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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溍先生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是我最尊敬的前辈
之一。

和朱老真正熟识是在1990年之后。那时国家文物局决
定在全国进行馆藏一级品的巡回鉴定，即在各省市文物部
门已经认定的一级藏品基础上，组织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委员组成的专家组再次确认，最终结果进入国家档案。这
一工作，从1991年开始持续至1999年基本结束，历时8年。
当时专家组中有许多文物界的前辈，如北京市文物局的孙
会元、苏州文物商店的张永昌等，朱老也是其中一位，而我
是最年轻的，用杨伯达的话说，是儿童团。1991年春，河南
省成为这项工作最先开展的试点，初期为综合组，各类文物
大家一起看，然后各自发表意见。在河南境内，大家同坐在
一辆面包车上，路况不太好，坎坷不平，颠簸时头部常常会
撞到车顶，但我们一路还是欢声笑语。朱老说，我们这是在
周游列国。

从第二个省开始，为提高效率把一级品巡回分成了
三个组。即陶瓷、青铜与玉杂，朱老在玉杂组。虽然这样
工作加快了进度，但每个人看到的文物却少了。我私下
和朱老说：“您老若看见什么好宝贝告诉我一声。”朱老
应声答应，还笑对旁边的人说，华莎是个饕餮。果然，之后
每逢玉杂组遇到稀有珍品，朱老总是派身边年轻同志来
叫我，我就悄悄地站在他老身后过眼瘾，不明白的下来求
教，朱老总是一一告知，我把这些话都记在了笔记本上，
一直珍藏着。

朱老的风趣幽默，寓教于乐，也随时发生。
在某文物大省，一级品巡回组的领队是个刚刚毕业的

研究生，小伙子高高的个子，英俊潇洒，年轻气盛。一次，一
站看完，大家陆续上车，刚刚坐定，领队上来了，冲着老先生
们喊：“人都到齐了吗？”大家默不作声。瞬间，没想到朱老
站起来，双腿并拢，“啪”一个立正：“报告长官，人都到齐
了。”全车人哄堂大笑。现在当年的小领队已是一方考古界
的领导，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此事，此事是否会影响他人生
的轨迹？

在巡回鉴定工作之余，有一天晚饭后组织大家去看演
出。在剧场落座后，有人来告知：“省领导要接见你们。”此时
没人站起，也没人吭声。来人再次问：“你们不想让领导接见
吗？”朱老应答：“我们想看戏。”

朱老总戴着一顶折沿帽，而这顶帽子却经常被他忘在
诸葛武侯祠或岳飞庙等处。当拾到帽子的同志赶来递上时，
他就呵呵笑道：“这是天意，让我向先贤致敬。”

朱老病重，我登门看望。朱老见我笑呵呵地说：“哟，华
莎满面春风，我猜一定是有喜事儿告诉我吧。”记得那是朱
老去世前一个多月时，相逢谈笑甚欢，毫无病容。当时我正
要出远门，约定回来再来看望他老人家。记得那次是去古巴
出差，我特意在当地买了上好的雪茄，准备回来送给朱老，
没想到回来却只能祭拜在老人家的遗像前了。

如今我又到了朱老曾工作过的院落，不时能感到他的
身影。春天梨花满枝头，我想朱老一定曾在树下抬头赏花
吧。夏天中院摆满盆景，连启说，他曾和朱老一起为它们
浇水。走过北房，朱老曾经的办公室，就想起有一次紫禁
城出版社在南院卖打折的书，我闻讯来买了一大堆，一次
拉不走就暂存在朱老办公室的外间，请他老人家帮我看
管。他老乐呵呵地答应：“放心吧，我帮你看着。”现在已物
是人非，但站在这里，我还常常能感受到朱老爽朗的笑
声，慈祥的面容。

三月廿八日，荣声伉俪偕淑梅和我，由
贤侄王晓驾车赴北京师范大学刘府看望家
和先生。大学期间，先生教授我们世界史，
印象深刻。先生治学严谨，学养深厚，对中
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著作等身，在学界有
极高声誉。

