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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10点41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部社会科
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荆楚社科名家”、武汉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名誉
馆长冯天瑜先生，因病抢救无效在湖北武汉仙逝。先生
是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是中国文化史研究公认的领军
人物，他提出的“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被学界充分
肯定和大量引用。先生的仙逝是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教
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也痛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师
长。我与先生因长江文明馆结识，在长江文明馆（武汉自
然博物馆）的建设和“大河对话”国际论坛等活动中，先
生给予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他的治学精神和高尚人格
也深深教育和感染了我。在与先生相识的近十载中，许
多往事难以忘怀。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生诚挚的怀念。

长江文明馆缘起

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近年来
更是深耕长江文明与荆楚文化，在长江文明研究方面更
是独树一帜。他埋首书斋，不仅潜心理论研究，还心系国
家、社会，关注城市发展，让学术研究成果服务于城市建
设、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长江文明馆就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

2012 年初，时任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东湖国际会
议中心开会时，就武汉如何利用长江文化优势在长江城
市群中发挥作用等问题征询先生意见。虽然手头事务繁
忙，但一听说是谈长江文明，先生就特别兴奋，搁下电话
便匆匆赶过去。见面后，二人就长江的自然生态与资源，
历史文明与遗产，武汉的优势与文化等进行了广泛交流
与深入探讨。2012年 5月，先生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傅才
武以《借力长江文明建立区位文化优势突破中部“注意
力贫困”》为题给唐良智写了一封信，提出“抓紧打造国
际性‘长江文明论坛’，作为突破中部‘注意力贫困’的战
略工具”“建设长江文明博物馆群，作为确立武汉‘长江
文明高地’的战略支点”等建议。唐良智看过信后，立即
作出批示。至此，建设长江文明馆的计划正式启动。可以
说长江文明馆因先生而起，因先生而建，没有先生，就没
有如今的长江文明馆。

当前，全国都在热议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武汉
也在积极争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区。回望彼时，先
生可谓是时代的瞭望者和思想的领航人，当初信中的很
多想法和思路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卓越的学者

先生出身书香之家，受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从小
酷爱读书，博览中外名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视野开
阔。他将对长江文明的研究毫无保留地融入长江文明馆
的建设中。他多次提到“轴心时代形成的世界诸古文明，
多已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华文明于起伏跌
宕间传承不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存在平行互补
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雄浑的黄河文化、
清奇的长江文化……经由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承接
与创造性发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义得以保
持与广大。”由此，长江文明馆的主基调确定为阐释长江
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展示长江文明对中华
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在肯定长江文明特殊价
值的同时，他还再三强调“千万不要采取贬低其他来抬
高自身，要讲他们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先生虽是一名文化学者，但同样关注经济、政治、社
会和生态。他从长江流域的自然禀赋出发，从长江经济
带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角度剖析长江流域的发展前
景。他说：“水，尤其淡水是生命源泉，也是文明源泉。21
世纪，水资源将是第一资源。长江流域是北纬30°线自然
条件最好的地方，水热资源极为丰富。从今后来看，长江
流域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发展前景的地区。”先生建议
我们做足“水”的文章，把自然和人文有机结合起来，所
以我们单设了“走进长江”展区，也增设了“展望区”，整
个展览以生态长江、文化长江和经济长江为展示重点，
全面展现了长江的自然禀赋和文明大成。

长江文明馆常设展览“长江之歌 文明之旅”荣获第
十四届（2016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2020年，长江文明馆还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每每回

