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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作为重庆母城，浓缩着山城、江城、不
夜城的精华，积淀和孕育了重庆的人文底蕴，其
丰富的历史建筑和文物资源是母城的“根”和

“源”，更是重庆重要的城市名片。有这样一个集
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致力于渝中区文物
资源的发掘和保护，风风雨雨三十余载，披肝沥
胆坚守一线，这就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先进集
体——渝中区文管所。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中，渝中区文管所再次扛起使命担当，作为全国
13个试点县（区）之一，先行先试、总结经验，是
全国试点工作中坚力量。

1987—1999：
在“二普”中起步，从无到有，开疆辟土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文
物普查工作，这次普查比第一次规模更大，“二
普”结束后全国共报告文物40多万处，比“一普”
的结果翻了几十倍。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公布了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和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
一大批文物保护管理所在“二普”期间逐步建立，
成为日后文物保护工作的坚实堡垒与战斗尖兵，
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就是其中之一。

1987年，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其最
初名称为“重庆市市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老同
志“戏称”这是一个“三无”单位——无办公场所、
无独立经费、无专门人员，在文化馆“加挂牌子、
合署办公”，由文化馆1名同志“兼顾”文物工作。
虽然如此，但依然是渝中区文物工作里程碑般的
大事，至此渝中区有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也为
日后渝中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孕育了最初的
土壤。

1997年 1月，文管所从文化馆分离，迁至人
民公园 3号，从图书馆调来 1名干部——时年 43
岁的老所长、老专家达应建，开始“独立办公”，文
物保护工作逐步正规化。那时的文管所，就达应
建一人，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一堆“二普”档
案纸，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环境中，筚路蓝缕投
入文物保护事业。

1997年 6月，文管所迎来新人，徐晓渝退伍
后来到渝中区文管所工作。这个当时只有 22岁

的热血青年，第一天上班心就凉了：“大夏天电扇
都没有……”，但后来的他扎根文物工作，一干将
近30年，从普查队员到业务骨干再到副所长、所
长，已成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工作的中坚力量、研
究馆员。两年后的1999年，又一名退伍军人胡征
来到渝中区文管所。至此，渝中区文管所从“没有
人”到“3个人”，文物保护“土壤”中的“种子”发
出了新芽。

2007—2011：
在“三普”中成长，5个人的普查队，砥砺深耕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始于 2007年 4月，止
于 2011年 12月，用时近五年。相比“二普”以来，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各方面工作条件有了较大
幅度的提高，工作队伍也从“一普”“二普”的地方
文物工作者和当地干部群众，增加了文博专业人
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可以说，第三次文物普查，是
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重大机遇，基层文保机构得
以壮大、发展。“2008年，三普工作全面铺开，我们
所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历史
专业的唐嵩，考入我们单位。”渝中区文管所所长
徐晓渝介绍，2008年至2009年，渝中区文管所增
加了2名工作人员，文物工作队伍也由3人变为5
人。关于“三普”，有着十年工作经验的徐晓渝和
胡征已经能独当一面，“‘三普’要做的第一件事
情是梳理‘二普’基础资料，然后就是查阅档案、
地方志书、史书，根据史实找线索。”在线上阅读
还不普及的年代，为了寻找新线索、核实新发现，
地方志办、档案馆便是他们长期的驻地，一待就
是两三天。

普查期间，他们用脚步丈量渝中区的每一寸
土地，甄别文物线索百余条、访问群众数百人、踏
勘文物建筑几百处、拍摄照片3000余张、查阅文
献、档案若干，并按相关要求对 12个街道，76个
社区的文物进行建档、登记、数据录入。

通过“三普”调查新发现文物117处，其中重
要新发现 33处。在普查基础上，出版了《渝中文
物史话》《渝中抗战文化史话》《永远丰碑》等书
籍，还制作有《市民身边的博物馆》《重庆十大文
物新发现》系列宣传专题片。

在他们眼里，“三普”过程中最困难的经历既
不是在 40多度酷暑中开展野外调查的暴晒，也
不是在山城爬坡上坎“特种兵”式高强度的暴走。

“最难的不仅仅是普查，还要思考落实抢救和保
护。”2009年正值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大规模的
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

新挑战。为切实走出这一困境，在市文广局的支
持下，渝中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危旧房
改造中文物保护的意见》，并增加区文广新局作
为渝中区危改工程指挥部成员单位，设立文物保
护处。时任区文广新局局长曾君岳同志任处长；
达应建同志同年退休，因文物工作需要，返聘担
任文物保护处工作组长；徐晓渝同志任主持工作
的副所长，他们发挥特长，落实文物抢救保护
工作。

“三普”过程中，渝中区抢救性保护了大坪七
牌坊碑林、白象街片区等文物，并对其进行妥善
保护。其中，最典型的是解放西路改造过程中发
现的老鼓楼衙署遗址。2011年入选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入选 2012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23年，包括老鼓楼衙署遗址在内的“川
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列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24年：
在“四普”中前行，30余人的普查队伍，应保尽保

