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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的内涵价值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良渚文明的国际影
响力大幅提升。良渚博物院是一座集收藏、研究、
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于一体的遗址博物馆。作为
全面解读与阐释良渚古城遗址遗产价值的专题
博物馆，良渚博物院承担着向公众展示传播世界
遗产内涵，弘扬保护文物古迹的责任，并致力于
搭建良渚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外延立体网络，积极
探索文脉传承和文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文化是全人类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不分国
界、不分群体，每个人都有权力接触和了解全世
界共享的文化。今年，第 19届亚运会期间，作为
杭州金名片的良渚文化无处不在，圣火采集点、
火炬造型、亚运奖牌、吉祥物设计等等，都充满了
良渚文化的元素。为了迎接杭州第 4 届亚残运
会，10月15日，第40个“国际盲人节”，《良良的古
城世界》大字盲文版新书发布会举办，是良渚博
物院致力于良渚文化普及和无障碍服务的又一
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人
们精神文化追求也随之提升。博物馆作为实现公
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场所，其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也愈发显现。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契合主题

“博物馆的力量”，良渚博物院发布了“一起：寻找
文明之光”计划。首推项目将目光投向了特殊群
体，以期用良渚文明的力量滋养特殊群体的精神
世界。在该计划下，良渚博物院先后举办了“文明
之光的折射”特殊儿童艺术展，携手杭州师范大
学“艺术无障碍”团队共同发起并启动了“触觉博
物馆”项目。此外，良渚博物院还积极响应《马拉
喀什条约》，支持出版国内首部盲人创作的盲人
与明眼人共读的诗画绘本《诗人的旅途》，自主编
撰盲文版良渚文化科普读物《良良的古城世界》。

青少年群体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希望
与未来，是遗产地首先要关注和普及的对象。
2018年以来，良渚博物院自主编撰出版“良良”系
列青少年科普绘本共 5册，以严谨的学术成果、
童真的儿童视角、浅显易懂的科普文字、生动有
趣的美术画面，科普良渚文化及同时代的其他文
化，同步配套推出了音频、视频、舞台剧等，丰富
传播形式，绘本主人公“良良”逐渐成为著名的良
渚文化青少年教育 IP。“良良”系列青少年科普绘
本，也得到了青少年的一致追捧，在他们幼小的
心中根植了浓厚的文化情怀。新的《良良的古城
世界》大字盲文版，保持了原绘本故事情节精髓，
在同一页面上将“可看”的汉字图画与“可触”的
环保胶盲文巧妙融合。此外，还采用了点、线、磨
砂面等可触元素，展现良渚文化的经典文物，呈
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良渚世界。该书不仅保证
了融合阅读的可行性，还使其成为视觉障碍人
群与普通大众可轻松共读的良渚文化科普绘
本。特别是视障儿童，他们通过“可触”“可听”“可
看”“可感”等多个感官维度，深入了解良渚古城
的内涵价值，真正实现了博物馆文化资源的多角

度共享。
“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是良渚博物院

提出的一项长期计划，是博物馆的常规观展与
社教活动之外的参与式科普教育新尝试。该计
划从各类人群的不同特征入手，服务其不同的
精神文化需求，重点聚焦“文化共享”的理
念，彰显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平等共享与人文关
怀，体现良渚作为世界遗产地所承载的公共教
育普及化的社会责任，增进博物馆与社会公众
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支持，形成世界遗产地公共
教育平等化的良渚方案。