首，长江文明馆在没有任何藏品优势的前提下还能收获
如此多的荣誉，其重要原因在于展览内容的创新、展览
立意的高远，而这份功劳非先生莫属。

在先生的提议下，我们一边筹建长江文明馆，一边策
划“长江文明论坛”。有一次给先生汇报工作时，请他帮助
我们找几个文化大家捧场。他说：“要搞就把规格搞高一
点，搞一个国际论坛。”我说：“正好我在中国博物馆协会
担任过常务副秘书长，可以找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长安
来顺帮忙，把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请来。”也正是在先生
的启发下，最后我们将“长江文明论坛”升格为“大河对
话”国际论坛，并在安来顺的帮助下，邀请到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代表迈克尔·特纳以及俄罗斯、英
国、印度、埃及等国家博物馆和大河管委会代表参加首
届“大河对话”国际论坛。在迈克尔·特纳的肯定下，我们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第二
届“大河对话”国际论坛由此上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层面。如今，“大河对
话”国际论坛已成为武汉市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
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

谦逊的长者

著名文化史学者周积明说：“先生是中国传统君子
之仁的实践者，温厚宽容，和蔼近人，慈爱简朴、胸怀博
大，其德如风，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像先生这样具有君子
人格、君子风范的大学者，已经不多。”我再赞同不过了。

为提升长江文明馆的文化氛围，先生建议“在实证
研究的基础上，博物馆的风格可以诗化和哲理化。诗
化，就是把唐诗宋词中的名句作为理念，把杰出诗人
对长江描述的意境带进展览中，给人很强的艺术感召
力。完全诗化也不行，还要有哲理、有思考。”所以在
修订的展陈大纲中，展览标题和单元标题后面都增加
了一句诗，比如自然区展览标题“走进长江”后面附
的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文区展
览标题“感知文明”后面附的是“大江东去，浪淘
尽，千古风流人物”。但在后期深化设计的时候，因文
字太多，主展标不好表现，我们就向先生提出删除标题
后面的古诗，把这些古诗写到讲解词中去，让讲解员向
观众普及。先生深思片刻，点点头说：“在展览设计上，你
们是专家，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

先生是史学大家，年少成名，还被毛主席夸赞，
但先生从不居高自傲，既谦逊又宽容。他曾给长江文明
馆写过一个展览前言，但看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玉堂写的前言后，先生坚持用刘玉堂写的，而不用自
己的。他说：“玉堂同志与我也是老朋友，前言写得很
浪漫，就用他的吧。”并认真严谨地对刘玉堂的前言进
行了修改。

长江文明馆筹建时，我们请了很多专家学者审核把
关，每每召开专家会或者登门拜访，我们都会请他们留下
墨宝，不仅是一种纪念，也可以丰富馆藏。先生也曾写了
几个版本的“长江文明馆”。后来，在“长江颂”国际书法大
赛征集活动中，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也为我
们题写了馆名，先生知道后建议用他的更好。

先生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长江文明馆试运行期
间，请先生到馆审查展览。当时我们还没有食堂，到了饭
点，我请先生到外面去吃饭，先生问：“你们的职工在什
么地方吃饭？”我说：“我们平时都是吃盒饭。”先生说：

“我和大家一起吃盒饭，不用到外面去了。”当时，办公室
还没有装修，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先生就与我一起坐
在馆门口的草坪上吃起了盒饭。

有一次，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了先生，于是主动上
前打招呼。一见面他就问我：“参观长江文明馆的人多不
多？反映好不好？”我告诉他一年大概可以接待观众120
万人次，他听了连声说：“好！好！好！”同时，我还向他汇
报，写了拙作《快乐的文化人生》，想请他写几句话鼓励一
下，他满口答应。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说，“润含春雨 妙悟
自然”不知道合不合适。如果不满意再写。今天再次端详
题词，禁不住热泪盈眶。

先生的嘉言懿行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有限，不能
一一道来。虽然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治学
精神和高尚人格我们将永远铭记于心。

首都北京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拥有世界文化
遗产7处，文物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
伟大见证。此次办理的擅自修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白
浮泉遗址九龙池案，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强化使命担当，依法履职尽责，克服了种
种困难，此案在北京市文保单位中起到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增强
了文物相关单位的守法意识，进一步维护了首都文物向好的局
面。回顾办理案件全过程，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一、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底线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心文物保护工作，在视察北京
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
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
责。增强做好北京文物执法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北京
的文物执法工作要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高度出发，始终保持高站
位。在办理此案过程中，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案件办理上坚
持“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相统一”、在工作谋划上坚持“算大账、算
长远账、算综合账”，切实担负起北京文物执法工作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