今年3月，作为国家文物局指定的13个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县（区）之一，渝中区以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试点内容，严格按照
新要求、新标准、新系统开展普查试点工作。目
前，试点工作已全面结束，对比“三普”“四普”之
间的变化，徐晓渝说：“‘四普’对普查工作专业性
的重视程度再次提高了，工作力量更加壮大，阵
容堪称‘豪华’，区‘四普’工作队由‘三普’的5人
增加到了 30余人，专业也不局限于文博相关专
业，还包括了信息技术、新闻传播等专业。”吸纳
包括文物行政部门、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
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等专业技术力量，更为专业、科学和高效地
开展工作。

胡征表示，“四普”信息采集手段的科技化、
数字化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比

“二普”“三普”“四普”的数据整理工作，从最基础
的填写表格、测量、摄影、速写和拓片，到GPS信
息采集、影像信息采集、计算机信息录入，几次普
查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的发展和变化，体现的是几
十年来国家科技的进步和文物工作专业化、规范
化、标准化的成果。

唐嵩介绍，为持续提高市民的积极性，营造
普查良好氛围，渝中区文管所在四普试点期间制
作宣传横幅 16条，海报 100张，在街道、社区、群

众中广泛开展普查宣传，鼓励社会参与“四普”工
作。希望借助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契机，进一步
增强全社会主动保护文物的意识，构建全社会齐
抓共管的文物工作格局。

让三位所长倍感欣慰的是，“四普”较“三普”
各方面条件有了全方位的提升，“应保尽保”的目
标和愿景有了坚强的保障。随着我国文物事业不
断发展，每一次普查不断细化的标准丰富了文物
内涵，也不断完善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多
年的工作经验启发了渝中区文管所“四普”工作
思路，他们认为对照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和

“具有时代特征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典型性”的
特点，渝中区老地标建筑物“重庆广播电视发射
塔”以及部分“网红”新地标建筑物，也应该考虑
纳入普查范围。他们表示，在接下来的普查工作
中将重点关注这一类型，并结合渝中区实际，做
到“应保尽保”，让更多有价值的文物被认定、登
记、保护，健全渝中区历史文化脉络。

徐晓渝感叹，时不我待，“四普”可能是他参
与的最后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但“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必须一茬接着一茬干。”言语间，
表达了对新一代的文物工作者的希冀，希望他们
不负时代、不负使命肩负起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
责任与担当。就新一代文物工作者如何开展“四
普”工作，三位所长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要坚持

“五多”，多走、多问、多看、多查、多写；二要坚持
“三学”，学深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学实本地区的
文物底数、学透普查精神；三要坚持“三下沉”，下
沉到一线、下沉到社区、下沉到群众，要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形成国家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工作格局。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重庆市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第一阶段工作已圆满结束，顺利转入
第二阶段工作，文物工作者当以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引领，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姿态，沉心静气
深入一线，全面开展实地调查，努力交出重庆

“四普”高分报表，为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任福鑫/执笔 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供图）

山东省微山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方
2009 年微山夏镇街道宋墓内出土的长方
形东汉石椁板，其画像不但刻画精致，而
且配有人物榜题；榜题的出现，对于椁板
画像的信仰构成乃至许多汉墓画像解读
和汉代旧道教史之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兹略为考证。

该椁板（图 1）系被宋人二次使用作为
其墓的东侧板。椁板青石质，长 250 厘米，
高77.5厘米，厚16厘米。整体画面由三栏构
成，三栏之间和四边，皆刻以粗线菱形纹作
为界格；内侧各凿凹槽，以便插入挡板。右
上方边缘处略有破损，画像部分保存完好，
雕刻精美，纹饰丰富，人物和器物画面上，
均以繁密点纹装饰。

中栏是该椁板的主要内容所在。画面
刻一座斜山式两层楼阁，屋檐下饰连弧形
垂帐纹。左有楼梯上下相通，梯下有一大
缸。二楼厅堂外面左右两旁各生一树，干枝
弯曲顺斜山通向屋脊，两树相互对称。左侧
树下一人跪侍，右侧树下一人拱手躬身而

侍。主厅内左侧，
一大人物凭几端
坐，美须髯，表情
严肃，为本栏空
间的中心人物，
其 右 后 刻 一 酒
樽，右侧跪侍一
人，身体前倾，双

手捧盘呈上，盘上有杯；厅内右部另有两人
席地跽坐博戏，二人之间设有六博棋盘，盘
下有六筹，一人美须髯，双手抱于胸前，凝
视棋盘，一人挽袖、高抬手臂作下棋状，看
似胸有成竹，两人中间亦设一酒樽。此二人
当系凭几端坐大人物之下属。下层左右立
柱各拴一马，马前设有马槽，两马均在低头
吃草，左为公马，右为母马；下层中间有四
人，左侧一人手持肉串在登梯上楼，其后二
人抬一大壶欲登楼梯；右侧一人站立，戴进
贤冠，手持笏板，当系本厅堂主事之官。

