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悬泉置遗址是丝绸之路上发现并经考古发掘的唯一一处汉代驿站遗址。近日，大型文
化节目《简牍探中华》聚焦出土于此的悬泉汉简，再现了相夫公主和亲、匈奴日逐王降汉和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等历史事件。节目通过多种创新表现形式，从简牍的刀笔留痕处，打开
历史画卷，重现古丝路上的生活样貌和文化烙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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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界

大型历史文化节目《简牍探中华》一经播出

便收获观众好评，引发热议。近期节目《简牍探

中华》之《悬泉汉简》聚焦甘肃省敦煌市悬泉置

遗址出土的 2.3 万余枚“悬泉汉简”，采用全新

形式和影像化手段，创新了历史文化节目的表

达方式，现代性的叙事引领观众深入丝路历史，

重现了古丝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的盛景。

“向史而新”构建节目形态

简牍，在古代纸张出现之前，是中国最为普

遍的书写载体；在当下，作为地下出土的新资

料、珍贵的考古文物，它带有极强的历史本真

性，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何将“地下之新资

料”与“传世典籍文献”相互印证，再现历史真

实，是《简牍探中华》节目的宗旨与基本底色。

因此，创作团队在节目形式和框架上鉴往知来、

向史而新，形成了历史文化节目的新理念、新模

式、新风格。

其一，节目采取了实地探访的形式，以考古

发现为依托，证实简牍来源的真实可靠。在《悬

泉汉简》中，节目伊始，主持人便来到甘肃省敦

煌市悬泉置遗址和甘肃简牍博物馆，深度还原

了悬泉汉简的发掘历史；节目尾声，主持人再次

回到甘肃简牍博物馆，对最新考古发现中针对

5 枚悬泉置计时简文的破解，以及西汉时期 500

多张古纸的发掘研究进行独家发布。由古向今

的叙事结构，不仅窥见了悬泉汉简深厚的治学

历史，而且彰显了简牍研究的生命力、持续性和

现代性。

其二，以专家访谈、论证为指引，依简牍之

记和典籍之载，使“微观历史”与“宏大历史”相

互辉映，形成立体、多面、完整的历史场域。《悬

泉汉简》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郦波、兰

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甘肃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双全，三位专家针对历史

问题的对话和讨论，有力解读了悬泉置在丝路

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悬泉置是现今唯一可

考的汉朝丝绸之路上的驿站，它的存在不仅证

实了《汉书》对于古丝绸之路的记载，也体现了

汉王朝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悬泉

汉简以文字记录书写了悬泉置的历史，推开了

尘封两千多年的驿站大门，为研究者和普通大

众展现出汉简中的丝路文明和中华智慧。

其三，节目以强调视觉化表达的影视手法，

采用实景戏剧等方式，探索了文化再实践、再创

造的新路径。主持人多次与史官司马迁、汉朝

名将郑吉等历史人物跨时空对话，打破古今的

自由剪辑和蒙太奇手法，较好地勾连起“冷门”

