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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5月 19日，北京
大葆台遗址博物馆新馆开馆暨首展开幕
式举行，众多考古学界专家、文化学者、
媒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这
一重要时刻。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介
绍，汉代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繁荣发展
的关键时期，为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繁
荣昌盛奠定了坚实根基。北京大葆台遗
址的发现，让世人第一次看见“黄肠题
凑”的真容，司马迁笔下勃碣都会的幽燕
华章也得以再现。

据悉，“黄肠题凑”是西汉时期最高
等级的帝王葬制，由柏木芯制作的木枋
在棺椁外垒砌成环状墙体结构。其名
源自柏木的黄色木芯（“黄肠”）和木料
首端皆向内的叠垒方式（“题凑”），主要
应用于汉代帝王陵寝及特许的诸侯王、
重臣墓室。

大葆台遗址于 1974年 6月被发现，
是距今两千多年前西汉广阳顷王刘建
及其王后的墓葬。凭借最高等级的墓
葬形式“黄肠题凑”而蜚声海内外。它
是新中国第一座完整呈现“梓宫、便房、
黄肠题凑”葬制的西汉诸侯王墓考古发
现。1983年 12月，在大葆台遗址上建造
了国内首个汉代遗址类博物馆，博物馆
占地面积 23421平方米。2025年，北京
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完成全新改建，新馆
建筑面积 7600平方米，展陈面积 2800平
方米，包含基本陈列展厅和临时展厅。

记者了解到，新馆建筑设计遵循“整
体保护”与“最小干预”原则，一号墓被安
置在室内展厅，二号墓通过硬质铺装等
材质在室外地面再现墓室形制，金代水
井成为外庭院景观，封土堆融入绿化步
道，形成独特的参观流线。

开馆同时推出两大重磅展览。常
设展览“勃碣都会 幽燕华章——西汉
广阳国历史文化展”，依托大葆台西汉
广阳王陵的考古成果及文物资源，系统
阐释其文化内涵。展览以昭帝、宣帝时
期“勃碣都会”为展示核心，多角度展示
汉代幽燕地区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凸
显燕国、广阳国对汉代北京地区社会生
活、物质文化、思想信仰等诸多方面的
重要影响，传递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智

慧结晶。
展现狞厉之美与无限神秘感的鎏金

铜铺首，飞扬灵动的螭虎纹玉佩，璧与韘
巧妙结合的龙凤纹韘形佩，展现汉代舞
者“长袖”与“细腰”的玉舞人，彰显治世
之能的凤首玉觽……一件件珍贵文物展
现了西汉时期的艺术特色，彰显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
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
会主任白云翔表示，大葆台汉墓的发掘
翻开了北京地区汉代考古的全新一页，
从我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来说，大葆
台汉墓最重要的学术突破，是一号墓结
构复杂的大型木椁——“黄肠题凑”的
发现，由此真正揭开了“黄肠题凑”葬
制的神秘面纱，为西汉诸侯王墓葬制的
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是增强
历史信度、活化历史场景的一个突出实
例。希望大葆台遗址博物馆新馆在保
护、研究、阐释和孵化力度方面不断取
得新的成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

首个临时展览为“汉风轪华——马
王堆生活艺术特展”，马王堆汉墓被誉为
“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其出土文物不仅工艺精湛，更生动再现
了汉代贵族的生活图景。本次展览精选
珍贵文物及复原场景，从财富、饮食、服
饰、典籍四大维度，全方位展现西汉贵族
的精致生活与精神追求。

开幕式现场还举办了北京大葆台遗
址博物馆首批小小志愿者聘用仪式，螭
虎玉佩样式的胸针、铜铺首样式的冰箱
贴等文创产品也亮相开幕式现场。杨志
国介绍，博物馆将以此次开馆为新起点，
持续发挥文化传播功能，除了常设展览
外，还将持续举办各种汉代文物特展，致
力于打造成为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
心，为公众呈现汉代文明的独特魅力，推
动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博物馆于 5月 20日正式向公众开
放，开放时间为每日 9：00 至 17：00
（16：3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
日除外），基本陈列免费参观，临时特展
需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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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陈列“勃碣都会 幽燕华章——西汉广
阳国历史文化展”，依托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的
考古成果及文物资源，系统阐释其文化内涵。展
览以“勃碣都会”为展示核心，多角度展示汉代幽
燕地区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凸显燕国、广阳国
对汉代北京地区社会生活、物质文化、思想信仰
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传递中华民族薪火相传
的智慧结晶。

