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志2023年4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 张海 版式罗梅 校对毛凌波14

“声动千年——中国古代音乐
文物特展”日前在天津博物馆
启幕，一批珍贵古代音乐文物

亮相展厅，讲述我国古老灿烂的音乐文
化。本次特展荟萃天津博物馆与河南
博物院所藏珍贵古代音乐文物及相关
展品近200件，其中由天津博物馆提供
展出文物中超九成为首次展出。本次
特展以时间为序，描绘出中国古代音乐
几千年来起承转合的辉煌图景，追溯声
动千年的音乐世界，使观众近距离感受
其千古不泯的魅力与中华文明源源不
竭的生命力。

贾湖骨笛带来远古音乐记忆

展览分为“金声玉振”“远古回响”

“百川汇流”“盛世乐歌”“雅韵新声”5个

单元，荟萃了天津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

所藏珍贵古代音乐文物及相关展品近

200件（套），其中不乏具有高度代表性

的乐器珍品，如贾湖骨笛、王孙诰编钟、

“飞泉漱玉”蕉叶式琴等。通过这些展

品，观众能够了解中国古代乐器的演进

历史，感受中华优秀传统音乐艺术的独

特魅力。

作为文化传承的有声载体，古代音

乐文物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也

见证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程。据

了解，贾湖骨笛作为本次特展中最为亮

眼的展品，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出土最古老的、至

今仍然可以吹奏的乐器，是研究中国古

代音乐的开端，被誉为“中华音乐文明

之源”。

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策展人乔

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贾湖骨笛是

由仙鹤的尺骨制作而成，可以发出完整

的七声音节，并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

的少数民族音乐，体现了远古时期生活

在这片华夏大地上先民们令人惊叹的

智慧。”

展厅现场，河南博物院鼓乐团复制

了贾湖骨笛优美的旋律，观众可以一边

欣赏展柜中的“中华第一笛”，一边聆听

来自远古的音乐记忆。据了解，贾湖骨

笛的出土，将中国音乐史的起源往前推

了几千年，是中国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呈现穿越时空的“视听盛宴”

一大早来到天津博物馆参观的张

女士表示，“我之前就听说过贾湖骨笛，

据说它是咱们‘中华音乐文明的起源’，

所以特别想亲眼看看真品，没想到现场

还伴有优美的笛声，视觉和音乐的搭配

让我产生了一些共鸣，有种非常特别的

感觉。”

据悉，本次特展还将婎铙(商)、克

镈(西周)、特镈(春秋)、黄釉扁壶(北

齐)、明清时期古琴等中国古代乐器和

各时期舞姿翩翩的陶俑巧妙地搭配在

一起，让观众穿梭在中国古代音乐形与

声的世界里。

本次特展的展厅按照展览结构分

为五个区域，共设置古笛发掘、编钟演

奏、抚琴拍照等数个场景，将古代乐器

与复原影像、拟古曲相结合，为观众呈

现穿越时空的“视听盛宴”。此外，在展

览现场中心处矗立了一座13米长的体

感交互“知音墙”，写意再现了天津博物

馆藏《番王按乐图》卷及展览重点文物，

通过丰富的视觉审美和多元的感官体

验，以趣味和互动形式来增进观众对古

代乐器的了解，让“声动千年”的文物散

发勃勃生机。 综合新华社、宗欣

日前，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开馆新

闻发布会在位于河南安阳市殷都区安

丰乡西高穴村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

召开。发布会介绍，曹操高陵遗址博物

馆将于4月27日举行开馆仪式，4月29

日对外开放。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建筑由清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充分利用地

形减少建筑体量对高陵环境风貌的影

响；建筑以三国时期黑红为贵的主色

调，外观借鉴汉代建筑深出檐的特点，

创造出雄浑大气的建筑形象。为最大

限度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建于遗址之

上的钢结构保护棚横向跨度120米，纵

向跨度140米，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巨

型桁架钢结构平移技术，做到了与文物本

体的“零接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20

年，该项目荣获中国建筑钢结构金奖。

作为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宣传

教育等为一体的遗址类专题博物馆，高

陵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分为遗址展示

和室内展示两个区域。遗址展示区域

面积18000余平方米，立体地展示了高

陵陵园内的曹操墓本体、神道、陵前建

筑基址、围壕、垣墙、陪葬墓等。

室内展示部分面积约 8000 平方

米，展线长约600米，展览内容包括“高

陵重现”和“超世之杰”两部分。第一部

分“高陵重现”，讲述了高陵的发掘源起

和科学发掘的故事，展示了高陵出土

的、能证实墓主人身份的重点文物。第

二部分“超世之杰”，以汉末风云为引

言，讲述了墓主人曹操在政治、军事以

及文学等方面的历史贡献和影响。

展览共展出高陵出土文物500余

件套，其中有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魏

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及石璧、十

二陶鼎等文物，同时也展出了体现曹操

薄葬思想的随葬陶器、铜器、铁器等。

据了解，2008年11月，国家文物局

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西高穴村南部两

座东汉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

作于当年12月开始，持续到2009年。

经过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多次现场讨论

论证，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这一考古发现，

抢救发掘的两座墓葬之一，编号西高穴

M2的墓葬被确认为魏武帝曹操的陵墓，

即高陵。曹操高陵的确认对于研究汉魏

时期中国陵寝制度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博物馆开放时间拟定为每天

8:30-17:30，随季节变化将进行适当调

整，现场完整准确背诵曹操诗歌者可免

费入馆。

综合央视新闻、宗欣

追溯声动千年的音乐世界
中国古代音乐文物特展亮相天津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4月29日正式开放

展览中展出的贾湖骨笛。新华社发

展览中展出的王孙诰编钟。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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