历史与鲜活当下之间的关系，让观众寓教于乐，

在沉浸式、体验式观影中贴近丝路历史，感知中

华文化。

“历史微声”活化简牍传奇

古老的简牍文献，如何真实可感地呈现在

观众面前，是个难题。《悬泉汉简》以解读方寸简

牍的微观历史视角切入叙事，激活了古丝路历

史中的诸多故事与传奇。《汉书》作为宏大历史，

记载着历史大背景和大事件，而悬泉汉简则从

细微处书写普通人的历史，每一枚汉简都关乎

历史上具体的人、事、物。

微观史是给普通人书写的历史，在从历史

的微声处活化简牍故事的过程中，节目重点选

取了悬泉置啬夫弘为主人公，用一个平凡小人

物的视角串联起了汉朝丝绸之路的大众群像。

啬夫弘作为悬泉置中任期最长的执政者，同时

也是悬泉汉简的记录者，在汉简中出现了 70 余

次。节目据此简牍记录为基准，以啬夫弘在悬

泉置的经历为主线，精心选取戏剧化的瞬间，不

仅用虚拟动画、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式

重建悬泉置驿站，还原历史现场，同时采用实景

戏剧搬演的影视化手法，将隐入历史的达官贵

人、平民百姓、边塞驻军、驿站官吏等普通人重

新拉回舞台，把他们的故事生动有趣地呈现在

观众面前。

据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作为规模宏大的

驿站，接待了很多名人、使节。长罗侯常惠、解

忧公主和冯夫人为悬泉置的历史增添了重要的

一笔：长罗侯常惠在经营西域事务中发挥了关

键作用，解忧公主通过和亲巩固了汉朝与乌孙

国的友好关系，冯夫人则为汉朝和西域的交流

奉献了一生。节目中，置啬夫们默默守护驿站，

用手中的笔书写大汉历史，他们彰显出简牍故

事中的不凡精神：有的人生来就是为了走更远

的路，有的人生来就是为了守住这条路。节目

对这些在宏大历史中默默无闻，却在简牍微观

史中熠熠生辉的普通人，经由细节处生动、温情

的戏剧处理和塑造，不仅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观

影体验，而且极大地激发起大众的情感共鸣。

“冷门绝学”实现古今共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作为重要的文物和文献，简牍的意义不仅

要让当下的大众明晰中华文化的历史演进，更

要彰显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让作为

“冷门绝学”的简牍学不仅能“与历史对话”，还

要实现“与时代共振”。

驼铃悠悠，丝路延绵。而今，节目首次从简

牍出发，拓宽了观众了解历史的视野。《简牍探

中华》以简牍为引，将丝绸之路的历史视野延展

到更加微观、具象、真实的史学研究中，激活了

古老简牍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节目凭借纯熟凝

练的视听语言、严整精巧的戏剧演绎，为当下观

众打开了认知中华文明、了解丝路文化的窗口，

节目内容的观赏性和学术的内涵性，极大拉近

了当下观众与深邃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推

动简牍学“化冷为热”，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传承中华文化，继承积极

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从这一

角度看，节目也为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又一

范本，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借鉴意义。

□
阮

青

李
玉
涛

简
述
丝
路
历
史

创
新
文
化
表
达

《简牍探中华》之《悬泉汉简》——

于方寸之间 探千年文明

中华文明是人类原生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

断裂的文明，有一个学界共识，即我们的母语语

言文字，是我们的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与支撑。

中华文脉延绵不绝，文字记录功不可没，简牍的

作用极其重要。

数千年前，中华先民取材竹木，始做简牍。

自此，人们的所见、所为、所感得以“传于异地，

留于异时”。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 30 多万枚

简牍。书写于竹木上的文字，为我们认清文明

的来路，提供了直观且可靠的线索。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首档聚焦简牍的大型文化节目《简牍

探中华》，便是从刀笔留痕处着眼，通过“实地探

访+实景戏剧+文化访谈”的创新表现形式，为我

们打开了一扇探寻历史的新大门。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丝路

从华夏大地到地中海之畔，一张古老而庞大

的路网横贯亚欧大陆。早在文明初生的年代，便

有先民以无比惊人的勇气与决心，穿过大漠、翻

过高山，用脚蹚出了这条联通不同文明的路途。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它

命名为“丝绸之路”。但由于缺乏驿站遗址、路线

图等考古实证，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真实性存有

争议。直至 110 年后，敦煌的风吹散了掩盖历史

的尘沙，2000 多年前的汉代邮驿——敦煌郡效

谷县悬泉置重回人们的视线。

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的“悬泉里程简”，记载

了河西走廊上武威郡到敦煌郡 10 余个驿置的

信息。它与“居延里程简”接力勾勒出了汉代长

安至敦煌的具体线路走向，为 2014 年“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提供有力的材

料支持。

两汉丝绸之路在空间上经过了悬泉置，在

时间上则停留在了悬泉汉简。在已经整理的简

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于阗、龟兹、乌孙等多个西

域使者途经悬泉置的“足迹”。譬如，一枚汉简

记录了为接待龟兹王夫妇，悬泉置布置了“八尺

床卧一张，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又如，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瑞兽”狮子，其实是“外来物种”。

