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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交错的灌溉体系

若乘船从都江堰顺流而下，通过自
西向东并行的捡江、郫江可直达成都城
内。以捡江、郫江等岷江主要支流为主干
的渠系不断发展，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灌
溉体系，让成都成为既可灌溉又可航运的
经济区，号为“陆海”。城市内外还凿建了
不少水井，让用水便利普及千家万户。

千里清波滋养与涤荡的成都城，文
教之风日盛。西汉景帝时，文翁入蜀为
郡守，创办郡学，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官学，肇蜀学之始，成都重文兴教之风自
此盛行，很快成为巴蜀、西南地区的教育
中心和文化中心。两汉期间，成都文人
辈出，出现了以文翁、司马相如、扬雄、王
褒和严君平为代表的若干教育家、文学
家、辞赋家、思想家。

秦代，张仪与张若以当时的都城咸
阳为蓝本修建成都城大城、少城，大城为
政治军事中心，少城则为工商业市场及
民居所在。待李冰疏通两江穿城而过，
就移商业区于二江之间。走在汉代的成
都城里，市肆、民居、宅邸规划井然，鳞次
栉比。道路宽广，修建平整，一马拖乘的
斧车、带帷盖的辎车、运货载人的棚车等
等大小不同的车辆频繁往来。

熙熙攘攘的万商之渊

成都的“市”为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最
大的“市”，熙来攘往，誉为“万商之渊”。
中央政府在成都设立了大型官营作坊，
称为蜀郡工官，工匠总人数最多时达万
人以上，生产的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马
车以及兵器等，工艺精湛、制作精良，其中
不少产品成为了皇室特供。

从铜器到铁器，蜀郡工官的设置让
成都地区的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蜀
郡所产铁器既有各种生活生产用具，也
有高质量刀兵器。炒钢技术被誉为继铸
铁后钢铁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以炒钢

为原料，经反复加热锻打，可制成性能优
越的百炼钢制品。

从一把徐州出土的东汉钢剑上的铭
文可知，它正是建初二年（公元77年）由
蜀郡西工制造的百炼钢产品，价值“千五
百”。《汉书·杨仆传》中记载：“欲请蜀刀，
问君价几何？对曰：率数百”，表明当时
蜀郡制作的刀剑品质极高，价值不菲。

另一种让成都骄傲的手工业则是漆
器。漆业是蜀地的传统，以仿铜礼器和
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华美悦目又轻便耐
用，畅销全国各地乃至外邦。而蜀郡与
广汉郡尤擅生产的“釦器”，是一种在器
物口部或耳部镶鎏金铜构件的名贵漆
器，不计成本，主供皇室使用。

漫步城南外的江边，两岸分布着规
模不一的织锦作坊，人们在江水中濯锦，
远远看去灿如云霞，蔚为壮观。两汉时
期，成都迎来纺织业发展的高峰，章彩绮
丽的蜀锦等丝绸产品冠绝全国，通过丝
绸之路行销海外，名扬天下。

文娱兴盛的崇丽大城

这些精美、华丽的产品，大多通过捡
江、郫江乘船销往远方。作为都江堰的
主要渠系工程，两江的浚疏如同打通了
成都的“任督二脉”，让成都改变了盆地
深山中的闭塞地理劣势，且与长江中下
游建立了直接的水上交通运输，促进了
成都与外部的经济、文化交流。

源源不断的移民以及兴盛的贸易往
来，为成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流行的娱
乐文化以及丰厚的精神滋养，不断丰富
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为它的勃兴与
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动力。

“列备五都——秦汉时期的中国都
市”展览用文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汉代
成都城：伴水而生的繁华都市、百花齐放
的万商之渊、文娱兴盛的崇丽大城……
无论以一个汉代人的眼光还是两千年以
后的今人视角，成都都散发着别具一格的
独特魅力，以多元融汇的城市精神，在历
史中不断前行。 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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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成都长啥样？
来成博新展找答案

成都城历经两千
余年，城址不迁，城名
不改。在汉代的“天府
之国”生活，是一种什
么样的体验？快来跟
随成都博物馆2月9日
开幕的“列备五都——
秦汉时期的中国都市”
展览，穿越两千年，回
到汉代，快乐似神仙。