展览分为北土汉邦、长乐未央、题凑礼藏三
大部分。

序厅通过下沉式廊道空间设计，以西汉疆
域、广阳国变迁构建时空坐标系，结合考古发掘
影像，回顾广阳王陵的发现、发掘过程，实现宏观
历史场域与微观考古现场的双重叙事。引领观
众步入广阳王刘建所生活的武帝、昭帝、宣帝时
期，感受大汉盛世风采。
“北土汉邦”部分聚焦“绍封广阳”，利用出土

文物与历史文献，确证广阳王刘建的墓主身份，
梳理其生平及其家族关系，展示汉代诸侯王的政
治生涯。该部分以广阳王所处的武、昭、宣时代
为时间线索，以广阳国所在的汉代幽燕地区为空
间坐标，多维度呈现汉代国家治理的政治智慧。
“长乐未央”部分设“礼乐飨宴”“玉饰服章”

双主题，采用主题陈列的手法，精心设置复原场
景，让观众仿若穿越千年，身临其境地感受汉家
日常、衣食住行。广阳国所属的幽燕之地依山带
海，物产丰富，为农耕文明进步提供了条件。随
着手工业发展和贸易兴盛，蓟城成为两汉时期北
方地区的重要经济都会。在物质基础充裕与礼
乐文化兴盛的大背景下，该部分通过丰富的陈列
展示，生动描绘出汉代蓟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图景。
“题凑礼藏”部分深入解析“黄肠题凑”制度。

“黄肠题凑”作为“天子之制”，是西汉最高等级的
墓葬制度，广阳王陵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遵循
“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整体布局仿照地上宫殿形
制，不仅凝聚了西汉时期的建筑智慧，更是西汉
最高等级墓葬制度的实物典范，集中体现了汉代
礼制文明的核心内涵。

展览以恢宏的王陵实景与丰富的物质遗存，构
建起解读汉代文明的立体密码，再现了北京地区汉
代文明的璀璨图景。粟作农业的成熟体系彰显着
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高度；“黄肠题凑”、金缕玉衣、
礼乐器具、驷马高车等共同构建起完备的礼制体
系；工艺精湛的错金银器物、百炼成钢的铁器、温润
莹洁的玉器、镶嵌玛瑙松石的漆器及工艺繁复的纺
织遗物，全面见证了西汉手工业的卓越成就；祥禽
瑞兽纹饰跃然其间，羽人驭龙图像凌空欲飞，生动
诠释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祥瑞观念与羽化登仙的生
命哲思。广阳王陵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维度，立体
复现了汉代文明兼容并蓄的时代风貌。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祺瑶）5月 20日，全面改建的北
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迎来重张。7600平方米的建筑空间
内，汉韵尤浓。两项重磅展览“勃碣都会 幽燕华章——
西汉广阳国历史文化展”“汉风轪华——马王堆生活艺术
特展”同步开幕，“黄肠题凑”、辛追夫人的漆奁等凝结着
古人智慧的吉光片羽，唤醒沉睡两千多年的记忆，揭开两
座汉墓的神秘面纱。

汉墓住进“恒温恒湿”屋

大葆台遗址发现于 1974年，是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
其王后的墓葬，也是新中国第一座完整呈现“梓宫、便房、
黄肠题凑”葬制的西汉诸侯王墓。1983年，原址建成国内
首个汉代遗址类博物馆。经过改陈，这座博物馆重新对
观众开放。

