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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国家
历史的重要体现，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
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涌现出
无数先烈英模，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竖起
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1月28日，武汉
革命博物馆主办的“信仰铸忠魂——中
国共产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专
题展”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
馆正式开展。

弘扬英雄精神 缅怀英雄事迹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谱系中，英雄是
最醒目的标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
卫英雄、关爱英雄”日益成为社会风尚，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
精神力量。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
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
行。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
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
委员会（中央纪委前身）。在艰苦卓绝的
革命斗争中，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
成员中有 8人先后英勇牺牲，无一人背
叛革命，用信仰与忠诚诠释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非凡壮丽的革命
生涯，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矢
志奋斗的光辉缩影。他们用生命谱写了
一曲永不褪色的英雄史诗。

在首届中央监委诞生地举办专题
展览，再现首届中央监委成员的革命足
迹，展示他们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贡
献，彰显其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对党的事
业无限忠诚的高尚品格，是对他们最好
的缅怀与纪念。

完善展览结构 充实展览内容

本展览是对原“用生命诠释忠诚——
中国共产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生平展”的全新升级。展览分为“监督执
纪里程碑”“用生命诠释忠诚”“高山仰
止 丰碑永存”三部分。

“用生命诠释忠诚”部分采用原先
结构，展示首届中央监委10位成员的革
命经历。为铭记中央监委成员的历史功
绩，充分体现展览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展览新增“监督执纪里程碑”和“高山仰
止 丰碑永存”两部分内容。

“监督执纪里程碑”部分，主要展示
首届中央监委成立的背景、开展的工
作、机构终止的原因，突出它在党的纪
律建设历史上里程碑的作用。首届中央
监察委员会，是党在革命斗争形势严峻
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为巩固党的一致
及权威”，加强组织建设作出的重要探
索，是严明政治纪律、强化党内监督的
组织和制度保障。首届中央监委成立
后，先后办理了处分包惠僧、萧人鹄、陈
九鼎案，研究了彭习梅恢复党籍问题，
并实事求是地处理了王基永的问题。
1927年 12月 3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
通告第廿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
问题》，指出：“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
张佐成萧石月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
中央监察委员会无法行使职权，故“监
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
大会解决”。1928年 6月，中共六大根据

决定取消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以
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履行
党内监督的部分职责。因革命形势变
化，首届中央监委存续时间虽然不长，
但它是中国共产党有专门机构、有党规
可依、有制度设计，规范性地开展监督
执纪工作的里程碑。

“高山仰止 丰碑永存”主要展示后
世对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各种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8位牺牲
的中央监委成员先后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为传承和弘扬烈士精神，王荷波纪
念馆、杨匏安旧居陈列馆、许白昊烈士
纪念馆等相继成立。此外，各种纪念首
届监委成员的书籍也相继出版，如《铁
血忠魂王荷波——从工人领袖到监委
主席》《杨匏安——从博学书生到人民
英烈》《鹃血忠魂——许白昊》《“铸剑”
先驱蔡以忱》等。武汉革命博物馆将革
命先烈的事迹融入时代精神，激励人们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

挖掘珍贵史料 还原历史细节

“信仰铸忠魂”展览共展出历史图
片200余幅，实物30件（套）。为真实呈现
首届中央监委10位成员的生平细节，策
展团队通过资料征集和史料研究，新发
掘 30余件史料，均在展览中首次展出。
如王荷波的《共产国际五大登记表》，清
楚记录了他的年龄、职业、职务、入党时
间和参加革命活动的履历。许白昊与项
英、郑覆他给中央的联名信，清晰记录
了1928年1月即许白昊在牺牲前一个月
仍心系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提议党中
央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征求各地意见。

萧石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
主义大学的档案中，亲笔写下因信仰不
同与日后成为国民党中常委的三哥萧
同兹走上不同革命道路的过程。蔡以忱
1927年为湖北省第七小学创作的校歌，
饱含革命情怀，“红日东升，革命青年，爱
惜革命光阴。日常学问，在革命旗帜下，
以求友声。求自由，求平等，要奋斗，要牺
牲……”这些史料不仅丰富了展览内
容，也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

设计艺术装置 满足观感需求

为使展览满足多层次观感需求，策
展团队设计了不同风格的艺术装置。结
合首届中央监委成员的出身和经历，策
展团队设计的10幅全身铅笔画跟展厅中
的展板形成强烈视觉冲击，从而使监委
形象更为立体。

