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竟然和

甘肃泾川有关？这篇文章不仅让

范仲淹火遍古今，连岳阳楼都跟

着沾光，成了江南的网红打卡地。

《岳阳楼记》一开头，范仲淹

就简洁明了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

写这篇文章。那时候，滕子京被贬

到巴陵郡当太守，过了一年，他把

政务搞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

业，于是决定重修岳阳楼，还在楼

上刻了好多唐诗宋词，然后找范

仲淹来写一篇文章记录一下。

大家可能会好奇，滕子京和

范仲淹咋就这么铁呢？为啥滕子

京偏偏要找范仲淹来写呢？其实

啊，他们俩不仅是同年进士，还是

超级好朋友！而且啊，这《岳阳楼

记》的背后，还藏着一段跟甘肃泾

川有关的秘密呢！

在泾川的王母宫山下，有一块

石碑，上面刻着《滕子京游王母宫

题记》。这块石碑告诉我们滕子京

当年在泾州（甘肃泾川）当太守时

的一些事儿。那时候啊，西夏国李

元昊老是骚扰北宋边境，范仲淹就

推荐滕子京去泾州帮忙守边疆。

有一次，西夏军打过来，滕子

京和范仲淹一起，带着士兵和百

姓，硬是把敌人给打退了！不过啊，

打完仗后，滕子京因为给士兵发福

利，被人告发说滥用公款，结果就

被贬到巴陵郡（湖南岳阳）去了。

滕子京到巴陵郡后，一点也没

抱怨，反而埋头苦干，把巴陵郡治

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啊，他就琢磨

着把岳阳楼给重修一下。可是钱

呢？滕子京可不敢再向官府伸手

了，于是他想了个妙招：让欠债的

人把钱捐给修楼，这样既能要回

债，又能修楼，一举两得！

岳阳楼修好后，滕子京可激

动了，可能是觉得这一路走来太

不容易了吧，一个人在那里大哭

了一场。

后来，滕子京就想到了范仲

淹，想让这位老朋友给岳阳楼写篇

文章。范仲淹虽然没去过巴陵郡，

但滕子京给他寄了一幅《洞庭秋晚

图》。范仲淹一看图，再一听滕子京

的故事，心里那个激动啊！于是他

就大笔一挥，写下了那篇传世的

《岳阳楼记》。

这篇文章啊，简直就是范仲淹

的脑洞大开之作！他不但夸了滕子

京的政绩，还借题发挥，表达了自

己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情厚意。文

章里那些优美的词句、深刻的哲

理，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所以啊，你看，一篇好的文

章，不仅能让作者火起来，还能让

一座楼、一个地方也跟着沾光。这

就是文化的魅力啊！咱们可得好

好珍惜这些文化遗产，让它们一

直传下去！

在那遥远的西北边陲，有一片被

岁月轻抚却又历久弥新的圣地，它以

黄沙为幕，以石窟为笔，绘就了一幅跨

越千年的壮丽史诗———敦煌莫高窟，

这座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是全人类

文明的共同财富。

莫高窟，一个名字便足以勾起无

数遐想与向往的地方，俗称千佛洞，它

静静地躺在敦煌城东南 25 公里的鸣

沙山东麓，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这片

土地雕琢的一幅绝美画卷。前临碧波

荡漾的宕泉，背倚巍峨挺拔的三危山，

南北绵延 1680 米，如同一条历史的长

河，缓缓流淌过 2000 多个春秋。在这

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上，735 个洞

窟错落有致地镶嵌在 15 至 30 米高的

断崖之上，它们或隐匿于峭壁之巅，或

显露于崖壁之侧，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仿佛是古人智慧与信仰的结晶，静

静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走进莫高窟，就如同穿越了一道

时空之门，每一座洞窟都是一扇通往

古代文明的窗户。南区，这片礼佛活

动的圣地，见证了北凉至元各个朝代

的文化交融与艺术繁荣。492 个洞窟

内，2400 多尊彩塑栩栩如生，它们或

庄严肃穆，或慈悲温柔，以圆塑、浮塑、

影塑等形式，将佛、菩萨、弟子、天王、

力士等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每一尊

彩塑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虔诚，仿

佛能听见那远古的诵经声在耳边回

响。4.5 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更是色彩

斑斓，内容丰富，从佛教尊像画到佛经

故事画，从佛教史迹画到经变画，再到

神怪画、供养人画像及装饰图案，它们

不仅展示了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更

从多个维度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貌，

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提

供了宝贵的视觉资料，被誉为“墙壁上

的博物馆”、“世界上最长的画廊”。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二十

六年（1900 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