“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只以食钩盾

使者迎师子”，汉简中的记载印证了狮子是经古

丝路传入中原。书写于竹木的文字，虽只有寥

寥数笔，却生动、丰满，与之对视，仿佛历史的洪

流在身边流淌，“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的盛景

近在眼前。

寓教于乐，感知鲜活文明

《简牍探中华》播出期间，恰逢第 48 个国际

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与

研究”，重点强调了文化机构在提供全面教育体

验方面的关键作用。令人欣喜的是，在“文博

热”持续升温的当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不断向

更专精的内容场域探索，提供导赏，播撒文明传

承发展的种子。

对于初次接触简牍的参观者而言，艰涩难

辨的文字具有一定的理解门槛。为此，《简牍探

中华》在文化访谈、实景戏剧的基础上，增加了

实地探访的内容，从开篇的考古遗址到馆藏文

物，再到最新的研究发现，梳理出简牍文字背后

的历史内涵。与此同时，节目中精妙的互动设

计，带给观众更直观的“血脉觉醒”。譬如，节目

中演示的张家山汉简《引书》的眼部导引疗法，

吸引了不少观众“跟练”。这一刻，古老的文物

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关联，晦涩的文字一下子变

得可知可感。

此外，随着节目的热播，里耶秦简博物馆、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专题类博物馆被网友写入

“打卡清单”。在不久前的“五一”假期，湖北省

博物馆推出“惠此简书——睡虎地秦墓出土简

牍”特展，曾在《简牍探中华》中亮相的两封“中

国最早家书”“喜”的 3D 复原头像成为展馆焦

点，吸引观众网友实地打卡。

于我而言，参加《简牍探中华》节目的录制

受益匪浅。从立法制度的更迭到社会习俗的变

迁，从地理风貌的描摹到民族交流的记录，简牍

上的一笔一画，让我清晰感知到先民的智慧与

思考，触摸到中华文明的厚度与温度。相信通

过《简牍探中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蕴藏

于简牍背后的历史文化将焕发更加璀璨的光

彩，展现更真实、鲜活的中华文明！

（注：□表示简牍上有字，但不能释读；作者系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宁织造博物馆馆长）

□ 郦 波

从简牍“对话”中华文明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力作《简牍探

中华》播出，这是一档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节

目，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积极社会效应。

典籍以传世文献为对象，深挖华夏文明之

精华。简牍则以地下考古新发现出土的简牍为

对象，探索历史之奥秘。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印

证，但简牍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地下出土的资

料，或早已失传，或为历史文献所不载，古人曾

未见，今人才始见，具有很强的历史原真性，而

且时代跨度很长，内容异常广泛，涉及社会诸多

方面，诸如典籍、文化、思想、教育，历史、政治、

经济、军事、生活、生产、科技等，如何解读是一

大难题。

《简牍探中华》创作团队知难而上，走进历

史、深入考古现场，从外行转入内行，涉猎众多

研究领域，用“实地探访+实景戏剧+文化访谈”