自“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发布以来，良
渚博物院创新策划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教育实践
探索，受到了业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以“触
觉博物馆”项目为例，随着触摸展品的征集和触
摸展览的推出，将文化艺术无障碍的路径拓展得
更宽，延展得更长，不仅让特殊群体生活更有诗
意，还为特殊人群在艺术与博物馆领域提供升学
与就业的可能性，同时也丰富了博物馆文化传播
的新路径和新方向。在该计划实施过程中，良渚
博物院积极完成了一系列的软硬件完善提升，比
如在场馆无障碍服务方面，组织社教专员和志愿
者开展手语讲解接待培训，实施无障碍服务设施
改进提升，为特殊人群提供更便捷的参访接待服
务等；在共建和合作方面，努力尝试通过“良渚文
明特展”配套研发社教品牌课程、文旅研学游线、
良渚文创产品等，跟着外展走出浙江甚至走出国
门，以期在更广泛的地域和群体中以更多元的传
播方式推广良渚文化；在社教课程的品牌化打造
方面，正积极研发一套标准化、精品化的研学课
程体系和互动体验项目，参与受众也将扩展至各
年龄段和各类人群。

良渚博物院作为遗址博物馆和世界遗产地，
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播载体和展示窗口，不仅
承担着博物馆的展览和社会教育使命，也承担着

考古研究学术成果科普转化的重要职责。目前，
“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下的更多项目也在持
续推进中，良渚博物院将竭尽全力用爱心和真情
传播中华文明，将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广泛赋能
至更广阔群体，不断激发文化遗产和考古遗址的
创新活力，实现遗址博物馆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
动、功能互补，持续致力于提供全民化、无障碍化
的博物馆教育服务，以更包容和更可及的方式，
与更多元的群体一起，为更多人点亮了解良渚文
化的灯塔，打开了解良渚文化的窗户，与社会各
界携手，共同传承、探索、讲述好良渚故事，传播
好璀璨的中华文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成果的博物
馆化解码与传播研究”（21CKG025）阶段成果

鸭绿江自长白山南麓而下，经 800 公里入
渤海，分中朝两国而成界河。73年前，英雄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自辽宁丹东、宽甸和吉林
集安、临江等地跨江赴朝，投入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伟大战争。横亘江上的座座桥梁，见证
了英雄的出征与凯旋，饱经战火硝烟，印刻着
光荣的记忆。

一、鸭绿江桥概述

鸭绿江上桥、下桥。两桥位于辽宁省丹东
市振兴区。下桥建成于 1911年，钢混结构，中
段为旋转式钢梁，可旋开使船只通过。上桥建
成于 1943年，由近朝鲜一侧 6孔平弦桥梁和近
我国一侧6孔吊弦桥梁构成，总长940余米，如
一条钢铁长龙横卧江面。下桥于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被美军炸毁，现仅存我国一侧 4 孔桥梁，
由此亦称“鸭绿江断桥”。上桥经过修复使用至
今，199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40周年之
际，我国丹东和朝鲜新义联合将其命名“中朝
友谊桥”。

第一、第二铁路便桥。第一铁路便桥位于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大沙河入江口，第二铁路
便桥位于振安区沙河口。1951年 5月，两桥以
及相连的便线铁路建成通车，成为作战物资和
兵员重要通道。第一铁路便桥因处在鸭绿江主
航道，已于战后拆除。第二便桥长约 500 米，
江面上今可见20组、每组用百余根圆木捆束而
成的木质桥墩。

马市浮桥。该桥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安
区，1950年10月修建，为木结构列柱桥，全长
约 500 米，宽 6 米，共有 20 座木结构桥墩。桥
面贴近水面，落潮时浮出，涨潮时淹没。著名
的历史照片 《跨过鸭绿江》 就取景自马市浮
桥。战后该桥废弃不用，桥面亦被冲毁，桥墩
至今仍留在水中。

上河口铁路桥、下河口公路桥。两桥位于
辽宁省宽甸县。上河口铁路桥建成于 1940 年，
桥长 673 米，由于地处深山，两岸地形复杂，
加之防空力量保护，虽亦曾被炸坏，但很快得
以修复，整个战争期间这座铁路桥始终保持畅
通，战争结束后，铁路线停运，该桥今闲置不
用。下河口公路桥 1942年建成。1951年 11月，
下河口桥在敌机猛烈轰炸下，桥体严重毁坏，
中间7孔、长约200米桥面被炸断落入水中，此