为进一步升华展览主题，策展团队
在尾厅特别打造一项艺术装置，使其成
为既有颜值又有价值的闪光打卡点。该

装置是一面书写着“英雄是民族最闪亮
的坐标”的红墙。观众参观完展览，可以
在此打卡拍照。此外，展览在结尾处还设
置网上祭扫展项，让观众在参观中缅怀
革命英烈，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

积极宣传推广 扩大社会影响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
雄才能英雄辈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
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我们充分
发挥红色场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主
阵地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
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信仰
铸忠魂”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
评价，大量观众走进展厅，接受红色精
神洗礼。

展览运用数字化技术，及时开发网
上展厅。专题数字展览采用 720 度激光
采集技术，全景呈现实体展览内容。观
众通过武汉革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进
入全景展馆，“零距离”感受“沉浸式”观
展体验。

稳步推进省内外巡回展览。“信仰铸
忠魂”先后被引进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中共四大纪念馆、陈云纪念馆和南京
雨花台纪念馆展出。2023年9月，该展览
走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激发
大学生从党史英雄模范中汲取爱国主义
精神，构筑民族脊梁。此外，微信公众号
上还推出“首届中央监委成员巡礼”栏
目，详细介绍首届中央监委10名成员的
光辉革命事迹，让红色血脉赓续传承。

线上线下结合 打造红色品牌

配合“信仰铸忠魂”展览，武汉革命
博物馆先后推出“我在红巷讲党史”文
艺宣讲、沉浸式思政课《监委主席——王
荷波》、“红巷苗苗故事汇”、线上直播等
多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社
教活动。

依托展览创作出品的沉浸式思政
课《监委主席——王荷波》，将“文博”和

“文艺”有机结合，通过解说与演出穿插
结合的方式艺术再现了党的纪检先驱忠
于信仰、不怕牺牲、打铁还须自身硬的革
命精神。

为增强青少年弘扬红色文化和传
承革命精神的意识，武汉革命博物馆
打造了“红巷苗苗故事汇”精品社教项
目，线下线上同步推出《一腔忠义掩昆
仑——蔡以忱》《监委主席——王荷波》
等多个廉政故事。

武汉革命博物馆通过形式多样的
主题展览，进一步传承英烈精神、汲取
奋进力量，用智慧和汗水打拼出更加美
好的中国，书写新时代的英雄篇章。

“信仰铸忠魂——中国共产党首届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专题展”策展手记

王丽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展览推介项目策展手记

近日，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2023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组委会、广西壮族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首届文化遗产旅游大会
在桂林召开。大会以“跟着国宝去旅行——推动
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为主题，围绕“文化遗
产价值的旅游阐释”“文化遗产旅游特色产品开
发”“跨界文化遗产主题游径建设”“文化遗产+
旅游跨界合作新方法”四个议题，探讨文化遗产
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路径。来自 30余家文博机
构代表150余人参加大会。

理论探索 开拓新视野

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大国，我国文化遗
产增益旅游历史文化底蕴的价值尤为凸显。依托
丰厚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更为根深叶茂，大力发
展文化遗产旅游，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
之间的良性互动，既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又有
利于发展旅游业，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段勇以《国家文
化公园与文化遗产主题游径建设》为题，分析了
主题旅游与游径建设的发展趋势，探讨了国家文
化公园与主题游径建设相衔接的重要意义。他认
为，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
公园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象征，天然具备游
径建设的良好条件，应在做好顶层规划的基础
上，继续加强跨区域的协作，重点提升道路交通
支持水平，稳步推进游径体系建设。他表示，与国

家文化公园相关的文化遗产游径建设，在宏观主
题构建方面，要广泛、深入挖掘各线路、各区段、
各形态的历史文化内涵价值，体现其“中华文化
重要标识”的国家定位；在整体表达形式方面，要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借助国际话语体系，兼顾国
内和国际游客需求，实现内涵、价值的有效传播。

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主席、上海大学教授
安来顺表示，价值是阐释文化遗产资源的核心，
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为旅游的“故事讲述”增加
了深度和广度，提升了游客体验的品质。随着“可
持续旅游”理念和实践的形成与发展，文旅行业在
价值阐释方面达成共识，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盘活
文化遗产资源纳入当地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体系
中，文化遗产的“超经济”力量持续增强，逐渐演化
为一种“发展动力”。为了更好实现对文化遗产的
保护、利用和传承，使其成为建设我国文化强国
的宝贵资源，必须将文化遗产有效纳入旅游规划、
开发管理，以及阐释传播的全链条中去，大幅提升
公众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理解和保护意识。