新馆内外，汉风磅礴。
建筑外观是覆斗式造型，外立面纹理提取“黄肠题

凑”的柏木排列元素。考古发现的金代水井，被设计成
外庭院景观。封土堆融入了绿化步道，形成独特的参观
流线。

最亮眼的展品是汉墓——刘建的一号墓、其夫人的
二号墓。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介绍，新馆建
筑设计遵循“整体保护”与“最小干预”原则，一号墓就位
于展厅内，确保恒温恒湿环境。二号墓则通过硬质铺装
等材质在室外“重现”，观众可以了解墓室轮廓等信息。

200余件文物再现西汉文明

该馆设有基本陈列展厅和临时展厅，展陈面积达
2800平方米。观众参观常设展览“勃碣都会 幽燕华
章——西汉广阳国历史文化展”，要先穿过一段宛若
时光走廊的下沉廊道。

进入展厅，200余件文物按照“北土汉邦”“长乐未央”
“题凑礼藏”3个部分，配合光影数字动画等，勾勒出一幅汉
代文明画卷。

展览聚焦两千多年前的北京一带，多角度展示幽燕
地区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杨志国说，汉代信奉“事死如
事生”，厚葬之风盛行。观众从汉墓中出土的文物，就可
以窥探当时社会生活百态。鎏金铜铺首、玉舞人、象牙六
博棋子等出土文物，就是西汉王室生活细节的还原。

一号墓室内的“黄肠题凑”原状陈列令人震撼。杨志
国解读，柏木芯是黄色的，切割成长条状后，宛如一根根
黄色的肠子，故称“黄肠”。“题凑”则是把切割成长条状的
柏木条，端头向内码放在一起。这种椁室是秦汉时期流
行的一种特殊葬制，使用者主要是帝王及其妻妾。“此次
对文物本体进行了加固，并增补一些复制品，按照原形制
实现复原展示。”

“轪侯家”盛宴上桌

观众走进“轪侯家”，奢华感扑面而来。展厅还原了一
场“宴飨”，各种精美的漆绘陶鼎、云纹漆鼎、圆盒、漆案等
摆出。当年丰富的菜肴如今变成了鹿、牛、鸡、兔等各类动
物的骨骼，杨梅、红枣、梨子等果实的碳化遗迹等。

展板上详细列出了轪侯家的食谱：主食和糕点就有
10余种，还有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等
百余款菜肴。展柜里展出了一批竹笥木牌和食物遣策，
标记了“濯鸡”“腊兔”“鹿脯”等字样，反映了当时食品烹
调加工方法的多样化。

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等珍贵文物也亮相展厅，从侧
面展现了轪侯家粉黛罗绮、锦容丽裳、生活富足的一面。
专家介绍，彩绘双层九子漆奁是轪侯妻子辛追夫人的“梳
妆盒”，这些精美的文物映射出汉初农业、手工业的卓越
成就，反映了汉代贵族生活的闲情雅致。

“黄肠题凑”回望幽燕两千年

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重张

长24.6厘米，宽19.9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一号墓出土
铜质，鎏金。铺首为龙首造型，头戴博山冠，冠

饰以神木灵草。双角竖起，角端分叉，下有双耳，以卷
云纹装饰。面部特征鲜明，双目圆睁，眉毛上扬，面颊
微鼓，长鼻耸立，阔口大张，利齿毕现。背面有一长扁
平插钉，上有一孔，用于固定。铺首整体造型威猛粗
犷，雄浑有力，鎏金灿烂。铺首原有衔环，出土时长鼻
下方的圆环缺失。铺首是一种装饰构件，主要附着
于门户或器物上，通常以兽首衔环的形式出现。它
不仅给人一种狞厉之美与无限的神秘感，而且集装
饰与实用于一身，映射出西汉时期的文化风貌和社
会风尚。它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以其夸张与变形
的独特艺术风格，展现了西汉时期的艺术特色，彰显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长 8.9 厘米，直径 7.1 厘米，厚
0.5 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广阳
王陵二号墓出土

