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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货币大揭秘
5月18日，位于江北区永平门街6号的重庆金

融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把重庆金融的历史向参观
者娓娓道来。

“桥形币”是重庆最早的“专属钱币”
重庆最早的“专属钱币”，可以追溯到巴国时代。

“桥形币”形如其名，就像是一座拱桥。据学者研究，
这是在春秋战国中期，巴人铸造的独特“专属钱币”。

濯河坝烟房钱票是重庆最早的纸币
重庆最早的纸币实物——黔江濯河坝烟房钱

票。钱币上写着：“凭票发钱一千文整”。发行钱票
的烟房钱庄，是黔江濯水古镇早期的一家经营规模
较大的信用机构，由汪氏家族与徽商詹氏家族共同
开办。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发行钱票，
凭票兑换银元、货币。民国年间，银行逐渐兴起，替
代了钱庄，烟房钱庄从此停业。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晟

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
巴渝民俗博物馆以古床馆闻名，其中最出名的

当属有着“天下第一床”美誉的六柱五檐满金雕花大
床。这张床来自渝北一户戴姓人家，据说主人曾聘
请三位匠师，用足足三年时间制作完成，单是床上的
黄金就用了200多克。

重庆市巴渝名匾文化艺术博物馆
馆内设有科举匾厅、官匾厅、宗祠匾厅、招牌匾

厅、医匾厅等。这里共汇集了3200多块不同时期的
匾额，包括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北洋大臣李鸿章、
晚清重臣左宗棠等的匾。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为保护因三峡水库蓄水被

淹没的白鹤梁题刻而修建的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
世界唯一的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位于涪陵城北
的长江中一块天然巨型石梁上，记载了自唐迄今
1200年间72个年份的水文资料以及历代文人墨客
留下的3万字诗文，是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艺术
为一体的“水下碑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誉为

“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红酒博物馆
重庆最大的红酒博物馆位于轨道交通3号线金

渝站附近，占地12000多平方米，一共有5000多个
品种、100多万瓶红酒，来自法国、西班牙、智利、澳
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除了展示各种红酒，还介绍
葡萄酒的发展历程、分类品种等知识。

黄桷坪钢琴博物馆
这里收藏着18世纪至20世纪世界各地的300

余架古董钢琴，涵盖查克林、斯坦威、门德尔松、贝茨
斯坦等世界著名品牌，是世界最大的钢琴博物馆。
这里的大部分藏品都曾经在大师的指间跳动中，奏
出美妙的音符。

重庆工业博物馆
重庆工业博物馆依托大渡口区老重钢型钢厂部

分工业遗存，打造具有创新创意、互动体验、主题场
景式的泛博物馆体系，由主展馆、“钢魂”馆，工业遗
址公园内工业展品专题及装置式陈列共同构成。

湖广会馆
重庆湖广会馆人称“渝都版奇妙博物馆”，始建

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扩建。会馆占地面积8561平方米，包括湖广会
馆（又名三楚公所）、广东公所、齐安公所（又名黄州
会馆）以及江西会馆、江南会馆部分遗迹。

（胡婷 陈怡璇）

□舒圣祥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有人说，了解一座
城市的历史，最佳选择就是去当地的博物馆走一
走。因为，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重庆的博物馆数量，早已超过百家，其中国家等级博
物馆总量达到24家，成为城市宝贵的文化财富。

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不仅要在博物馆的建设和
维护中得到体现，更要在参观博物馆的人头攒动中得
到体现。博物馆不是沉默的建筑，而是会说话的“讲
师”。只有走进博物馆，才能与历史、文明进行深度对
话。但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并非易事。在互联网时
代，博物馆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打开自己？

博物馆不能轰轰烈烈地建，然后冷冷清清地
守。要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才会更有吸引