的形式使简牍文字活起来，使历史事件再次展

现，将深奥的知识从象牙塔中释放出来，惠及于

大众。

从节目来看，《简牍探中华》有以下六个创

新之处：一是以考古发现为依据，证实简牍来

源 之 可 靠 。 二 是 以 简 牍 文 物 为 对 象 ，忠 实 简

牍 之 所 载 。 三 是 以 历 史 文 献 为 依 托 ，忠 实 历

史 之 史 实 。 四 是 以 专 家 论 证 为 指 导 ，探 寻 历

史 之 真 实 。 五 是 以 简 牍 记 载 为 线 索 ，复 原 历

史 之 场 景 。 六 是 探 索 简 牍 之 奥 秘 ，普 及 文 化

于大众。

其中《悬泉汉简》聚焦的悬泉汉简出土于

汉代悬泉置遗址。该遗址是汉武帝时期开河

西、通西域后建立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处交通邮

驿驿站遗址，占地面积两万余平方米，出土简

牍 2.3 万余枚，其他文物 3000 余件，前后跨越

西汉后期、新莽、东汉三个历史阶段。简牍文

书就是当年运行的真实记录，详细记载了建置

历史、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资产来源、工作任

务、运营程序、后勤保障、安全防卫以及过往人

员的行踪和职责。它的播出不仅带火了简牍

学，使文物活起来，更使广大群众知道了什么

是丝绸之路、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贡献

以及汉代西北史。

说其真实，即所用的资料由两部分构成：考

古出土的简牍和传世文献。那个时代的书写材

料是竹木做成的木条，一般长 23 厘米、宽 0.8 厘

米、厚 0.3 厘米，称作尺牍。一切文字均写在木

简上，记录着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形成各种

文书。大到与历史上有关的事件，小到日常工

作、生活、生产琐事。所用文字很复杂，除正规

的隶书外，还有草书、行书等书体，繁体、简体、

别体、多笔、减笔、通假字常常相杂，又无标点断

句，释读不易，读懂更难，都是 2000 多年前书佐

的真迹，具有很强的原真性。节目选择部分资

料，将原件呈现，使观众第一次看到了汉简的真

面目。因为汉简所记有些历史事件与《史记》

《汉书》记载相关，二者可互为印证，所以节目以

此为依据，逐步展开。

说其易懂，即将简文和文献用译文读出。

悬泉汉简是当时形成的行政文书，时代跨度二

百余年，每每与丝绸之路相关，内容涉及政治、

经 济 、军 事 、交 通 、邮 驿 、中 外 交 流 、民 族 关 系

等。文书种类有官府文件、通关过所、传马车辆

名籍、用车凭证、饮食记录、过往宾客食宿登记

簿等。这些文书均是书面语言，是《史记》《汉

书》这些正史中所不载的，但有直接关系。如何

让观众易于理解？节目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环

节，将晦涩难懂的语言用通俗易懂的话说出，消

除了文字与观众的距离感。特别是驿置道里簿

所列置名之间的里程，用文字表达有很大局限

性，节目在吸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绘制成地

图，标出地名，一张清楚的丝绸之路路线图跃然

于荧屏上，观众一目了然。

说其好记，即将简文和文献中记载的大事

件，用戏剧形式展现，复活当时的场景，使观众

不但认识了简牍文献，而且快速学到了历史知

识，了解到简牍与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和研究传

承的价值与作用。匈奴日逐王降汉，西域都护

郑吉迎接护送；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匈奴与车师

联兵攻乌孙，公主上书请援；长罗侯常惠持节护

卫，又送相夫公主至敦煌；乌孙内乱，冯夫人解

围；直至解忧公主年老归汉还乡等都在悬泉置

留下了足迹。这些史料都分散在零乱的简牍残

卷中，如何全面解读，仅靠专家的著作、论文叙

说顿显不足和社会影响力太小。《简牍探中华》

正好填补了此一缺陷。节目精准解读简牍，突

出主要事件，复活历史场景，全面展现了悬泉置

真实的历史，诠释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不但使人

们读懂了历史，而且也提高了学习历史、热爱和

保护文物的自觉性。

总之，节目基本上诠释了悬泉汉简的精华，

解读了丝绸之路上的奥秘，使广大观众认识到

了丝绸之路的存在，获知了“使者相望于道、商

贾不绝于途”的实况，从简牍中探寻到了中华文

明的魅力。

（作者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何双全

复活简牍文献 再现历史真实

（本版图片均为《简牍探中华》之《悬泉汉简》节目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