现，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

起了学术界的滔天巨浪。这个小小的

洞窟内，竟藏有公元 4 至 14 世纪的文

书、刺绣、绢画、纸画等文物 5 万余

件，其中大部分是佛教经典，但也有经

史子集、官私文书等珍贵史料，涵盖

了汉文、古藏文、梵文、回鹘文等多种

文字，被誉为“学术的海洋”。然而，这

些宝藏的发现并未带来长久的安宁，

它们相继被外国探险家劫掠，流失海

外，成为中华民族学术史上的一大遗

憾。但正是这份遗憾，催生了“敦煌

学”的兴起，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

这片古老的土地，共同探索那些被时

间尘封的秘密。

而西千佛洞，作为莫高窟的姊妹

篇，虽规模较小，却同样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它位于莫高窟以

西，党河北岸的崖壁上，现存 19 个洞

窟，从北魏到元，各个朝代的艺术风

格在这里交相辉映。西千佛洞的壁画

与塑像，虽历经风雨侵蚀，但仍能从

中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特别是北魏晚期第 5 窟中心柱正面

龛内的佛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高超技艺与审美

追求。而五代第 16 窟的十六罗汉残

塑，则见证了敦煌与江南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进一步证明了敦煌在中国乃

至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莫高窟与西千佛洞，已不再

仅仅是宗教的圣地，它们更是全人类

的文化遗产，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与学者前来探访。在保护与研究并重

的前提下，人们通过数字化技术、科学

修复等手段，努力让这些古老的艺术

瑰宝焕发新的生机。漫步在这些石窟

之间，每一块斑驳的壁画，每一尊静默

的彩塑，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千年的故

事，让人不禁感叹于古人的智慧与创

造力，同时也激励着后人继续探索、传

承与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敦煌莫高窟，这座承载着无数梦

想与希望的圣地，正以它独有的方式，

讲述着一段段关于信仰、艺术与文化

的传奇。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历史

与现实交织，让人在赞叹之余，更加珍

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宝藏，期待着

它在未来的岁月里，继

续闪耀着人类文明

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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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10 月，在甘肃省武威市雷台

汉墓的一次偶然发掘中，一件举世瞩目

的文物———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尧马超

龙雀）横空出世。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我

国汉代青铜艺术研究的空白，更以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

了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象征。

1969 年 9 月 22 日，甘肃省武威市

新县大队十三生产队的社员在雷台下面

挖防空洞时，意外发现了这座古墓葬。在

古墓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铜车、铜马、

铜人和其它多种铜制品，其中就包括铜

奔马。然而，这批珍贵的文物并未立即得

到应有的保护，而是在生产队会计的清

点、记录后，被暂时存放在生产队的库房

中。直到时任武威市文物干部的党寿山

和政法干部张有的再三努力下，这批文

物才被运送到武威当地的文物单位进行

保管。此后，甘肃省博物馆对雷台古墓葬

进行了多次补救性发掘和清理，但遗憾

的是，很多文物信息已经丢失，铜奔马的

身世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

铜奔马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雷台汉

墓，据出土的马俑胸前铭文记载，雷台汉

墓建于东汉晚期（约 186 年-219 年），是

“守张掖长张君”之墓。雷台位于甘肃武威

城区北关中路，距今已有 1700 多年的历

史。据史料记载，雷台为前凉国王张茂所

筑灵钧台，是东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

321 年）始筑的。铜奔马的出土，不仅揭示

了东汉时期青铜铸造艺术的高超水平，也

反映了汉代社会盛行车马冥器随葬的习

俗，以及马在汉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铜奔马通高 34.5 厘米，长 45 厘米，