二、强化使命担当，依法履职尽责

此案中大运河白浮泉遗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且是北京文化中心建设“一城三带”总体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事人的行为不仅属于“法人违法”，而且其自身是北京市昌
平区文化和旅游局的下属事业单位。以上因素使得本案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面对层层压力与挑战，我们坚决发挥担当
精神，接到举报后，第一时间立案并赴现场调查勘验。在此案的
办理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例如因此案涉案文物本体为蓄水
池，与一般常见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本体不同，这也是北京市
首次办理此类案件，如何对文物本体作出认定，怎样确定文物的
破坏程度，是摆在执法人员面前的专业性难题。在办案过程中，我
们努力寻求突破口，经核对相关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图、
查看官网数据与历史资料、委托专业鉴定机构等多方求证，最终锁
定案件涉及文物本体及破坏程度的关键证据，为此案的顺利办理
打下了坚实基础，整个办案过程蹄疾步稳推进调查，依法依规作出
处理，最终使案件得到妥善办理。办理过程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
领导的高度重视，起草的案情报告得到相关领导的肯定性批示。

三、督促落实整改，加大宣传震慑

文物处罚不是目的，整改才是关键，最终的目的是教育文物

管理使用人要切实履行文物保护职责，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做好相关工作。在作出行政处罚的同时，我们坚决督促当事人履
行整改责任，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指导下，当事人制定完善修缮方
案并上报国家文物局进行审批，恢复了涉案文物的本来面目。我
们本着“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方针，在对相关责任单位予以行
政处罚后，通过约谈提醒，督促其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牢固树立
责任意识，切实提升守法观念。同时，积极探索“执法+普法”工作
模式，注重发挥典型案例警示作用，加强社会面宣传教育，达到
以案促管、以点带面的效果，不仅让违法主体承担违法成本和整
改责任，也使一些政府单位更加重视文物工作和依法保护意识，
树立文物法治观念，完善文物保护机制，推动北京市文物保护工
作取得新进展。

四、提升执法能力，注重专业知识积累

文物执法专业性强，文物违法涉及文物修缮工程、建筑工
程、文物拍卖等学科门类，因此要有真才实学，不仅要有法律思
维，还要有文物保护专业知识。我们采取自学、集中培训等手段
加强文物知识的学习，做文物执法的明白人。同时，用科技执法
手段提升执法水平和能力建设，牢固树立“科技强队”工作理念。
此案办理依托“智慧执法”指挥平台，全面推进加强文物违法线
索跟踪监测、梳理汇总、数据比对及研判分析，通过加强对新技
术手段实战应用，积极推动“互联网+执法”优化办案流程，此案
办理推动执法工作全程电子化运转，不断健全制度机制，切实提
高执法效率。

在办理此案过程中，接受了考验，收获了经验，既做到了严格秉
公执法，也达到了保护文物的初衷，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
一，为今后办理类似文物行政案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
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优化完善文物违法举报“接诉即办”快
速反应机制，形成信息通畅、反应迅速、处置及时的全链条打击
模式，将法人违法专项整治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对违法
风险高的监管对象适当提高检查比例和频次，依法依规实行严
管，全面提升文物管理使用单位法制意识，确保监管工作系统集
成、优质高效。坚决落实落细文物执法“三项制度”，依照法定程
序，严格公正执法。综合利用文物鉴定、法制审核、咨询律师等手
段对违法事实进行认定。协调公安、检察院、文物专家对案件进
行研讨，理顺行刑衔接工作机制，持续性加大文物执法办案力
度，进一步落实执法责任、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水平，全面促
进北京文物执法工作提质增效，打击文物违法犯罪行为，以实际
行动落实好文物保护有关要求，守护好历史文化“金名片”，谱写
首都文物行政执法和文物保护事业新篇章！