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田凯聚焦中国文化遗
产价值挖掘与旅游转化，重点讨论了中国式文
化遗产旅游的时代特征、中国文化遗产基于旅
游的价值挖掘、中国文化遗产价值研究与转化
的现存短板等热点内容。他提出，中华文明的连
续性特征促使文化遗产价值挖掘具有整体性和
关联性，讲好中国故事是文化遗产价值挖掘的
根本使命，要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
刻把握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充分研究阐释文
物与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立足

当代实践，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作出贡献。

科技驱动 发展新业态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进步，成为促进文旅事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引领文旅创新理念和
方向的数字技术底座，也是文旅产品和服务新型
应用场景塑造的依托，有效推进了文化遗产旅游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中国电信集团文宣行业事业部总裁徐守峰
以“云网数智安”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中国电信
集团在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建设、智慧博物馆业务
体系构建、数字云展厅打造、天翼数字藏品平台
搭建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充分展现数字文旅正在
快速走向创新驱动的蓬勃发展现状。他在讲话中
说到，“文旅+元宇宙”实现了二维平面到三维立
体的演进，让文旅边界和定义得到系统性重构，
也为激活、重塑文旅新场景创造更多可能，以智慧
旅游为核心的现代旅游体系建设进程将进一步加
快，沉浸式数字化文化遗产旅游新模式也将为游
客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和体验感。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技术部
副总经理张骁介绍了腾讯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
事业部的契机与期望，并对其在“数字文保路径
探索”“数字文化+科技”“人工智能+考古探源”

“数字孪生+保护传承”“活化利用+数智人”等数
字文化领域的业务内容和发展方向展开论述。他

认为，如何记录、延续、传承文物所承载的信息、民
族情感，是关乎每个人的时代命题，而数字科技将
打通中华文明探源以及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
利用的卡点，让消逝危机不可逆的文化遗产“永
生”，真正帮助文物留存、呈现，甚至活现，成为中
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重要驱动力。

创新实践 推动新跨越

在案例分享环节，与会嘉宾通过分享文化遗
产旅游典型案例，展现了各地在加强文化遗产的
系统性保护，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作出的贡献，并对如何助推文旅产业实现突破性
跃升，寻找到发展新方向新路径提出积极思考。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李云丽提
到，厦门市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拥有世界
文化遗产 1处，不可移动文物 1960处，作为旅游
热门城市，应在未来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新格
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会上，她围绕“全国文物保护
单位+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文化元素”“传统
文物景区+科技赋能”等文旅创新案例类型，深
刻探讨了故宫鼓浪屿外国馆、鼓浪屿管风琴艺术
中心、厦门胡里山炮台为增进文旅产业跨界融合
所作出的宝贵尝试。她在交流对话中提到，必须

在确保文化遗产本体无干扰、无破坏的前提下，
才能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及活化利用与旅游有机
结合，从而推动其更好融入现代生活。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局）博物
馆处处长车宁以《全力打造博物知旅，提升博物
馆旅游首位度》为题，深度介绍了江苏省“博物知
旅”活动季的情况。他表示，“博物知旅”作为江苏
省文物局组织策划的首个文博类主题活动季，所
开展的主题活动既鼓励各地博物馆对文化遗产
进行深入挖掘，承担起传播的义务和责任，也让博
物馆的欣赏者主动成为博物馆宣传员、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者，有效体现了博物馆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贡献度，发挥了博物馆以文化人的功
能和作用，并成功构建博物馆资源赋能文旅发展
新平台，对于丰富“水韵江苏”文旅品牌内涵，推
动文化和旅游高水平融合具有促进作用。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极其丰富
的文化遗产资源。各类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基础。本次大会的举办立足于文旅融合发
展新阶段，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推进文
化和旅游产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旅游
业态转型升级，促进文化遗产的长久保护和永续
利用。

首届文化遗产旅游大会综述
雪晓楠

战争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话
题，史书中关于战争的记载屡见不鲜，
描述的多是王侯将相如何运筹帷幄，
普通士兵会在带甲多少万、斩首多少
级中以数字出现，惨遭兵燹的底层百
姓往往被十室九空、千里无人烟、白骨
露于野等词一笔带过，战争对个体的
具体影响，则往往忽略不计。然而历史
留下了文物，也留下了战争中个体命
运的历史断面。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 170余万
件（组）文物，这数目庞大的文物中，称
得上国宝级文物的只有 18件（组），而
其中从不出境展览的文物只有两件，
其中一件就是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窖
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这类
器型扁圆的壶类，考古学称其为“皮囊
壶”“鸡冠壶”“马镫壶”等，器型来源于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最
早是皮质的皮囊壶，后仿皮质出现了
银质、瓷质、木质的皮囊壶，在辽代尤
为流行。盛唐时，国力强盛、文化自信、
开放包容，胡旋舞、西域器具等都成了
一时风潮。这件带有典型草原特征的
皮囊壶正是这种自信、开放的见证，而
特殊的是，其壶身上的“舞马衔杯”纹
样又同时见证了大唐的由盛转衰。