后再未修复，成为鸭绿江上又一处断桥。
集安鸭绿江铁路桥。位于吉林省集安市，

1939年建成，全长 590米，共 20孔。桥体为钢
架结构，混凝土桥墩，在铁路桥上方还建有钢
架花梁，起到稳固桥梁和提高路轨承载能力的
作用。

临江鸭绿江大桥。位于吉林省临江市，
1935年建成，全长 496米，共 18孔。抗美援朝
时期，靠朝鲜一侧第二孔桥洞被美军炸坏，
1955年得以修复，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到残留在
桥梁铁架上的众多弹孔。

二、战火中的桥

桥梁作为交通大动脉的咽喉，对战争影响
至为重要。为切断供给，美军对鸭绿江桥实施
近乎疯狂的轰炸。“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曾下令：如果情况允许，作战飞机的飞行人员
可以飞到油干力竭的时刻，以最大的力量摧毁
中朝边界上朝鲜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由于敌
我武器装备水平存在巨大代差，为了建桥、修
桥和保桥，志愿军战士运用非凡的勇气与智
慧，利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条件，展现了大无
畏的牺牲精神，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围绕桥的
战斗成为抗美援朝战争总体进程的缩影。

1950年 11月初，美军出动 600余架飞机对
鸭绿江上的桥梁进行大规模轰炸。鸭绿江下桥
就在此次轰炸中被拦腰炸断，桥体断面钢结构
被高温燃烧扭曲，上桥朝方一侧钢轨被炸断，
桥面燃起冲天大火。危急时刻，铁路工人、工
程兵部队奋不顾身扑灭火焰，冒着敌军战机不
断袭扰抢修桥梁和铁道，于次日拂晓将上桥修
复，在战事最紧要关头保障了这条干线的通
畅。这是江桥保卫战的一个缩影。在战火硝烟
中，英雄的志愿军铁道兵、工程兵顽强奋战，
数以千次抢修、抢建铁路桥梁，敌炸我修、随
炸随修、白天炸晚上修，车辆不足就人畜同
上，硬是在复杂地形上完成了现代化工具难以
完成的保障任务，保护了“打不断、炸不烂”
的钢铁运输线。

浮桥因为工艺简单、取材便捷，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多次建造，包括马市浮桥在内，总数
达到十余座。有些浮桥甚至建在水面以下，水
深又不至于没过汽车的排气管，在桥面两边拉
上绳子做上标记，引导车队通过。为了掩护浮

桥，有时在旁边架起假桥吸引敌机。此外还有
更加灵活轻便的舟桥，只需要半个小时，工兵
就可以将一座跨江舟桥架设或撤收完毕。修建
马市浮桥正值初冬，江边气温降至摄氏零度以
下，官兵们无所畏惧，每人喝上一大口烧酒，
就跳进冰冷刺骨的江水中大干起来！1951 年 3
月，集安鸭绿江大桥遭到敌机轰炸，严重损
毁。江桥附近村民，不分男女老少，自发组织
起来，跑回家中将自家的木料、大小门板都拆
卸下来，扛到工地备用。小伙子们纷纷跳入刺
骨的江水中组成人墙，配合铺设工作，一时间
号声、喊声在鸭绿江边回荡……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我空军和高炮部队沿
江严密布防，组成完整防空体系，加之苏联空
军参与协助，敌机再不能肆无忌惮地对沿江大
桥和我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有力保卫了大桥
安全。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不仅没有断绝，运输
能力反而越来越强。此时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
同样风起云涌，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支撑起
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各
类物资生产不断提速，通过鸭绿江桥源源不断
进入朝鲜，前线部队装备水平和弹药供给状况
不断提高，战势日益朝着有利于我军方向发展。

三、从江桥，看斗争

包括江桥保卫战在内各个战场、各个领域
的争夺，都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组成部分，共同
决定了最终胜利的归属。2020年10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要铭
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
进。江桥保卫战生动阐释了这一历史逻辑：敢
于斗争是战胜风险挑战的前提，善于斗争是战
胜风险挑战的保障，勇气和智慧是取得胜利的
关键；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
强，使自身变得强大，成为保卫桥梁和国土安
全的根本保障。