力。比如，在展厅布展上善于利用数字技术，使之更
具亲和力和现实感；善于讲好故事，给人以艺术的享
受和思想的启迪。

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借助互联网，加快与数字化
牵手，将文物移步线上，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上新
了，故宫”“唐宫夜宴”等充满创意的作品，让文物活
起来更火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重庆正在举办
的国际博物馆日和文化遗产宣传月系列活动，同样
是有益的助推。

逛博物馆，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前提
是，博物馆必须“好看”起来。要将科技与文化更
好结合，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以人们喜闻乐
见的方式，不断提升观众体验。惟此，博物馆才能
给更多人带来文化滋养，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博物馆如何让人更亲近

□本报记者 聂晶 赵迎昭

有人说，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是从博物
馆开始的。博物馆如同历史长河，形象地将过去的
故事展现在你的面前。

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发源，源远流长的长江
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
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它犹
如一座天然的博物馆，让丰饶的物产幻化出夺目的
光芒。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
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华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
要通道，留存大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连日来，重庆日
报记者走访了我市主要文博单位，了解他们如何保
护和利用长江文化遗产，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新时代的长江故事。

老人指引老人指引，，发掘船棺发掘船棺
规划建设冬笋坝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冬笋坝遗址公园

376件（套）巴文化文物、9处艺术场景、8个多
媒体展示和互动项目……5月5日，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神秘的巴国”展览观众如织，市
民黄晓一家正排队体验互动游戏，觉得这个展览

“好看又好玩”。
如何让尘封2000年的巴文化走进公众视野，

很有挑战性。“神秘的巴国”展览策展人彭学斌坦
言：“三峡考古已结束多年，但很多关于巴文化的核
心学术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讲好、讲活巴文化历
史，是有障碍和阻力的。”

巴国，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灭亡
于公元前316年的战国中期。要了解这么久远的
历史，我国最早确认的巴文化遗址——九龙坡区铜
罐驿镇的冬笋坝遗址，是不可绕过去的一个点。

“上世纪50年代，在冯汉骥等先生带领下，冬
笋坝遗址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出土的以船棺葬为
代表的一批战国至西汉墓葬，从考古实证的角度确
认了巴文化的存在。”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
江介绍，去年9月至今年2月，该院重启了该遗址的
考古工作。

重启冬笋坝遗址考古发掘之初，市文化遗产研
究院副研究馆员、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代玉彪暗自
嘀咕：“60多年来，这个遗址受到城市建设影响，地
貌已发生极大变化，还可能有新发现吗？”

纸上得来终觉浅。去年9月，代玉彪和团队成
员在走访当地老人、查阅上世纪铜罐驿区域的航空
像片、多次现场考察后，既往考古发掘区域以及可
能还保存有尚未发掘墓葬的区域逐渐清晰起来。
一次与当地王姓老人的偶遇，让代玉彪兴奋不已。

“上世纪50年代，冬笋坝出土了一具保存较为
完好的船棺。当地一位王姓老人回忆，他小时候还
在船棺边上玩耍过，船棺出土的地方在考古结束后
立起了一根电线杆。”代玉彪说，去年11月8日，根据
老人提供的线索和田野调查成果，考古工作人员在
电线杆附近进行试掘，果然发现了一座狭长的墓葬。

会是船棺葬吗？工作人员迫不及待地清理墓
内填土，他们既激动又紧张，跪在墓葬周围，匍匐着
身体，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生怕错过一丝细节。清
理完泥土后，乌黑的、形似独木舟的船棺被发掘出
来，棺身保存基本完整，棺内还有铜钺等青铜器。

最终，冬笋坝遗址共发现36座各类型墓葬，出
土各类遗物468件（套）。白九江称，这次考古发现
可谓近十年来重庆地区巴文化遗存最为重要的发
现，可以进一步丰富博物馆展陈内容，让巴文化的
面貌更为清晰。