关于舞马，文献多有记载，《文献
通考·乐考十八·乐舞》“倾杯舞”条引
述“《山海经》述海外太乐之野，夏后启
於此舞九代马，《穆天子传》有马舞之
舞，亦信有之矣”。曹魏时，曹植训练了
一匹大宛马，献给曹丕，《献马表》说：

“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
应。”到南北朝时，青海湖附近的吐谷浑
人擅长养马，培育的“青海骢”十分出
名，《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谢庄传》《梁
书·张率传、诸夷传》《北史·吐谷浑传》
等，多次记载了吐谷浑向南朝的刘宋、
萧梁、北朝的西魏进贡训练过的舞马，
宋孝武帝刘骏、梁武帝萧衍也都曾命
臣下作《舞马赋》。

进入唐代，舞马成为宫廷宴饮、庆
贺中的盛事，规模、演出都达到了顶
峰，有众多记录舞马的诗词，宰相张说
可能写得最多。张说《舞马词》中说：

“彩旄八佾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
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二圣先
天合德，群灵率土可封。”“二圣”是指
唐高宗和武则天，《新唐书·则天皇后
纪》载：“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
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
圣’。”但据《新唐书·张说传》记载，张
说生于 667年，睿宗李旦永昌中（689）
才授太子校书郎，而此时高宗已经驾
崩，武后临朝，其上述诗文应写在此
后。另外，《景龙文馆记》也记载了唐中
宗李显景龙四年（710）正月初五，接待
吐蕃使者时，在殿中“奏蹀马之戏”，舞
马“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吐蕃使者大
惊。所以大致在唐玄宗开元前（713 年
前），至晚武后时期，舞马的规模已经
变得庞大，不仅分色、分队列，还能衔
杯献寿。也就是说，舞马衔杯纹样的原
型此时已经出现了。到了玄宗朝，开元
十七年（729），左、右丞相源乾曜、张说
率百官上表，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为

“千秋节”，全国休假，宴乐三天（《册府
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配合千秋
节的表演，舞马走向了巅峰。

玄宗命人调教了舞马“四百蹄”，
将其“各为左右，分为部目”，起名“某
家宠”“某家骄”。到了千秋节庆贺时，

在勤政楼下，这些舞马穿着锦绣，装饰
着金银珠玉，踩着节奏“奋首鼓尾”，表
演曲目《倾杯乐》。现场设置三层板床，

“乘马而上，旋转如飞”。还有用壮士举
一榻，马在榻上舞蹈，左右再辅以装饰
华贵的俊美少年当乐工。张说又一连
写了三首《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其
中一首说“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
醉如泥”。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的不仅是霓裳
羽衣曲，还有玄宗的千秋舞马。玄宗仓
惶奔蜀，舞马就散了。安禄山看过舞马
表演，而且他自己就擅长胡旋舞，所以
带了一些舞马回范阳。但很快安禄山
也倒台了，这批舞马又辗转到了曾经
的安史前锋田承嗣手中。田承嗣是个
莽夫，以为就是普通马，将其和战马养
在一起。一天，军中开宴会，有奏乐，舞
马一听，就开始随节奏跳舞。养马人以
为马成了精，上去就打。马以为跳得不
好才被打，更卖力、更抑扬顿挫地踩节
奏。养马的报告田承嗣，田承嗣也以为
是妖邪，让更卖力地打。结果“马舞甚
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等到安
史之乱平定，玄宗回到长安，再次夜登
勤政楼，身边只剩下高力士和贵妃的
侍者红桃。高力士搜罗半天，能找到的
旧人只有些梨园子弟。面对仓皇冷清，
玄宗亲吹玉笛，命唱贵妃所制的《凉州
词》，“曲罢相睹，无不掩泣”。

之后舞马在德宗贞元四年（788）还
有出现。《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德宗

“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
马”。但此时的大唐，京师接连地震，“江
溢山裂”，浐河、灞河枯竭，节度使反叛
朝廷，与吐蕃连年战争，已不复盛唐气
象。再之后，舞马就消失了。

如果说舞马的悲剧折射了大唐的
盛衰，那么 2002年发现的北京石景山
八角村金墓，则真实展现了普通人在
时代洪流中的无奈。此墓墓主人名字
叫赵励，墓志记载，赵励当过辽人，当
过宋人，唯独没当过金人，但他的墓葬
又偏偏是金代的。