柿园汉墓位于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保安山
东南400余米的李山头上，1987年9月至1991年
9 月商丘地区文物工作队和永城县文管会联合
对该墓进行考古发掘，被评为 1991 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之一。柿园汉墓出土一大批珍贵文
物，还在主室内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大型彩色壁
画，该壁画时代之早，规模之大，绘画艺术之高，
在汉代考古中十分罕见，对于研究汉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具有极高的价值。

柿园汉墓壁画位于主室西半部，主要分布在
主室顶部、南壁和甬道口两侧的主室西壁，总面
积为25.46平方米。主室顶部壁画保存较好，为一
幅内容和构图都完整的彩色壁画，用红、白、黑、绿
四种颜料绘画而成，红色为整幅壁画的主色调，壁
画图案空白处用红色颜料绘画填补。壁画南北长

5.14米，东西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壁画内
容分为内、外两区，外区四周边缘为装饰性图案，
由直线穿璧和火焰状云气纹组成；内区为主题图
案，主要有青龙、白虎、朱雀、鸟首蛇身鱼尾鸭嘴神
兽、荷花、灵芝草以及密集的云气纹组成。

主室南壁壁画面积5.85平方米，甬道口南侧
的主室西壁壁画面积1.98平方米，这两部分壁画
构成一幅内容完整的图案，亦用红、白、黑、绿四
种颜料绘成。该幅壁画上部保存较好，下部因自
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破坏而脱落，几乎看不出画面
内容。壁画内容亦由内、外两区构成，外区四周边
缘为装饰性图案，由直线穿璧和火焰状云气纹组
成；内区为主题图案，由猛豹、朱雀、神山、灵芝
草、云气纹等组成。

甬道口北侧的主室西壁壁画面积较小，仅0.83

平方米，亦用红、白、黑、绿四种颜料绘成，壁画内容
简单，主要由直线穿璧和火焰状云气纹组成，均为
边缘装饰性图案，未见主题内容图案。

根据柿园汉墓壁画的绘画内容和绘画艺术
风格，现将壁画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论述如下：

（一）《后汉书·礼仪下》记载：“诸侯王、公主、
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在柿园汉墓主室顶
部、南壁和西壁绘有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巨幅彩色
壁画，画面上饰有较为密集的云气纹，在其他侧
室内壁也发现有用朱砂涂红的现象，而且在某些
侧室角落还保留有少量朱砂遗物，这些应是墓主
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柿园汉墓为一座大型横穴式崖洞墓，坐东朝
西，以山为陵，系“斩山为廓，穿石为藏”营建而
成，由露天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巷道和八个侧
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设施，东西全长95.7米，
南北最宽处 13.5 米，室内最高 3.1 米，总面积
383.55平方米，总容积达1738立方米，规模宏大，
宛若一座地下宫殿。该墓早年虽遭多次盗掘，仍
出土45件陶俑、225万枚半两铜钱、1枚金饼以及
1.5 万件鎏金铜质车马器、兵器和少量铁器、骨
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根据柿园汉墓的结构
形制、规模以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推断柿园汉墓
应为一座西汉景帝至武帝前期（公元前118年之
前）的梁国王陵级墓葬。据初步考证，柿园汉墓的
年代约在公元前136年，墓主人为梁共王刘买。

永城保安山二号汉墓为梁孝王王后李太后
之墓，墓室内壁多处用朱砂涂成朱红色。徐州北
洞山楚王陵亦为大型崖洞墓，主室自顶部至四壁
全部用朱砂涂成朱红色。“洞朱，云气画”应是西
汉时期诸侯王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柿园汉墓主题图案内容包括青龙、白