如今，遗址出土文物正在进行精心修缮，冬笋
坝遗址公园亦在规划之中。从参观“神秘的巴国”
展览，到将来走进遗址公园，我们在身临其境中探
秘巴文化，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将往。

石刻修缮石刻修缮，，粗中有细粗中有细
活化利用出新招活化利用出新招

5月13日，南岸区长江之畔，7.5米高的元代大
佛面带微笑，注视着面前波涛滚滚的长江。这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和长江相伴600多年。

“还记得大佛之前的样子吗？”站在大佛前，一
位皮肤黝黑的北方汉子笑着问记者。他，便
是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弹子
石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项目现
场负责人张俊杰。

记者翻出此前修缮工
程开工时拍摄的大佛照
片，发现如今的大佛，
表面黑色污染物不
见了，不稳定的水
泥层已被文保专用
的水硬性石灰所取
代，大佛看起来更
健康、漂亮了。

记者走进正
在修缮过程中的五
佛殿，看到工作人
员正手持修复刀为
造像修形。爬上脚手
架，张俊杰来到左数第
二尊造像前，用手指着造
像腹部的金箔说：“清洗前，
金箔被3厘米甚至更厚的粉尘
所覆盖，我们用棉签蘸着酒精，一点
一点地给造像‘洗澡’。修复文物急不得，
接下来我们还要治理造像表面彩绘和金箔的病害，
为造像延年益寿。”

根据规划，弹子石摩崖造像修缮后将打造成文
化遗产公园，供市民休憩和游览，让这处隐于江畔
的摩崖造像在“两江四岸”治理提升的进程中焕发
更大魅力。

无独有偶。前不久，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
银称，除了要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宝顶
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舒成岩等

“七山”石窟打造成文化公园外，其活化利用也将出
新招。

原来，全市现有石窟寺（摩崖造像）716处，其
中不少是隐藏于乡野间的中小型石窟。鉴于此，
大足石刻中小型石窟保护设施建设及环境整治项
目即将启动。该项目计划历时3年，将为大足区
境内68处中小型石窟修建保护设施，并整治其周
边环境，使其成为嵌入乡村的景观，进而推动乡村
振兴。

遗址考古遗址考古，，联动开发联动开发
打造崭新的文旅名片打造崭新的文旅名片

文化是有生命的，是在不断生长的。长江文化
不是考古发掘中的文物和标本，而是与时俱进的活
态文化。

在前不久本报推出的“巴渝宝贝晒出来”全媒
体系列报道中，夔州博物馆馆长雷庭军讲述了

一对馆藏南宋锁江铁柱的传奇故事：南
宋末年，蒙古军举兵南下，宋元

（蒙）战争爆发。奉节白帝城、
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等
川渝数十座山城共同构建
起了南宋川渝山城的防
御体系。除了陆地防
御，夔州水系众多，因
此江面防御同样重
要，锁江铁柱应运而
生。

近些年，文物专
家围绕宋元（蒙）山
城遗址群，开展了以
合川钓鱼城、奉节白
帝城为代表10余处遗

址的大遗址考古工作。
代玉彪向记者讲述

了他参与南川龙崖城、梁平
赤牛城两座山城遗址考古发

掘中的惊险经历。
龙崖城地势雄奇，四周悬崖绝壁，

有“一将守关，万夫莫敌”之势，被誉为“南方
第一屏障”。2019年11月的一天，天空下着毛毛细
雨，代玉彪来到龙崖城山脚下，“爬到大概200级的
时候，细雨似乎变得更大，耳旁的寒风声音愈发瘆
人，能见度不超过30米。”他说，从龙崖城山脚到山
门开展考古工作，需要攀登1008级台阶，且坡度很
抖，单程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

经过艰苦工作，代玉彪和同事们除了在龙崖城
发现宋代山城遗存外，还发现了明代佛寺遗址、清代
道教遗址等遗迹。这位对山城遗址怀有深厚感情的
专家建议，山城遗址可以科学规划、多方联动，开发
成旅游线路，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遗址坚如磐石的
伟力。

