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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南大街是通州区历史文化的聚集
地之一，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十八个半截胡
同，有让人食指大动的“小楼三焦”，数不清
的角落等待探索。来到南大街，有处四合院
您可别错过，这里就是通州区博物馆。

其实，通州区博物馆所在的二进制四
合院本身就是文物。这套院落原是始建
于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的三官庙，
几百年间先后成为民居、北京万国道德会
通州分会等。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被日寇
占据；新中国成立前夕，通州市（当时隶属
河北省）人民政府曾于此处办公。新中国
成立后，东颐饭店曾在此营业，通县老干
部管理处也在此办公，直到1991年10月，
通县博物馆于此设立。

目前区博物馆展出的藏品中，既包含
经典的“镇馆之宝”，又有新上展的精品文
物。这些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藏品，
梳理出两千余年的通州历史发展脉络，为
观众展开一幅灵动鲜活的历史长卷。

您踏入博物馆大门，一眼就能看到二
进院中间的一尊巨钟，这便是“镇馆之
宝”——宝光寺铜钟。此番展陈改造，将它
从屋内搬到了院落中间。铜钟铸造于明朝
景泰年间，属宝光禅寺之物，距今已有500
多年的历史。铜钟体量巨大，高1.7米，口
径 1.1 米，重 1.75 吨，在北京地区实属罕
见。钟顶设置两个蒲牢（相传蒲牢为龙第
四子，生性喜好鸣吼），相背连体作纽，俯身
探颈，昂首凝眸，四臂肌劲，五爪力抓，十分
生动形象。宝光寺铜钟铭文采用了梵、藏、
汉三种文字，以及咒牌、种子字和真言三种
形式，表明铜钟以汉藏交流为背景，在宗教
信仰的传承、铭文秩序的表达、佛域空间的
构建方面均具有鲜明特色。

另一件“镇馆之宝”位于第三展厅——
馆内重点文物军粮经纪密符扇。这也是十
分珍贵的漕运文物，历史上由漕运时代的
坐粮厅官员或巡仓御史掌管。扇面上符形
类似汉字草书字体，每个符形下面多以小
楷横书符号名称，符形与符号合起来为一
组，是一名经纪人的代号，也称为密符。每
名军粮经纪检验完粮食后会将漕粮装袋，
然后在袋子上画出自己的密符，表示对这
批漕粮负全责，也便于上级依符查验。扇
面上共有100个密符，其中地名、舟名、车名
各1个，店铺名2个，花果瓜蔬名12个，日常
用具名16个，鸟兽虫名17个，人名绰号50
个。密符扇凝聚着古人的智慧结晶，是漕
运时代的反腐利器，意义重大，此番改造依
然位于展陈核心位置。

除了经典藏品外，本次新增亮相的珍
贵文物也很有历史兴味。在第一展厅的第
二单元，一座高约1.5米、宽约0.5米的石门

赫然立于正中央，这是出土于卢庄村东汉
墓的东汉砖墓刻像石门。刻像石在江淮流
域极多，但在北京地区很少见，尤其是早期
刻像石更少。这座东汉砖墓石门为对扇
门，纹饰分两个区域：墓室依照坐北朝南的
原则建立，墓门朝南，因此上区刻南方神朱
雀；下区刻持戟卫士，作为门神守卫墓门。
周围刻内向三角纹。均采用减地刻法，线
条洗练，主题突出，是北京地区罕见的汉代
刻像石，极为珍贵。据判断，该文物应是经
漕运从南方传到通州，为运河文化的产物。

在东汉砖墓刻像石门旁边的展柜里，
还有一尊萌态十足的镇墓兽。它不同于常
见的镇墓兽造型或华丽夸张，或威猛诡谲，
这尊镇墓兽呈蹲坐姿势，外形酷似石狮，但
头上长有双角，嘴巴张开，形似大笑，十分
有趣。

凭借造型萌出圈的还有汉釉陶狗，虽
然尾巴、腿等处有明显的修补痕迹，但并不
影响其乖巧可爱的外形，这可是当年汉代
匠人纯手工捏制的。

位于第二展厅的辽三彩人物俑造型也
很有意思，人俑身着绿釉长袍，发髻高高盘
起，但手里捧着的竟是一只熟食整鸭，让人
不禁浮想联翩。

燃灯塔是北京地区创建年代最早、保
存最完整的佛塔之一，也是“运河四大名
塔”之一，作为大运河北段以及通州的标
志，博物馆新增了独立展柜用来展示燃灯
塔文物。展柜内有5枚塔铃、2块砖雕、1面
铜镜、1块砖刻和1幅版画，均为燃灯塔遗
物。细心的参观者可能发现，这些塔铃上
有大小不一的孔，工作人员介绍，小孔是由
于铸造工艺自然形成的，而大孔则是被子
弹射穿造成的，也是这块土地经历战争年
代的铁证。由于每个塔铃的金属含量不
同，因此硬度也不一样，含铜量高的塔铃被
射穿，破口会呈现外翻状，而含锡量高的塔
铃则会出现一个规整的圆洞。

在第三展厅的转角处，一组金灿灿的
饰品格外引人注意，这组金饰为明代文
物，均出自胡家垡村西北宫女坟。上层的
金凤冠造型饱满，工艺繁复，镶嵌多颗红
宝石、蓝宝石和珍珠；下层是两条嵌宝石
金龙、两条嵌宝石金凤和一些碎金饰件，