白玉质，玉色青白，局部有浅褐
色沁斑。整体呈扁平圆形。圆廓中
间透雕一盘曲螭虎；圆廓边缘阴刻两
圈弦纹，中间横刻双弧形纹；圆廓顶
部有一叶形穿孔，其下透雕两卷云状
分叉螭尾。螭虎细眉圆眼，直鼻阔
嘴，双耳外耸，独角长卷。面部立体
感强，鼻梁、额头及长角中部饰双弧
纹。四肢弯曲，强壮有力，背部饰脊
线。躯干有小翼。长尾飘逸卷曲，尾
端分叉作卷云状。以阴刻技法刻画
肢体细部，整体形象飞扬灵动。

外径 9.3 厘米，内径 4 厘米，厚 0.4 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一

号墓出土
白玉质，带有褐色沁斑。双面雕刻，圆

孔处上尖下圆，呈韘形，两侧透雕龙凤纹，
龙身蜿蜒，凤首高昂，栩栩如生。其上阴刻
云气纹，内外边缘处又雕弦纹一周，龙凤形
态纹样错落其间，更添美感。玉佩纹饰简
洁脱俗，内蕴变化，纹饰间巧妙组合，为研
究北京地区汉代出土玉器纹样提供了极有
价值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在外形
设计上，璧与韘的巧妙结合尤为引人注目，
这种独特的设计在韘形佩中极为罕见，是
已知汉代出土玉器中的孤品，对我国汉代
韘形佩的研究弥足珍贵，彰显了汉代工匠
精湛的玉雕技艺。

长 10.2 厘米，宽 3 厘米，厚 0.4 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一号墓出土
青玉质，温润有光泽，局部有褐色沁斑。呈弧形扁平状。

其纹饰以阴刻线刻画，线条通过方折回转，勾勒出抽象的龙
纹。这种独特的玉器纹饰被称为秦式龙纹，流行于春秋时期
秦国玉器之上。璜的顶端和左端各有一穿孔，为两面钻，便
于系绳佩戴。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之一，是一种形态差异较
大的半环形或半璧形玉器。这件龙纹玉璜纹饰细密繁缛，采
用阴刻线雕琢手法，讲究对称平衡，纹饰线条刚劲利落，装饰
华美，展现出勃勃生机。

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10件重点文物

鎏金铜铺首 螭虎纹玉佩 龙凤纹韘形佩 长 5.4 厘米，宽 2.6 厘米，厚 0.4 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

二号墓出土
白玉质。以透雕技法精心雕琢而成，

双面线刻舞人形象。舞人面庞清秀，身姿
修长，身着交领长裙，细腰束带，身姿微
侧，一臂高举，长袖越过头顶，另一臂轻触
腰际，形成卷云之姿。衣袖飘逸身侧，长
裙轻拂地面，宛如翩翩起舞。上下两端各
有一孔，便于穿系结缀佩戴，通常作为组
玉佩的一部分。此作巧妙刻画出轻舒广
袖、微折柳腰、长裙拂地的舞人形象，充分
展现了汉代舞者“长袖”与“细腰”的典型
特征。

直径 15.5 厘米，厚 0.6 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广阳王

陵一号墓出土
铜质。圆形，镜背正中置连峰纽。

圆形纽座，纽座上环绕四个乳钉和弧形
草叶纹，围以十六个内向连弧纹。镜缘
由内向的十六个连弧纹构成。主题纹
饰为星云纹，采用四分法布局，以一枚
乳钉及八片草叶划分为四区。区间内
由卷曲的云纹和凸起的星纹构成，云纹
变化多端，云纹之间连接有七颗星纹，
似云中星斗。

长 11.8～11.9 厘米，宽 2.4～2.5 厘米，
厚 0.4～0.5 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二
号墓出土