左栏刻重檐双阙，左右阙身上，各斜插
一似戟兵器，工整对称，当为仪卫之具；一
层左右阙檐上，对称各站一鸟，左阙檐上站
一大鸟，鸟腿粗壮，作回头状；双阙下正中，
一人双手拥盾正立，胸前佩一长剑，身着长
袍，头戴武弁大冠，美须，当为“天门”的“门
亭长”；左右阙外侧两旁各有一人相向而
立，皆身着长袍，右边人戴武冠，左边人头
戴进贤冠；其中，左边人头后方出现竖刻榜
题“二千石”三字（图2）。

石椁画像中出现的榜题“二千石”之
官，即各种墓葬文书、镇墓器物以及道经文
献中所见的“地下二千石”，其性质为冥界
神祇。

汉墓“地下二千石”是汉家官制在冥界
的映射。相对较为重要的资料是山东长清
东汉孝堂山石祠后壁下部左起第三车“二
千石”榜题人物乘车画像（图 3），其榜题所

指应即车内乘坐的大人物。尽管如此，这幅
画像仍不及微山这方石椁板画像提供的空
间信息之丰富：椁板上榜题“二千石”之官
和魂门亭长等画像表明，通过双阙所代表
的“魂门”前往拜谒那个凭几正坐的大神，
死者将获得神仙之资。而且从这幅石椁板
画像构成可以看出，在东汉墓葬所涉及的
叠床架屋的冥界鬼官繁琐体系中，对于死
者而言，魂门亭长和地下二千石，应是其中
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浙江余姚东汉墓砖“葬庚地，位公侯，
传送下二千石”铭文（图 4左），再次印证了

“地下二千石”在各地汉墓信仰中的重要地
位；德清汉墓所见“传送下土印绶”铭文砖
（图 4 右），更直接表示死者乃获“印绶”而
成高官（仙官）——按汉代高官有印有绶，
如相国、丞相之官所佩为“金印紫绶”。这些
都可看作是汉代道教在墓葬仪式中传送给

“下二千石”的“如律令”之指令。
微山椁板画像中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方

面，是其三部分空间的建筑配置：左栏双阙
及严整的门亭长形象——汉代诸宫门司马
（公车司马令）之官的地下映射——表示此
处为宫室之门（魂门），绝非一般臣民之门
户；中栏大型楼阁、各种属官侍郎之配置，
及其内凭几端坐人物，表示此乃君王所在
的神宫；右栏楼台及其内戴进贤冠的厨官
（“厨监”）监管庖厨之场景，则表明此处乃
是宫室后部“天厨”之所在。《道书援神契》
云：“古者王侯之居皆曰宫，城门之两旁高
楼谓之观。”在有限的椁板画像里，从冥界
到天上均须表达，故可理解其“阙”乃是为
死者在地下“太阴”世界所设的“天门”象征
符号，是通天的中介。

“二千石”的出现有其汉代道教的思想
背景。《太平经》曰：“天君教出告大神卿相
中二千石文书，群僚在职之神，务尽其忠，
务尽其行，上称天君之心。天君与诸师化
之，当得升度者就而正。各使成神，光景随
其尊卑，所化之神，皆随有职位次第官属。
天君敕大神常化成之。人各自度量，志意日
高，贪慕上升。其化生光耀，日中所见，洞彻
正神，相随浮游八表。观天所施为，知其动
摇，各从其宜。”从这一文献可以看出“二千
石”在东汉“天君”之类神尊之侧的重要地
位，也是汉代各地所出朱书解注文本的共
同信仰基础所在。

微山“二千石”榜题画像石椁所呈现的
是汉代道教的一个重要侧面。通过各种出
土文物的内容归纳观察，可知“二千石”在
东汉冥界位处大神所主神宫的“魂门”双阙
处，与“魂门亭长”及其属官（宫门司马）一

起“值班”，听命于那位凭几端坐的大神，同
迎死者前往神宫拜谒大神而成仙。

既往所见汉墓资料和道经文献，多属
文本或平面性质的描述，不能提供鬼官

“二千石”在地下冥界机构中所处地位、
其与更高级别神祇在空间关系上的具象化
立体定位。微山这件椁板画像中，榜题

“二千石”人物在大神所主空间的出现，
为我们理解汉画系统内部的神祇秩位配
置、画像的宗教背景与思想内涵，提供了
重要的具象化依据。

虽然“二千石”官秩在汉朝之后不复使

用，然而汉墓所见的汉代道教“地下二千
石”等冥界鬼官及其相关仪式，在汉代以降
并未消失，而是在后世道教科仪中的冥界
神祇，得到长期不断的延续传承。因此，汉
代道教历经汉晋之变及六朝“清整道教”，
具体形态虽已难得而见，而汉墓画像则沉
积着汉人的信仰，借此吾辈乃得揭示汉代
道教的历史。

山东微山“二千石”榜题汉画像石椁小考
王蕾 白文明 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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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东微山县夏镇宋墓出土汉“二千石”榜题画像石椁板及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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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图3 孝堂山石祠后壁下部左起第三车“二千石”榜题画像

图4 浙江余姚“葬庚地，位公侯，传送下二
千石”及德清“传送下土印绶”汉墓铭文砖。(会
稽甓社编：《会稽甓萃》第一册，西泠印社出版
社，2013年，第27页、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