目前，不少山城遗址正在打造或规划打造多
种类型的遗址公园。其中，已进入实施阶段的老鼓
楼衙署遗址公园、天生城大遗址公园等正在紧密锣
鼓地建设中，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些公园将成为
重庆一张张崭新的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

数不尽的长江文化遗产
道不完的重庆历史故事

重庆这些特别的博物馆

在重庆，除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革命历
史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这些耳熟能详的博
物馆，还有一些有趣且特别的博物馆，你都知道吗？

55月月1616日日，，游客参观游客参观
《《神秘的巴国神秘的巴国》》展览展览。。

记者记者 齐岚森齐岚森 摄摄

55月月1313日日，，弹子石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项目现弹子石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项目现
场正在进行修缮的五佛殿场正在进行修缮的五佛殿。。

记者记者 齐岚森齐岚森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弹子石摩崖弹子石摩崖
造像保护修缮工造像保护修缮工
程项目现场的元程项目现场的元
代大佛代大佛。。

记者记者 齐岚齐岚
森森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短评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5月18日，“5·18国际
博物馆日”暨重庆市第十二届文化遗产宣传月启动
仪式在重庆金融博物馆举行。我市于5月18日至6
月12日期间开展第十二届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策
划推出14个板块160余项活动，邀请市民共享文博
盛宴。

第十二届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突出参与体验、
党史教育、线上宣传、“七进”服务、传统活动，具体活
动形式包括惠民活动、流动博物馆、文博课堂、博物
馆研学、走进考古现场、走进革命遗址、党史教育活
动、比赛活动、非遗展示、线上服务、特色活动、“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重庆主会场活动等。

如，5月18日、5月19日、6月12日当天，重庆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各景区面向广大游客开展免
费讲解活动。讲解时间为9：00至12:00；14:00至
16:00，每小时1场；重庆自然博物馆推出“水中精
灵——长江鱼类展”主题展览，邀市民前来感受长江

鱼类的大千世界；云阳博物馆“朐忍风华——数字化
体验厅”开门迎客，为社会公众提供鲜活、丰富、多元
的深度沉浸式观展体验。此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数字体验活动、重庆市文
化遗产研究院重庆考古虚拟展示与体验馆试运行、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第二届白鹤梁诗词大会、北碚区
博物馆北碚第六届小小讲解员选拔大赛、重庆三峡
移民纪念馆瓷器保护修复体验、万盛博物馆小小考
古家系列活动等，都将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融入生动
的社教活动中，真正体现了让文物活起来。

启动仪式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

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主办。启动仪式上，有关部门为2020年全市新增
（升级）国家等级博物馆、“十三五”重庆考古重大发
现、2020年度全市博物馆优秀展览授牌；举行文物移
交、藏品捐赠及重庆金融博物馆揭牌等仪式和活动。

当日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的重庆金融博物馆位
于江北嘴金融核心区，观众可在这里了解全球、中
国、重庆金融发展史，感知金融力量及金融知识，展
望重庆金融开放、创新与未来等。

重庆市第十二届文化遗产宣传月启动
160余项活动邀市民共享文博盛宴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5月18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2021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重庆市第十二
届文化遗产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2020年，在全国
第四批国家等级博物馆评估中，我市有12家博物馆
被评定（升级）为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全市国家等
级博物馆总量达到24家。

新增（升级）的12家国家等级博物馆中，大足石

刻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市万州区博物
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永川
博物馆（陈子庄艺术陈列馆）、铜梁区博物馆、杨闇公
杨尚昆旧居陈列馆、奉节县夔州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二
级博物馆；重庆市巴渝名匾文化艺术博物馆、重庆市
大渡口区博物馆、綦江博物馆、重庆大圆祥博物馆、重
庆市武隆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

2020年重庆新增（升级）12家国家等级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