“金龙”和“金凤”均镶嵌宝石和珍珠，造型
精美，栩栩如生，纹饰细节丰富。但是一
座宫女坟为何能出土如此多的价值连城
的金饰品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明
朝统治者对民间使用黄金不做严格把控，
只要是有钱人家，就可以购买金饰，结婚
时甚至可以向官府借仪仗，坐八抬大轿出
嫁。因此，一位宫女拥有如此多的金饰品
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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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峰）通州区博物馆在焕新开馆之际，结合5·18国际博物馆
日，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线，策划推出“博物馆之旅”系列活动，通过宝说运
河、画说运河、图说运河、艺说运河四场多元化活动，全方位展现通州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博物馆的现代价值。通过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博 IP，进一步增强博
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传播力，为市民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第一场活动为“宝”说运河——馆藏文物讲运河。通过文物展陈与专业讲
解带领观众探寻大运河的文化脉络，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大运河为
通州带来了商贾繁华，更孕育了不少珍贵文物。本次活动通过组织观众参观博
物馆运河主题文物，结合专家深度讲解，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运河文化
的独特魅力，引导市民深刻认识传承、弘扬及创新发展运河文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场活动为“画”说运河——名画名人绘运河。京杭大运河已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
时代价值。通过邀请熟悉大运河的专家学者或擅长文化科普的网络大V，结合
运河名画分析运河与城镇的发展演变，对博物馆馆藏未展出的名家名画进行展
示并做重点解析，深化公众对运河文化的认知。

第三场活动为“图”说运河——运河照片赞运河。为传承运河文化，展现
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构建公众参与的文化传播矩阵，举办运河主题摄影征集
活动。活动分古韵遗迹组和当代风貌组，通过镜头记录运河的历史沉淀与时代
新貌。此外，还将开展颁奖仪式、专家点评、沙龙活动等环节，通过老照片解读
运河文化，分享拍摄技巧，进一步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

第四场活动为“艺”说运河——非遗技艺忆运河。大运河贯通南北，通州
的不少非遗技艺都是从南方沿着运河传来，并在通州扎根。活动现场将邀请到
非遗传承人进行文艺展演，同时设置非遗技艺体验环节，观众可以亲自参与非
遗技艺的制作过程，感受非遗的文化魅力。通过展现传统工艺，唤醒公众对运
河文化的情感共鸣。

改造前，通州区博物馆从北门进入，
由南门离开，如今博物馆的入口和出口都
改成了南门。通州区博物馆馆长李自强
介绍，博物馆的南门紧邻周边的两个停车
场，驾车来馆十分便利。而且，南门两侧
有不少商业和餐饮，参观完毕后游客也可
以去周边休息。“北门紧邻新华大街，如果
有团队游客也可以从北门进入，南门外的
道路比较狭窄。”

走进改造后的博物馆，“左辅雄藩”四
个字映入眼帘，这是通州区博物馆的展陈
主题。李自强介绍，“左辅”指的是通州的
方位与功能，北京城坐北朝南，通州位于
北京的东侧即是左侧，而“辅”是指通州区
在东边辅佐京城。“雄藩”指的是通州的地
理位置，北京的东南部是平原，想要进入
北京，必定要走通州，揭示了通州自古是
兵家必争之地。

展陈是博物馆的核心，如今通州区博
物馆以时间为轴，从先秦时期的生活遗
迹，到西汉建置，再到金代改叫通州，最终
到明清时期漕运通济……全新的展陈详
尽展现了通州历史。“改造前，博物馆用单
独一个展厅介绍通州的漕运文化，其他几
个展厅介绍各个时代的历史，这会让参观
的体验有些割裂。现在，我们将漕运文化
融入各个朝代中，参观者不仅可以了解通
州的变化，也可以一窥漕运在通州各个历
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李自强说。

目前，通州区有近20家备案博物馆与
类博物馆，区博物馆是唯一系统介绍全区
历史文化之地，馆陈可谓亮尽家底。汉代
的镇墓兽与石制墓门、清代的青花大缸与
乾隆年间官窑青花瓷碗等通州出土文物
均为首次亮相，再加上军粮经纪密符扇、
木制验粮盘、宝光寺铜钟等“老朋友”。如
今馆内展出文物189件（套），比原来多出
100余件（套）。

展品多了一倍，但是展览面积却变小
了。以前博物馆有 6个空间可以展览文
物，如今“左辅雄藩”展览只占 4处空间，
面积不过300平方米，其余两个房间则辟
为阅览空间与社教空间。“去年通州区博
物馆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在全市区级博
物馆中排名靠前，博物馆的可用面积却
太小了。考虑到博物馆已经超出了传统
功能，所以我们将有限的面积开辟出了
活动空间。”李自强说，不少博物馆除了
展览，还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同时提供
休息和餐食，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创新，也
是吸引客流的办法。新开辟的活动空间
会举办文化讲解等，丰富博物馆业态。
此外，通州区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也将在
年内亮相。

还有一个好消息，新改造的通州区博
物馆将取消预约，游客可以直接凭身份证
进入。如遇人流量过大时，博物馆将采取
限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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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亮家底儿大方亮家底儿 开辟文化活动空间开辟文化活动空间

镇馆之宝携手新典藏镇馆之宝携手新典藏 展品多一倍展品多一倍

历时近半年的闭馆改造历时近半年的闭馆改造，，今天通州区博物馆正式焕新亮相今天通州区博物馆正式焕新亮相。。全新的展陈设计与空间规划全新的展陈设计与空间规划，，
新增新增100100余件余件（（套套））的文物藏品的文物藏品，，压箱底儿的宝贝大方亮相压箱底儿的宝贝大方亮相，，丰富多彩的文博系列活动……这座丰富多彩的文博系列活动……这座
承载着通州历史记忆的场馆承载着通州历史记忆的场馆，，正以崭新的姿态向公众讲述着大运河畔的千年文脉故事正以崭新的姿态向公众讲述着大运河畔的千年文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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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之旅”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