先生年届九十有七，可称百岁老人，执
教七十余载，桃李满天下。谈话中先生称我
们为兄弟，其谦谦之风，令人感佩！在下不
揣谫陋，献小诗四首，致敬先生。

一
鹤发童颜刘先生
耳聪目明谈锋雄
谦称吾儕为兄弟
细说当年师生情

二
坐拥书城百岁翁
教学科研并峙隆
著作等身通今古
中外融汇立顶峰

三
英人来访谆谆教
赴美讲学教谆谆
家有弟子千千万
继往开来传火薪

四
学术大师不老翁
史壇尽显开创功
丰碑矗立千秋在
山高水长日月明

二〇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龙者，神物也，龙乃中华之图腾，吾辈皆为
龙子龙孙也。作为龙的传人，要有龙
的精神，龙的气魄，在吉安市博物馆
里有一盏照亮人精神的九龙灯。

九龙灯是吉安独具地方特色的一
种古灯，由龙、宝剑和书箱组成，在龙形
的支架上错落有致地放置着九盏清油灯，中
间竖着一把宝剑，直插底座书箱，龙象征兴旺发达，
宝剑素有君子之德，而书箱则是知识的象征，寓意“书剑
安邦，文韬武略”。九龙灯旧时多为书院、祠堂中之灯
具，灯者，火也；火者，光也；灯亮处，光明也。这盏
吉安百姓心中的神灯，见证着自古以来
庐陵大地上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优
良传统。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秦统一中
国，分三十六郡而治，庐陵县列其一。三国
时升县为郡，隋至宋代改称吉州，元代称吉安路，
明、清两朝称吉安府，现为设区市。

千百年来，庐陵一直是江西中部重镇，素有“江南望
郡”“金庐陵”“文章节义之邦”“理学之邦”的美誉，
流传着“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
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民谣，“兄状
元，弟宰相”“父进士，子翰林”“三代同
科”“兄弟连科”等科举佳话世代相传。历史
上有欧阳修、周必大、杨士奇、杨万里、文天
祥、邓光荐、刘辰翁、罗泌、解缙、邹守
益、罗洪先、罗钦顺、刘绎、彭时、彭华、
陈嘉谟等历史文化名人和胡铨、杨邦
乂、欧阳珣、刘球、周天骥等忠君爱国的
志士仁人。从唐朝开科取士以来，先后
涌现了 17 位状元、16 位榜眼、16 位探
花、3000 名进士（仅明朝一代的进士就近千人），明建文
二年（1400）和永乐二年（1404）囊括鼎甲，因而明朝一代
有“无庐陵不成衙门”之说。

此外，禅宗七祖行思在青原山开辟道场，武功山、玉笥
山、南山清水岩为道教圣地，儒释道三味濡沫，千年相延，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凭借我国南北黄金水运的大动
脉赣江之滨的地理位置，杜审言、颜真卿、程颢、程颐、苏轼、
黄庭坚、辛弃疾、江万里、王阳明、施润章等文化名人，或绾
铜章而为官讲学，或挟东箭而游历庐陵。这些历史文化名人
的足迹遍布庐陵，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谱写了灿烂
的庐陵文化。

庐陵文化是宋明以来在古庐陵郡范围内出现的，地域

特色鲜明。它以楚越文化为源头，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经
与中原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以阐扬理学为主导，崇尚
诗书，遵循礼教，文章节义并重的特质，并且渗透在诸
多领域，已经深深植根于百姓心中，化为社会生活习
俗。其内涵博大精深、其精神刚正义烈、其地位独树一