宽 13.1 厘米，重 7.3 千克，造型矫健精美，

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显示了一种勇

往直前的豪情壮志。奔马三足腾空、一足

超掠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

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

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准确地掌

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

技术水平。铜奔马的出土，引起了考古、

文物、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的广泛关注。他们一致认为，铜奔马是汉

代青铜铸造艺术的巅峰之作，是千百年

来中华民族自由奔放、无往不前的民族

精神的象征。

铜奔马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研究汉代青铜铸造艺术的重要实物资

料，也为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的生活习俗、

文化特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同时，铜奔

马所展现的力学平衡原理，也为我们研

究古代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

外，铜奔马还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

了中国旅游业的象征，为中国文化的传

播和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铜奔马真品于每年 5 月 1 日

至 10 月 15 日在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

文明展厅展出，其余时间在库房维护保

养。这件国宝级文物，正以它独有的方

式，继续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历史，传递着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渊本报综合冤

铜奔马：东汉青铜艺术的瑰宝

国 保 单 位

敦煌莫高窟：
千年信仰与艺术的光辉篇章

2023 年 8 月，为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 70 周年县庆重点文化献礼项目之一

的马家塬车舆博物馆开馆，张家川县马

家塬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引起了国内

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一新石器时代

至战国时期的古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独特的墓葬形制，为研究古代西

戎文化和秦戎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

资料。

历经十五载的艰辛探索

马家塬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

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园村马家塬，

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自 2001 年发现以

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

了长达 15 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现

场位于马家塬的山梁农田上，背靠马家

塬山梁，左右两侧为地势较高的妥家梁

和毛家梁，墓葬分布在山腰的平缓地带

当中。

在考古现场，专家们发现了大量齐

家文化遗存和战国墓群。墓葬均为阶梯

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以大型墓葬为中

心呈半月形分布。墓葬内均有殉牲现

象，以马、牛、羊为主，部分墓葬在地表

以马头、牛头进行祭祀。这些发现不仅

揭示了古代西戎贵族的丧葬习俗，也为

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

重要的线索。

金银璀璨袁车辆豪华

马家塬遗址的出土文物数量庞大，

种类丰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量

的金银器、玻璃器和玻璃态材质的器

物。这些随葬品不仅装饰精美，而且制

作工艺高超，反映了战国晚期西戎贵族

的奢华生活和独特的审美趣味。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中型墓葬中

均随葬有装饰精美的车辆，这些车辆形

制多样，有圆角长方形车舆的有珥车和

无珥车、高轼车和圆形车舆的车等类。

车辆装饰华丽，有的以金、银饰件和珠

子进行装饰，有的则髹漆并贴铜饰，展

现了当时车辆制造和装饰的高超技艺。

战国晚期西戎文化的珍贵见证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专家

们认为马家塬遗址是我国目前考古发

现已知的战国晚期至秦初西戎某支首

领和贵族的墓地。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

我国战国晚期西戎文化研究的空白，也

为我们了解古代西戎与秦国的关系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同时，马家塬遗址的墓葬形制和随

葬品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等级制

度、工艺技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

线索。墓葬均为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

墓，这一新发现的墓葬形制为战国时期

西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随

葬品中的金银器、玻璃器等器物，则为

我们了解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的考古发现

为我们揭开了古代西戎文化的神秘面

纱，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

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

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涌

现出来，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提供更加

全面和深入的视角。

考 古 发 现

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
战国西戎文化的璀璨明珠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文 物 故 事

岳阳楼记背后的秘密：

范仲淹与甘肃泾川的不解之缘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馆 藏 国 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