赵励的先世，居住在山西忻州，往
前推五代，他的高祖的父亲，任卢龙节
度副使（即幽州，现在北京及附近地
区）。后晋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因打
不过后唐，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换
契丹出兵相助。此后，中原失去了北方
屏障，赵励先祖也留在了辽国，几代人
都读书做官。

到了赵励这代，赶上了辽末大乱。
辽德兴元年（1122），赵励及进士第，授将
仕郎。这年，女真在后边一路追击，辽天
祚帝在前边一路跑，从张北的鸳鸯泊跑
到大同，又从大同轻骑跑进了夹山（一说
即呼和浩特的大青山），连传国玉玺都
在桑乾河跑丢了。大臣回离保、耶律大
石以为天祚帝已死，就立了耶律淳为
帝，即北辽，所剩无几的大辽还分裂。没
几个月，耶律淳死，皇太后萧德妃摄政，
改元德兴，就是赵励及进士第的年号。这
个年号维持了连一年都不到，女真又打
了过来。燕京守不住，北辽又逃奔天祚
帝。天祚帝因另立新帝，杀了德妃，北辽
就算灭亡了。耶律大石带了两百铁骑半夜
西逃，跑出三万里地，最后建立了西辽。

留在燕京的赵励比较倒霉，刚中
进士，就碰到朝廷灭亡。好在赵励祖上
是汉人，还能带着家眷归宋。宋朝最开
始想趁女真侵辽夺取燕京，但宋军战

力实在堪忧，即便面对分裂后几乎快要
亡国的北辽。宋军几次出兵，在燕京大
臣、居民内应的情况下，都惨败而归。军
事打不赢，宋朝又出了招抚政策，我打
不过去，但你们可以自己过来。在辽地
任职的汉官，归宋的可在边境上换授与
辽地相当的官职，但要得到实授，还得
到东京汴梁报到，由朝廷正式任命。

赵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拖家带口
到了开封。虽然躲过了兵灾，但天不假
寿，还没等到朝廷册命，北宋宣和五年
（1123），赵励就在招待所同文馆去世
了，家属只能将其暂时葬在了汴西的
长庆禅院。从埋葬地看，应该是火葬
后，以瓮棺收敛骨灰。朝廷为表优恤，
又特授其长男亳秀将仕郎。事情的变
故还未结束，金天会四年、北宋靖康元
年（1126），金兵又打到了汴梁城下，北
宋也亡了。赵励这一家子，又被全家迁
回燕京，仓促急迫中，没来得及把赵励
骨灰一起带走，留在了长庆禅院。

这之后，金朝立了张邦昌的楚、刘
豫的齐两个傀儡政权，原辽境内和原
宋境内的人员往来又断了。直到天会
十五年（1137），金熙宗废齐国，将整个
北方并入金国直接管辖，南北交通才
又联络起来。

而赵励的长男亳秀，从宋回燕京的
时候，又换了金的官衔，到天会十三年
（1135）实授了邢州内丘县主簿。齐国被
废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总算能
自由交通的亳秀，一开春就请假去汴
梁，寻找赵励的丧骨。但到了开封，亳秀
傻眼了，大军扫荡后，汴梁城到处残破，
亳秀站在城外仓皇四顾，根本不知道去
哪找。正在他踌躇徘徊、涕泣交加的时
候，众农夫中走出一人，知道长庆禅院在
哪，指引他去。可到那一看，长庆禅院已
是一片废墟、残砖断瓦，赵励葬于何处又
无从下手。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
亳秀又碰到了建造墓穴的人，还找到了
原来寺院的住持，最终才找到赵励丧
骨埋葬地，将丧骨带了回去。

金皇统三年（1143），赵励妻子吴氏
去世，赵励家人将他们合葬于“燕城宛
平县崇禄里黑山之西南隅”，即现在的
石景山八角村。此时，距赵励客死汴梁
已经过去了 20年，赵励的四个女儿也
相继亡殁，并未能等到他的遗骸归燕。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
争不是过家家，也不是文献中的黑白文
字，而是一个个不同命运体组成的悲欢
离合。无论是银壶上的鎏金舞马，还是
劫后余生的赵励家人，在战争、历史剧
变的汪洋大海中，都像一片无依靠的树
叶，只能随着风浪颠簸漂流，展示自己
的历史断面，提醒后人和平的可贵。

战争中的人与马——文物折射出的历史断面
王龙霄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通高14.8厘米，径2.3厘米，重549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