帜，历来倍受专家学者推崇。有史学家指出，研究
东方历史文化离不开中国和印度，研究中国历

史文化重在唐、宋、明，研究宋、明历史文
化离不开庐陵。

2022年，吉安市政府坚持“文化振兴、
城市更新、旅游出新”，打造后河·梦回庐陵

景区项目，以“梦回庐陵”为主题，以桥为引，以船为
媒，以“沉浸式光影夜游”为主线，将后河打造成为一条梦

幻的庐陵文化长河，让游客“船行诗画里，梦游两千
年”。景区匠心还原庐陵盛世，萃取了庐陵文化精

髓，借助多种高科技光影手段，将庐陵文化融
入实景演艺，设置了“九鲤化龙”“大唐

歌飞”“山水诗境”“十七状元”“节义
文章”“朗朗书声”“雨过天晴”“凤舞

庐陵”八大光影场景，讲述自先秦、唐
宋、明清再到现代吉安的动人故事，旨在

打造出 5.5公里的沉浸式人文夜游体验，呈现
一场富有创意和视觉冲击力的光影盛宴。景

区融入吉安市中心城区生态休闲旅游圈、大
井冈旅游圈，成为展示庐陵文化的“活”历史
图、旅游资源集聚的文化旅游区、市民观光休
闲的生态休闲区，让庐陵文化动起来、活起
来，看得见、摸得着，焕发庐陵文化新光彩。

与此同时，在后河景区的中心位置规划
设计，把九龙灯以艺术再造之形式，使其走出博
物馆，成为庐陵新文化地标，在吉安后河景区的

爱琴岛上龙头高昂。
艺术造型的九龙灯气宇轩昂，通体用非遗技艺錾刻手

法，全紫铜打造，剑首、剑柄、剑身以及书箱底座参考古青铜
器纹饰，采用全身纹饰，尽显江南青铜王国特色。它高 33.17
米，其间之用意：第一个“3”指吉安有 3000 名进士，第二个

“3”指吉安有300座书院，而“17”则指吉安有17个状元；基座
高4.7米，寓意吉安历史上殿试三甲47人。龙头向东偏北，对
应着文昌星位，表达了文教昌盛又兼具紫气东来、风调雨顺
的美好祝愿；九灯煌煌，象征着庐陵子弟志存高远，节节登
高，也寓意庐陵子弟家国情怀，开放争先。吉安人承载着典
雅高贵的庐陵古风、刚正义烈的气节丹心，依然会是岁月长
河中生生不息的中流砥柱。

怀念朱家溍先生
二三事

陈华莎

诗二首
刘家和

一
云淡风轻日，惠然旧雨来。
契阔谈䜩际，相与乐花开。

二
群季皆俊秀，我生独不才。
秃发搔更短，忘事常须猜。

致敬刘家和先生
马自树

题辞
彭卿云

好诗佳作，情意深浓。
百岁師长，文质双宏。
大师百岁，泰山可崇。

博物馆里的九龙灯
钟平 钟阳春

海战奇迹的“诉说者”
——《张玉华将军海南岛战役工作笔记》

麦静月

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
斗的壮丽篇章，每一件文物都具有其特
定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红色记忆，都承
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保护好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讲好红色故事，深化拓展革
命文物教育功能，让红色文物活起来，红
色基因才能更好地代代相传。

红色文物——热血沸腾的触碰
红色文物蕴含的精神力量承载了中华
文化的优秀基因，代表着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每一件革命文物都凝聚着中国革
命先烈伟大的遗志，其背后都有一段感
人的故事。近年来，在海南省博物馆策
划的红色主题展中有一件革命文物，它
记录并见证了解放海南岛的全过程。这
是一本袖珍的工作笔记本，其主人是时
任第四野战军 40 军 118 师政委兼机帆
船修造厂政委张玉华，他曾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所在的师
团创造了第一个加强（先锋）营和第一个加强团渡海成功登
岛并以“木帆船战胜铁军舰”的战争史上的奇迹。小小的笔记
本翔实记录了当年创造“木帆船战胜铁军舰”渡海作战的奇
迹密码。笔记本里的文字既是解放海南岛的记忆，也是解放
海南岛的见证，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
光荣历史。

红色记忆——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 1949年 12月，随
着中南大陆全部解放，国民党一部分残部逃到海南岛，以薛岳
为总司令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在海口成立，并在包括琼州海
峡在内的海南岛构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环岛海、陆、空立体
防御体系——“伯陵防线”，企图凭海据守，将海南岛作为反攻
大陆的跳板。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
策，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十二兵团的40军和十五兵团的
43军组成渡海作战兵团，肩负起解放海南岛的任务。