四、江桥的保护

鸭绿江断桥与下河口公路桥已被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几座鸭绿江桥也陆续

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正
加大力度，对座座江桥开展保护规划、环境整
治、展陈提升，保护管理条件日益得到改善。

作为我国境内 （或与朝方共管） 最具代表
性的抗美援朝战争遗产，鸭绿江桥的价值十分
突出，保护的意义不言而喻。上述鸭绿江桥的
管理使用目前存在三类情形：一类仍在使用发
挥交通功能，如鸭绿江上桥、集安铁路桥；一
类原始功能已经丧失，改造后用于展览展示、
旅游观光，如鸭绿江断桥、下河口桥；一类已
毁弃、残损甚至全无痕迹，如第一、第二铁路
便桥和马市浮桥。保存状况因桥而异，保护方
式在遵循文物工作普遍规律的同时，也应分类
施策、符合实际。

对于第一类桥梁，继续发挥交通运输功能
显得尤为重要，不能忽视安全问题和实用性，
在尽可能保护真实性、完整性的基础上，可以
接受对桥梁结构进行一定的改造，对建筑设施
和材料进行适度替换，使之在“活”态下得到
有机更新，与时代共同发展。对于第二类桥，
在开发红色旅游过程中，应着力发掘和展示其
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核，尽可能保护桥的历史风
貌，并且要注意保护展示与核心价值相契合、
最具说服力的关键细节，如桥身上的累累弹
孔、焚烧痕迹、扭曲的桥体等等，加强解说和
阐释，让游客身临其境、产生共鸣，深刻体会
战争的激烈与残酷，理解军人的奉献与牺牲。

对第三类桥，已无法按原样恢复桥梁在战争时
期的样貌，特别是一些木质的浮桥、便桥，长
期保留当下的状态亦十分困难，在做好相关数
据信息采集、完整留存影响资料的基础上，
应更多关注作为渡江事件发生地，如何发挥
纪念意义。应维护好渡江地点的整体环境，
在江岸边建立体量适度的标志碑或纪念雕
塑，标识光辉历程，使后人能够在此驻足凭
吊、追思过往、有所感悟，永远铭记革命先辈
的英勇事迹。鸭绿江桥的保护还应立足整体保
护，重视与桥梁相关的公路、铁路、隧道、炮
台等遗迹，系统展现抗美援朝战争过程中敌我
双方在交通线上复杂而激烈的斗争，同时要重
视保护山水、库岸、植被等的自然景观，最大
限度还原历史场景，尽可能完整生动勾勒历史
叙事空间。

五、余绪

今天，鸭绿江畔微风习习、水波荡漾，远
山连绵青翠。身临座座江桥，似可听到炮声隆
隆，看见硝烟滚滚，启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
们体会战争、学会斗争。从文物中看到历史，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动力，作为抗美援朝历史
和伟大精神的重要载体和真实见证，正是鸭绿
江桥赋予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和文化馈赠。

对桥的保护，是对曾经人最好的缅怀，是
对当年事最好的纪念。

烽烟鸭绿江桥——不朽的抗美援朝红色印记
梅不争

从战国至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长河中
的千百年间，竹木简牍作为主要的书写载
体，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信息。随着 20
世纪初的考古拓荒，中国简牍开始重见天
日，揭示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自 1901
年起，中国简牍发现已超过 30 万枚。这些
简牍的出土地点遍布甘肃、新疆、内蒙
古、湖南、山东、湖北、广东等多地，从
沙漠戈壁到绿洲盆地，从河畔湖边到山区丘
陵，见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繁荣与变迁。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
疆罗布泊楼兰遗迹中发现了 120余枚汉晋时
期的简牍，这些简牍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
和汉晋时期对西域的经营。1930 年至 1931
年，“西北科考团”在内蒙古、甘肃额济纳河
流域发掘了 1.1 万枚闻名中外的“居延汉
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的简牍发掘，也
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
至90年代，简牍发掘迎来了新的高潮。山东
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长
沙走马楼吴简、居延新简、湖北云梦睡虎地
秦简等一批重要简牍的发现，不仅数量众
多，而且内容丰富，涉及历史、哲学、文
学、医学、地理、军事等各个领域。这些新
史料对传统文献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作
用，使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