虎、朱雀、鸭嘴神兽、猛豹等吉祥动物，画面中的
荷花和灵芝草均代表长生不老，画面中的空白处
填以较为密集的云气纹，这是墓主人渴望死后灵
魂不灭和升天成仙思想的真实体现。而青龙、白
虎、朱雀、鸭嘴神兽、猛豹等吉祥动物绘画于墓室
内，一是为了驱鬼辟邪，二是为了护送墓主人升
天成仙。柿园汉墓壁画边缘绘有许多直线穿璧图
案，寓示墓主人通过穿越玉璧圆孔这种方式的解
脱，实现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然后才能在青龙、白
虎、朱雀、鸭嘴神兽、猛豹等吉祥动物的护送下踏
上升天成仙之途。

（三）柿园汉墓主室顶部壁画中，青龙位居画
面中央，白虎居于青龙腹部下部，朱雀位居青龙
腹部上部，鸭嘴神兽（一说为白虬龙，另一说为变
形的玄武形象）居于青龙头部前方（即北侧），这
四种动物绘画于墓室顶部，实际上应是一幅描绘
天空中代表四个方位的四灵天象图。

《三辅黄图》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
之四灵，以正四方。”东汉张衡著《灵宪》亦云：“苍
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
圈首于后。”这些文献记载均反映了我国古代人
们对天之四灵及其方位的认识水平。西汉前期，
代表天之四灵的青龙、白虎、朱雀的组合方位基
本固定，而代表第四方位的动物形象没有统一固
定下来。根据目前考古资料，西汉前期代表天之
四灵第四方位的动物形象主要有骆驼、麒麟、乌
龟、鸭嘴神兽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越来越向
着有利于玄武（龟蛇合体）的方向发展。到了西汉
晚期，代表天之四灵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
四种动物组合才算固定下来，故西汉晚期至东汉
时期的壁画墓、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中常见这种
四神组合。

（四）在柿园汉墓主室顶部壁画中，青龙屈身
于画面中央，其头部前方有一鸟首蛇身鱼尾鸭嘴
神兽，似挡住了青龙前行的道路，青龙怒张巨口，
口中长舌缠绕于鸭嘴神兽近尾部，有欲一口吞吃
之势。笔者从整幅画面的构图考虑，认为主室顶
部壁画的制作创意或许与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的传说有关。梁共王刘买为梁孝王刘武之长子，
同时又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世子孙。在柿园汉墓主
室顶部描绘这种画面，其制作创意应为歌颂其祖
先（指汉高祖刘邦）开创江山的丰功伟绩，而汉高
祖刘邦斩蛇起义之处就在今天的永城芒砀山，芒
砀山至今还保存有汉高祖斩蛇碑。汉高祖刘邦斩
蛇起义之前，常隐匿活动于芒砀山泽中，积蓄发
展自己的力量。

有关汉高祖斩蛇起义的事迹在《史记·高祖
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中均有详细记载。《汉书·
高帝纪》记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
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
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
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
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
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
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
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
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

由此推断，柿园汉墓主室顶部壁画中的青龙
似为《汉书·高帝纪》中记载的赤帝之子的化
身，而鸟首蛇身鱼尾鸭嘴神兽可以解释为白虬
龙，可能就是《汉书·高帝纪》中记载的白帝之
子的化身。

冯天瑜先生与长江文明馆
吴宏堂

蹄疾步稳抓推进 依法依规做处理
“某中心擅自修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白浮泉遗址案”办案体会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

河南永城柿园汉墓壁画文化内涵探析
郑清森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这对新时代文物行政执法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为了切实加强文物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等要求，

连续举办了九届全国文物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活动，有力推动了文物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能力建设。本报
陆续推出2022年度全国文物行政处罚“十佳案卷”办案单位体会，希望通过交流互鉴，进一步促进文
物行政执法效能与效力的提升。

柿园汉墓主室顶部壁画

大运河白浮泉遗址新建碑亭 整改后的大运河白浮泉遗址九龙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