1950 年初，韩先楚在 40 军召开的党委会上做出指示：
“对部队要强调加紧做好战备工作，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 3
月完成。渡海登陆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为了尽快解
放海南岛，渡海作战兵团展开积极的战前准备工作，战士
们以海为操场，以船为课堂，克服各种困难，苦练海上航行
技术、登陆作战训练，这支来自东北英勇善战的“陆上猛
虎”逐渐练就成为南海“水上蛟龙”，“陆军海战队”就此诞
生。同时，征集、整修、改装木帆船，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备
战，在华南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由第 40军 118师 352团组成
的加强营，于 1950 年 3 月 5 日从雷州半岛西南徐闻县的灯
楼角启航潜渡，首渡天险的“木帆船”“土炮艇”，在有着“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精神的琼崖纵队的有力接应下，冲过敌
人的飞机和军舰，于 3 月 6 日在海南岛西侧的儋县白马井
成功登陆，“伯陵防线”首次被突破，第一次潜渡成功登陆
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随着第43军128师383团渡海先锋营和第40军118师、
第43军127师两个加强团先后潜渡成功登岛，打开了解放海
南岛的胜利之路，人民解放军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全面进攻的号角在1950年4月16日吹响，渡海作战兵团千帆
竞渡继续突破围截强渡，勇猛登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纵深挺
进，经过10多天的激战，最终于5月1日解放海南岛全境。

海战密码——揭开海南历史新纪元 海南省博物馆馆
藏《张玉华将军海南岛战役工作笔记》，长9.6厘米，宽6.6厘

米，厚 0.3 厘米。该笔记本为中国广东
生产，封面和封底均保存完好，脊背有
破裂、脱皮，内页有些泛黄，共有31页，
每一页都布满文字记录，有的字被水
渍晕开已经模糊。

这本袖珍笔记本是张玉华在 1950
年 3 月至 1950 年 5 月（即海南岛战役
潜渡登岛到解放全岛）期间的工作记
录，小小的工作笔记里记满了解放海
南岛战役的“密码”，如今呈现在公众
面前，笔记里亲切的字迹向我们讲述
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也为我们解
锁了“小木船战胜铁军舰”渡海作战奇
迹的密码。

笔记里记录了海南岛战役在准备
工作中的许多具体事项，有渡海作战
兵团团营级干部人员名单、韩先楚的
作战指示，还有船只数量及分配、船只
数据与改造技术攻关、人员待遇等。
1950年1月，张玉华由第40军第119师

政治部主任调任至第118师任政治委员，笔记中记录了他抄
录的所在第118师所有团营级干部的名册，有韩先楚对加强
营潜渡成功登岛后，3月8日做的指示和4月2日军会议、4月
4日师委大会内容，以及 4月 6日 53团委召开大会的内容与
渡海作战指示。当时张玉华还兼任机帆船修造厂政委，因此
笔记中也记录了机帆船修造厂的一些日常。如渡海船只的数
量，各团船只分配情况具体到大船多少，小船多少、机帆船多
少和舵手、水手、领航人数等，有改造船只工人的待遇、注意事
项以及部分改装船的原始数据，如马力多大、用油量多少、桨
动时间、角度多少、航速多少等。此外，还翔实记录了渡海作战
兵团开展的技术攻关，提高木帆船航海作战能力的细节：战士
们将美式卡车的发动机拆下安装到木台（船）上，船的速度就
变快了。木船装了火炮就成了“土炮艇”，船上加强麻包工事，
防撞能力就增强了等等。

张玉华将军留存的这本泛黄、老旧的工作笔记，让我们
对解放海南岛战役期间第 40军人员建制，为渡海作战兵团
登岛而成立的机帆船修造厂赶修、改装木船和船只数量，具
体到各团船只分配的数量、船的优缺点，装备情况等都有所
了解，因此也反映出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
克服重重困难，以简陋的装备战胜国民党军海陆空立体防
御作战体系的英勇事迹。这个笔记本见证了渡海作战兵团
在缺乏海军、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以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
为渡海作战工具，勇于向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

“伯陵防线”发起进攻，“木船战胜现代化军舰”的奇迹，在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也揭开了海南
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铭记历史——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让历史说话，与历史对话，探
究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筑牢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解放海南岛战役距今已有 70 余载，战争的硝
烟已飘散远去，这些保存完好、留存至今的革命文物蕴含
着可贵的革命奋斗精神和历史价值，革命文物的故事引发
观众共鸣，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