进入 21 世纪，中国简牍的发掘和研究
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湖南里耶秦简、
郴州晋简、益阳兔子山简牍、江西海昏侯
墓竹简等重大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
们对秦汉时期历史的认识。同时，清华大
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湖
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等高校收藏的简牍
也成了重要的研究资源。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湖南地区的简
牍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从战国
到三国两晋时期，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几乎
涵盖了整个使用简牍的时代，这让湖南成
为简牍大省。其中，长沙出土简牍最多，
国家一级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馆藏简牍
超 10 万枚 （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一级文
物达1223件，是全国馆藏简牍最为丰富的专
题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长沙
市简牍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单位，收藏
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 206枚、五一广场东
汉简牍 6862枚、尚德街东汉简牍 171枚、坡
子街秦简牍若干枚；湖南博物院作为省内最
早开展简牍考古发掘的文博单位，主要收藏
有 1000 余枚马王堆汉墓简牍；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作为承担湖南省简牍文物发掘
整理保护工作的主要科研机构，致力于湖
南的简牍考古发掘和整理出版工作，主要
收藏有慈利楚简、里耶秦简、虎溪山汉

简、古人堤汉简、益阳兔子山简牍、郴州
苏仙桥简牍，总数约 6万余枚；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于 2007 年 12 月入藏了一批回流香港
的竹木简，总数约2100枚。

湖南出土简牍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出土批次最多，而且数量巨大，占据了
全国简牍出土总量的三分之二。全省考古发
掘出土简牍 25 批，共 20 余万枚。其中，长
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是历年来出土简
牍数量最多的一次，总数达到了 10万余枚，
这一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三国时期历史
的认识。此外，2002 年湘西里耶秦简的出
土，共 37000多枚，其数量也远超此前全国
出土秦简总和，这些珍贵的文物为历史研究
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时代序列完整、内容极为丰富，具有重
要的文献价值。湖南出土简牍不仅有战国时
期的竹简，还有秦、汉、三国、西晋的简
牍，包含了大量的户籍、赋税、仓储等档案
资料和行政、法律文书，以及各种古代典
籍，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
事、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展示了古代中
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对于历史研究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里耶秦简记载
了当时的户籍管理、经济交往和人民的生产
生活情况，揭示了秦朝基层社会的真实面
貌；马王堆汉简、走马楼西汉简、五一广场
东汉简等记录了汉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
社会风俗以及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制建设
等方面的信息；而走马楼三国吴简则提供了
三国时期吴国长沙郡临湘县 （今湖南长沙）
的人口、土地、赋税、户籍等方面的详细数
据，展现了三国时期长沙人的生活图景，在
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空白；里
耶秦简则揭示了秦朝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况，
为研究秦朝历史提供了新的突破口；郴州晋
简中详细记载了西晋时期县一级官府所统计
的地理物产和日常事务等。

书体样式丰富、时代风格鲜明，具有极
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湖南出土简牍是研究中
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重要材料，这些简
牍字迹优美、气韵生动，不同时期的简牍有
着不同的书写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字
使用习惯和审美观念。例如，马王堆汉简是
西汉初期汉字从篆书向隶书演进的代表作
品，其字形灵动飘逸、笔势流畅、精美绝
伦；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字体则大多以隶书
居多，草书较少，字形宽博方正，波挑分
明；而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字体大多以隶书
和楷书为主，但也间杂了行、草等书体，可
谓各体兼备、绚丽多姿。这些不同时期的书
法风格展示了古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多样性和
发展脉络。

湖南出土简牍：
珍贵的历史见证，丰富的文化宝藏

管震

博物馆赋能特殊群体的社会教育实践探索
——以良渚博物院为例

鸭绿江上桥（左）、下（断）桥（右）（抗美援朝纪念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