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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
鲁黎）四年前，湖北省博物馆根据网友
和专家投票，票选出十大“镇馆之
宝”——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郧
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曾
侯乙尊盘、云梦睡虎地秦简、虎座鸟架
鼓、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石家河玉人
像、崇阳铜鼓。即将于近日（2025年
元旦前后）开馆的省博北馆，竟展出了
这十大“镇馆之宝”的一半。

12月26日上午，开馆前的省博北
馆首次对媒体开放，记者随讲解员先
后走进位于北馆二楼、三楼、四楼的湖
北历史文化展、湖北近代风云展、湖北
现当代英杰展3个展厅，体验了北馆
展厅之大，仅湖北历史文化陈列展厅，
面积就达2000平方米，总展陈面积约
4300平方米。另一个感受是，珍贵文
物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一次参观根本
看不完，更消化不了。据记者了解，总
展陈文物达1.6万余件。

可亲见中国
“最早的家书”“最早的青铜鼓”

从二楼湖北历史文化陈列门口走
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用玻璃
罩保护展示的郧县人1号、2号头骨化
石原件。射灯照射下，两件头骨化石
和复制件、相貌复原件比起来，显得像
被压扁了一些。

1975年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
牙齿化石，1989年在郧县学堂梁子发
现第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现一具头骨化
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
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
整。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距今约
100万年，引起国际古人类学界广泛
关注，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物证。

郧县人1号、2号头骨化石后来藏
于湖北省博物馆，已多年未面世展出，
此次出现在省博北馆湖北通史展览的
首要位置，令现场参观者惊艳不已。

“这件‘镇馆之宝’，出土于天门石
家河文化遗址，距今4200至4000年，
其面庞写实，散发着威严与神秘气息，
展现了史前高超的琢玉技艺，这便是
石家河玉人像！”在新石器时代展区，
讲解员介绍，石家河玉人像也是省博
时隔多年后的首次展示，非常小巧精
致，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中华第一
凤”出自同一个遗址。

在秦汉时期展区，展出了云梦睡
虎地出土的黑夫家信木牍，和秦简《为
吏之道》《语书》《法律答问》。黑夫家
信木牍由两片木牍组成，是一封来自
秦朝的家书，主人公是名为“黑夫”与

“惊”的两兄弟。公元前225年，秦国
大将王翦与楚国战于淮阳，黑夫与惊
也在随行军士之列。行军途中，他们
给留守家中的大哥“衷”寄去了这封
信，汇报自己在前线打仗情况，自己在
前线缺衣少钱，希望家里能寄衣物
来。黑夫家信木牍被称为“中国最早
的家书”。

第四件“镇馆之宝”也堪称中国之
最，是我国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
鼓之一，1977年在崇阳县出土的商代
兽面纹青铜鼓，简称崇阳铜鼓。记者
看到，这件铜鼓造型奇特，鼓身下设四
足，通体饰阴刻的云雷纹，前后两面饰
饕餮纹，双眼圆睁，炯炯有神。据称目
前发现的商代铜鼓仅有两件，另一件

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
讲解员介绍，在北馆展陈的省博

第五件“镇馆之宝”，是武汉人熟悉的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因为武汉博物馆
也藏有一件相似度极高的元青花四爱
图梅瓶。此次北馆在三楼还设有馆藏
历代陶瓷展，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展陈
于这个展里。

首次亮相的文物
占比在一半以上

“省博是第一次设湖北通史展，用
文物展览和图文展示的方式，概述湖
北的历史大势和发展线索。”

在二楼湖北历史文化陈列门口，
湖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曾攀告诉记
者，此次北馆的新展分成三个部分：一
是湖北古代的文明，从百万年的人类
史，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二是近
代文物展，是从1840年到1919年的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武汉、宜
昌、沙市的开埠，张之洞在近代湖北和
近代华中地区的贡献，这个部分的核
心是辛亥首义；现当代部分，以人物为
中心，包括曾在湖北的党和国家领导
人、文化科技方面的精英，旨在通过人
物的方式来串联湖北现当代的主要大
事。“三个部分有机结合，也各有区别，
相对全面和完整地呈现湖北从古代到
当代的发展线索，也反映长江文明、荆
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
位。”

曾攀说，有众多已多年没有对外
展出过的文物，包括有以前展出比较
少的石家河玉器，盘龙城出土的文物，
从武当山传世下来的北宋的大型石
刻，这次通过湖北通史展这样一个集
中的方式来展现。首次亮相的文物，
占比应该在一半以上，尤其是近代文
物，因为省博多年来没有做过近代史
的通贯性的展览。近代史里很多珍贵
文物，除了少部分在2017年展出过，
大部分此次都是首次展出。

展出的近代重点文物有刘静庵画
像，宋教仁七言对联，李作栋勋位章、
证，孙中山题“诚仁医院”横幅等。当
代重点文物，比较珍贵的有董必武蓝
衫改制的婴儿服、李先念使用的怀表、
陈潭秋家书等。这些文物中许多都是
首次展出。

“如果说此次展览有特别值得推荐
给观众的文物，那就是我们馆的十大

‘镇馆之宝’，有一半都在北馆这次展览
中展出，像郧县人头骨化石、崇阳铜鼓、
石家河玉人像、云梦睡虎地秦简，北馆
还有一个专题瓷器展，里面有一件元青
花四爱图梅瓶，这样就做到了南、北馆
展陈的‘镇馆之宝’的相对均衡！”

曾攀表示，可能不少学生或外地
朋友，缺少对湖北历史的全面了解，可
以通过这个展览了解湖北这片土地的
来龙去脉。这次展览既体现省博馆藏
文物的特点，也能传播所藏文物的传
奇经历与价值。“策展特别有挑战性的
地方，可能在通史的叙事模式，我们要
做一个从百万年的人类史到当代的一
个展览，其实全国这样做通史展不是
太多，因为湖北三个历史阶段在叙事
手段、叙事方式、展览风格上都会有区
别，所以我们请专家帮我们把关，最后
采用这样一种三段式的方式，我认为
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记者万建辉 摄）

睡虎地秦简、石家河玉人像……

省博半数“镇馆之宝”亮相北馆

省博讲解员在北馆介绍“郧县人”1号、2号头骨化石原件。

石家河玉人像。商代兽面纹青铜鼓，简称崇阳铜鼓。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
黑夫家信木牍。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武当山明代真武铜半身像。 距今七千年的城背溪文化太阳石画像。

屈家岭文化中制
作精细的蛋壳彩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