白玉质，色泽温润细腻。呈獠牙形，扁
平细长。透雕回首凤鸟，凤鸟身体弯曲，尾
部尖锐如锥，以阴刻线条刻画眼睛、羽毛等
细部，双面雕琢，雕工精巧，造型生动。玉觿
是汉代常见的一种佩玉，通常成对出现，大
小一致且造型纹饰相同。这一对玉觿，应为
组玉佩中的饰件。佩觿代表一个人具有解
决棘手问题的能力，有治烦决乱的寓意。因
此，帝王贵族们多爱佩戴玉觿，以此来彰显
自己的治世之能。

星云纹铜镜长 6.1 厘米，宽 4.6 厘米，厚
1.1 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
广阳王陵一号墓出土

玛瑙经过精心琢磨，光滑平
整，鸡血红花纹跃然其上，色彩
鲜艳夺目。纹理丰富，白色、红
色、褐色丝带交织缠绕，或宽如
带，或细如丝，自然天成，美轮美
奂，尽显高贵典雅之韵。玛瑙坚
硬的质地与绚丽的色彩交相辉
映，深受西汉贵族阶层的喜爱与
追捧。

口径21厘米，腹径37.2厘米，底径21厘米，
通高63.5厘米

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汉墓出土
泥质灰陶。侈口，平折沿，长束颈，溜肩，圆

鼓腹，折曲状高圈足，腹部两侧对称贴塑铺首衔
环。陶壶颈部环饰三角纹带，一部分三角空间
内勾勒云气纹，流云舒卷间似有仙气氤氲；另一
部分三角空间勾勒神兽面庞，神兽圆目阔鼻，形
成震慑之力。上腹部贴塑的兽面铺首衔环，更
强化了威严之感。肩、腹部各饰宽带纹一周，将
纹饰空间巧妙分割。宽带纹之间满布菱格纹，
其间以圆环纹、弧线纹错落填充，形成几何韵律
之美。下腹至圈足处未绘制纹饰。

长 3～3.1 厘米，宽 1.6～1.7 厘米，厚 1.3 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一号墓出土
象牙材质。六面长方体，棋子边缘阴刻直线为框，框内阴

刻龙虎图案。共出土八枚，其中四枚棋子的六面框内阴刻飞
龙，另外四枚阴刻奔虎，雕工精巧，形象生动。六博因其行棋
用六箸，故称六博。广阳王陵出土的六博棋子大小基本相同，
以龙虎图案区分对博双方。六博在汉代是风靡全国的一种娱
乐游戏，是一种文化象征和传统习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鸡血红缠丝玛瑙 彩绘云气纹陶壶 六博棋子

开放时间：每日9:00—17:00（16:3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预约方式：
1.基本陈列无需预约，免费向公众开放。
2.临时特展购票参观，详情请关注北京考古遗

址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参观地址：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北京市丰台

区郭公庄707号）

凤首玉觽

本次展览精选珍贵文物及复原场景，从财
富、饮食、服饰、典籍四大维度全方位展现西汉
贵族的精致生活与精神追求。

展览分为四大主题，展示西汉时期的生活
艺术。
“富贵无极”部分展示了轪侯家爵高禄厚，

侍者成群，堆金积玉，富贵无极，是江淮以南少
有的千金之家。虽以聂币、珠玑象征财富与珍
藏，但能让人想象到汉初盛世的华彩篇章。
“钟鸣鼎食”部分展示了轪侯家钟鼎宴飨，

食不厌精，器用精美，装饰华丽，传达出汉朝人

的审美意趣和艺术修养。美食配美器，宴饮有
乐舞，让人感受到汉代贵族飨宴的万千风华。
“衣被锦绣”部分展示了轪侯家粉黛罗

绮，锦容丽裳，优雅华贵，生活富足，体现了现
实生活与艺术品位紧密融合，映射出汉初农
业、手工业的卓越成就，反映了汉代贵族的闲
情雅致。
“简帛典藏”部分展示了轪侯家藏书丰盛，

哲学历史，天文历法，包罗万象，揭开了彼时人
们精神世界的一角，承载了汉初学术观念的活
跃，见证了思想文化的兼收并蓄。

跨越千年的西汉美学邀约

玉舞人

小贴士

马王堆生活艺术特展

龙纹玉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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