活
动。”许同杰说，“萤火”小书屋把阅读的
种子播在孩子们心中，他们正在体会书
籍蕴藏的力量。

(据新华网）

县里图书馆和你想的不一样
你以为小县城文化馆里安安静静、图书馆里冷落人稀？如今，那里正掀起“打卡热”，约不约？你以

为图书馆位置太偏不方便？不要紧，图书“外卖小哥”给你送书到家，下不下单？你以为在城郊、村里好
书找不到？没关系，给你就近建个“图书馆”，“666”吗？县里的图书馆，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新华社南宁12月2日电 记者从广西南宁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了解到，首届中国—东盟文化艺术周戏剧展演暨 2020
年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活动将于 12月 7日至 14日在广
西南宁举行，东盟国家的优秀剧目将通过“云”上展播。

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亲，文化交流合作频繁。
尽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但东盟国家参与本次活动
热情不减，目前已有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8个国家优秀剧团、艺术家报名参加线上展演、线上粤剧大赛
等活动。

由南宁市人民政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本次活
动分为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戏剧展演、“金色殿堂”中国
—东盟优秀艺术家个人艺术专场、中国—东盟艺术展览、中
国—东盟(南宁)粤剧大赛、中国—东盟文化艺术周闭幕演出
等 5个板块。

据介绍，今年参加戏剧展演的单位包括上海、浙江、河
南、云南、广东等多个省市的艺术院团和文化机构，涵盖越
剧、豫剧、昆曲、花鼓戏、滇剧、粤剧等剧种。展演剧目不仅有
传统经典剧目，还有青春版越剧《洗心记》等新创剧目。

首届中国—东盟文化艺术周
戏剧展演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据新华社兰州12月 3日电 经过 7年修复，甘肃省天梯
山石窟搬迁的壁画目前基本修复完成。文物保护专家表示，
所修复的壁画已满足外出展出要求。

天梯山石窟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约有
1600年历史，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负
责人卢秀善介绍，修复后的“天梯山石窟壁画”总面积 300多
平方米，都合并固定粘贴在蜂窝铝板上，如果运输、展出条件
允许，可以满足外出展览。

“天梯山石窟壁画和彩塑经过了历次搬迁，还经历了多种
病害。”卢秀善说，2015年 10月，天梯山石窟搬迁壁画塑像开始
修复工作。在修复壁画过程中按照“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
状和最小干预”原则，所有壁画经过污渍清除、颜料层加固、地
仗层补强等十几道工序的特殊处理，最终让壁画“重获新生”。

“我们开展壁画修复保护工作的同时，开展了天梯山石
窟彩塑壁画数字化勘察测绘工作，现在 18个洞窟的数字化采
集工作已完成，所有文物已建立数字档案。”卢秀善表示，现
在天梯山石窟的洞窟及部分壁画和彩塑已在武威市博物馆
进行虚拟展示，这样可以恢复文物各时期的原始形态，全面
展现文物价值。

距今约1600年“天梯山石窟壁画”
实现可移动展出

12月1日，天柱县渡马镇小学的学生在排练侗戏。
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小学有一个侗戏班，侗戏班常年坚持

定期进行侗戏排练，让小学生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近年来，天
柱县通过侗戏进校园等形式，让侗戏不断传承。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沈阳12月2日电“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
主题文物展”2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与“唐宋八
大家”主题有关的书画、碑帖拓片、古籍等展品 115件。

展览展出的一幅幅传世书画、一件件精品器物，诉说着
“唐宋八大家”的家国情怀、创造力、奋斗精神。《宋人仿顾恺
之洛神赋图卷》《北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卷》《东晋佚名曹娥诔
辞卷》《明仇英赤壁图卷》《北宋苏轼行书洞庭中山二赋卷》
《北宋苏轼行书阳羡帖卷》《北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
卷》等国宝级文物均在展览中展出。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说，展览通过书法、绘画、古
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结合丰富的链接引申，充分运用数
字影像技术，采用多元叙事的手法，结合时代和文化背景，分
别述说“唐宋八大家”丰富的人生历程，让观众近距离了解他
们的文学、书法、绘画造诣，体会他们的丰富人生和思想人格
魅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此次展览还创新采用数字
化技术，打造“云展览”“云直播”“云课堂”等线上观展方式，
提升博物馆的观展体验，推动博物馆文化服务方式创新。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开展

新华社西安12月2日电 记者从 2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陕西省收藏的各类革命文物达
到 10.4万件套。陕西通过挖掘整合革命文化资源，正逐步实
现革命文物资源信息的开放共享。

据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介绍，陕西省共有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 1224处 1310个点，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6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29处，革命纪念馆 51座，收藏革命文
物 10.4万件套。目前，陕西已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革命
旧址群、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片区川陕革命根据地、以西安
和铜川为中心的关中革命旧址群的分布格局。

为创新革命旧址的利用方式，陕西省将窑洞资源打造成
独具特色的体验式窑洞群，并建设陕西革命文物大数据库，
推动 19家革命纪念馆实现线上展出，同时推出“互联网+革
命文物教育平台”线下体验中心，以多种方式挖掘和展示革
命文物价值。

陕西收藏革命文物逾10万件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