唐音铿锵！
永陵“二十四伎乐”展挥师浙江建德

“‘唐音铿锵’——成都永陵‘二十四伎乐’音
乐文化展”。

说“汉语”、写“汉字”、
敬“好汉”，汉朝的荣光深
植于国人历史记忆，更成
为破解中华文化基因的重
要密码。纪录片《我从汉
朝来》曾在央视热播，汉代
说唱俑、宴饮百戏图画像
砖等文物还原了汉代四川
的生活百态。

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
古蜀文明的成都平原，位
于长江上游，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秦并巴蜀
以后，筑成都城。此后蜀
守李冰集南北水工技术之
大成，修建都江堰，从根本
上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
问题。成都城从此历经两
千余年，城址不迁，城名不
改。在汉武帝经略西南
时，一跃成为西南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蜀锦、漆器、铜器、铁
器……这里有最美的服
饰、最坚硬的兵刃、最优雅
的器皿、最安逸的生活方
式，在汉代的“天府之国”
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
验？快来跟随成都博物馆
2月9日开幕的“列备五都
——秦汉时期的中国都
市”展览，穿越两千年，回
到汉代，快乐似神仙。

宴饮叙谈画像砖。成都博物馆

“锦城丝管日纷
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
能得几回闻。”这是诗
圣杜甫对盛唐成都繁
弦急管的无尽赞美，亦
是千年前这座东方音
乐之都的真实写照。2
月5日起，浙江省建德
市市民可以在家门口
的博物馆欣赏来自蜀
地的唐音铿锵了。

由建德市委宣传
部、建德市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主办，建德
市博物馆和成都永陵
博 物 馆 共 同 承 办 的

“‘唐音铿锵’——成都
永陵‘二十四伎乐’音
乐文化展”在建德市博
物馆二楼临展厅展出，
将展出至 4 月 15 日。
此次展览分为两个部
分，共展出33件文物。
其中，“清商相和”板块
展示“二十四伎乐”中
的笛、篪、排箫、笙和筝，
这5类乐器属于“十部
乐”中的“清乐”，即汉族
传统的音乐；“乐府新
声”板块反映唐代开放
包容的文化自信，融会
贯通四方诸国的音乐
文化，最终成就了灿烂
辉煌的大唐神采。

这次联展是为建
德市民全方位深入了
解唐五代丝路音乐文
化内涵而特别举办的
一场音乐文化盛宴。
展览中展出的仿制乐
器，是成都永陵博物馆
为了再现唐代乐器之
神采风韵，特邀著名乐
器制作师、上海大龢堂
艺术总监沈正国先生
对二十四伎乐乐器进
行了仿制，作品以成都

永陵实物为原型，并参
照日本正仓院收藏的
唐代乐器，严格依据文
物原有的形制及尺寸
进行制作，用料考究，
工艺精美。

成都永陵“二十四
伎乐”舞伎 2 人，乐伎
22 人。乐伎演奏的乐
器由弹拨、吹奏、打击
乐器三大类组成，共计
20种23件。其性质属
以龟兹乐为主的唐代
宫廷燕乐，乐器种类兼
收并蓄，包罗万象，既
有汉族传统乐器，又融
合了当时大量的少数
民族及外国的乐器，堪
称一部唐五代音乐文
化的活化石。

千年以来，永陵一
直与音乐有不解之缘。
在我国同时代的各类文
物中，成都永陵“二十四
伎乐”所表现的乐舞场
面最大，乐器种类最多，
且最为写实、最具神韵，
完美地呈现出晚唐五代
宫廷乐舞的盛大规模及
壮阔场景。

“‘唐音铿锵’——
成都永陵‘二十四伎乐’
音乐文化展”曾荣获
2019 年度四川省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奖”，2020 年先后与甘
肃天水市博物馆和重
庆市万州区博物馆联
合办展，2021 年首次
来到东部，将蜀地唐音
传至江南鱼米之乡，为
公众重现盛世唐朝的
音乐华章，重温往昔的
悠久记忆。此次展览
免费向公众开放，配合
临展内容还有古乐表
演等活动。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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