（本文是海南省旅游文化广电体育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学研究项目《博物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红色展览策展
人的角色担当研究》项目批准号：HNLW(YB)22-03课题成
果之一 作者单位：海南省博物馆）

咸阳博物院藏汉代龙首提梁铜鋞
李云

咸阳博物院藏有一汉代三足提梁
筒形器（图 1），高 17.8 厘米，口径 11.9
厘米。据博物院文物台账记录采集于
咸阳市教师进修学校（现为咸阳师范
学院），位于今天陕西咸阳文林路上的
咸阳师范学院东侧。器身圆直筒形，子
口，盖轶。腹和底沿有一道宽凸弦纹。
器身两侧有耳，耳上有环，通过两个

“8”字形环扣连接提梁，提梁两端为龙
首，底部有三只小蹄形足。

类似形制的器物在多地发掘出土，有陶器和青铜器。
考古工作者曾一度对这类器物有不同的命名，有提梁卣、
提梁樽、酒樽、提梁奁、奁形器、三足提梁筒形器等。咸阳博
物院收藏的这件筒形器形制虽与直筒形温酒樽类似，但更
瘦高，与矮胖的温酒樽区别明显；与卣类似，但卣多为敛口
圆腹圈足，直筒形卣数量较少，且出土的直筒形卣均为平
底无足，纹饰繁复，高度一般超过 33 厘米，口径超过 13 厘
米，明显大于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这件筒形器；此外，周人禁
酒，西周开始，酒器的数量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食
器；而奁是放置化妆用品的器具，器型也为矮胖形，从功用
和形制上都与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这件筒形器大相径庭。综
上所述，这件筒形器是不同于卣、樽、奁的另外一种器具。

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23年8月22日入藏一件类似的筒
形器，器身刻铭文自称为铜鋞：“河平元年供工昌造铜鋞，容
二斗，重十四斤四两，护武、啬夫昌主，右丞谭、令谭省。”由
此推断，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三足提梁筒形器为“鋞”。

《说文·金部》：“鋞，温器也，圆直上。”“圆直上”正是这种
筒形器形制上的主要特点。咸阳马泉西汉墓也出土了一件铜
鋞，器内“有液体凝固痕迹”；辽宁抚顺刘尔屯西汉墓出土的
一件铜鋞“内盛禽骨”；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一件铜鋞其内盛
有鸡骨和汤羹，说明鋞很可能是盛放汤羹的保温器具。铜鋞
体量小，提梁便于提取和移动，子母口盖子可防止汤羹外洒，
小口径、深腹、三足将器底悬空，有利于保温。它与我们今天
的保温桶功能类似。

宁夏固原县一处沟崖出土的铜鋞，与咸阳博物院这件铜
鋞形制相同，考古工作者依据一同出土的其他器物，将其定
为秦代器物。甘肃镇原县博物馆藏有一件秦代提梁卣（图
2），其提梁与咸阳博物院藏的这件铜鋞提梁相同。陕西历史
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铜鋞（图3），其上的蟠螭纹为典型的战国
纹饰。所以，这种龙首提梁铜鋞有可能最早出现于秦代，汉代
开始流行。

秦汉时期的铜鋞，形制上无太大区别，大部分通高
17.6 至 28.8 厘米，口径 10.5 至 14 厘米，直筒形，子母口，带
盖，盖上有纽连环，带龙首提梁或无龙首的提链，腰饰凸弦
纹，三蹄足。

卣和鋞或许存在着演变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鋞
被称作卣的原因之一。在形制上从圆腹演变为直筒，在功能
上从酒器演变为食器。西周部分青铜卣（图4）在提梁上装饰
有牛头，牛头在提梁卣上的位置与龙首在提梁铜鋞上的位置
相同，由此可以大致推测从西周青铜卣到秦代龙首提梁铜
卣，再到龙首提梁铜鋞的演变过程。

秦人崇尚水德，因此秦人在很多器物上融入了龙的形
象，汉代将龙的形象进一步发展，用于玉佩、玉璧、铜镜、砖
瓦、画像石等。龙的形象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并成为中华
文化重要的精神载体和一脉相承的文化符号。

图1 图2 图3 图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