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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汉时期的冶铁， 到唐代兴起的制瓷，

再到宋代以来的采煤，两千余年里，鹤壁一直

是一座服务中原、 辐射全国的重要工业城市。

1957 年，鹤壁因煤建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家在鹤壁大力发展电子工业， 直到今天，工

业鹤壁的形象仍在延续。

第三展厅和第四展厅为鹤壁古代制瓷采

煤冶铁技术成就展， 四个展厅共展出文物约

600余件。

“早在战国时期，鹤壁地区就有先民在境

内冶铁、制铁。 1960 年夏，原鹤壁矿务局修建

铁路专用线时，在山城区鹿楼乡故县一带发现

了著名的“鹿楼冶铁遗址”，出土了十多座冶铁

炉，大量的铁制农具、兵器和计量器，如铁镰、

犁铧、锛、斧、铲、矛、戟等，以及灰色绳纹板瓦、

筒瓦、砖、各种形状的陶制工具范模等遗物，还

有战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有考古学者称此为

汉代时豫北地区重要的冶铁手工业作坊，为研

究中国古代的冶铁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

料。”张馆长说，当时出土的部分铁器曾在中国

农业博物馆收藏并展出。为了能让观众可以直

观地看到整个冶铁过程，第四展厅设有鹿楼冶

铁遗址的模拟场景。

“在鹤壁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中，鹤壁窑

格外受到海内外人们的关注，虽是一处民间窑

厂，但其炉火不灭达数七百余载，从唐代一直

到元代，所产瓷器种类、器型丰富，并且造型优

美、工艺精湛，在瓷器装饰上取得了突出成就，

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一

席之地。 1963年，鹤壁窑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张馆长介绍说，唐代是鹤壁窑的

初始期，这一时期的瓷器以白釉为主，黄釉、黑

釉次之，胎壁厚实，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白

釉贴花瓷盒、白釉瓷象枕；宋金时期是鹤壁窑

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窑场规模扩大，产品中开

始出现豆青釉等新的釉色， 器形明显增多，胎

质细腻而坚致，瓷化程度明显提高，如褐彩牡

丹纹瓷筒、白地黑花罐、白釉刻花瓷碗、黄釉褐

彩卧虎形瓷枕等； 元代是鹤壁窑的衰落期，器

形、器类、装饰急剧减少，产品制作也显粗糙。

记者在第三展厅看到一处鹤壁窑烧制瓷

器的 1:1 复原模型，里面的器物就是窑具———

筒状匣钵， 逼真的人物造型和惟妙惟肖的动

作，猛一看，让记者以为是真人扮演的，古人当

年如何制作瓷器，一看便知。

鹤壁自古煤炭资源丰富，早在宋代就有先

民在此开采煤矿。目前在鹤壁地区发现最早的

采煤遗址是 1959年在鹤壁集古楼河村发现的

“鹤壁集宋代采煤遗址”，这也是目前我国发现

最早的古代煤矿。“古矿井为圆形竖井，直径约

2.5米，深约 46米，四条巷道，全长 500 米。 当

时矿工采用了先内后外的‘跳格法’开采方式，

增加了采煤安全性，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古代

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此采煤法在上世纪 80

年代仍在沿用。”张长海边画图纸，边向记者演

示采煤过程。 在第四展厅，有幻灯片向观众演

示开采、运输、提升采煤过程。 从宋代时始，鹤

壁始终是重要的煤炭出产地。

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的推进，观众逐

年增多，全面提升市博物馆的展览和服务功能

已迫在眉睫。 据了解，市博物馆基本陈列改造

内容设计方案已通过省专家组评审，我们期待

着博物馆以功能完善、展览主题鲜明的新形象

亮相。 （特别感谢市博物馆提供史料）

心提示

核

历史犹如一条奔腾不

息的长河，博物馆的藏品始

终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

印记，是人类记忆的最终栖

息地。 5 月 18 日，是第 35 个

“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是“博物馆与记忆”。

如果与故宫博物院或是

省级博物院相比， 市博物馆

从藏品的多寡与珍稀程度来

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在

鹤壁市博物馆， 珍藏着这方

热土上来自远古的情感，保

存着先人留下的痕迹与气

息， 展示着往日的辛酸与荣

耀。

自市博物馆新馆建成

以来，先后举办了 70 余个陈

列展览，接待中外观众 50 余

万人次，发挥了重要的宣传

教育和传播历史文化知识

的作用。

从 1976 年建馆时，只有

文物、 没有陈列的落后局

面， 发展到如今展馆面积

5600 平方米、免费对外开放

两个基本陈列，鹤壁市博物

馆逐渐走近寻常百姓。

按照展品质地，市博物

馆对外开放的基本陈列展

览共分两大部分、四个专题

（展厅）：第一部分为“鹤壁

古代历史文物陈列”， 第一

展厅主要展示的是我市出

土的古化石、石器、青铜器、

陶器、石刻造像等，第二展

厅主要展示的是我市出土

的货币、金器、铜镜和玉器；

第二部分为“燃烧的辉煌”，

第三展厅和第四展厅则集

中反映了古代鹤壁制瓷、冶

铁和采煤的技术成就。

今天，记者就带您重读

鹤壁的三千多年发展史，回

忆这座城市在早期中国历

史和中国古代工业发展史

中走过的历程。

走进市博物馆序厅，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

是两块相向悬挂于墙的大型浮雕壁画，高约 2.5

米、每块长约 15米。组合浮雕以淇河为主线，贯

穿鹤壁的历史进程， 展示了“仙鹤栖于南山峭

壁”的鹤壁称谓由来、主要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

名人， 如浚县大伾山天宁寺大石佛、 玄天洞石

塔、 我国见于记载的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

穆夫人、军事家和纵横家———鬼谷子。

许多市民都知道鹤壁因相传“仙鹤栖于南

山峭壁” 而得名， 而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哪里

呢？

在市博物馆第一展厅， 唐开元二十六年的

王君墓志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直线标注出了刻有

我市名称的最早记载文字：“……相州西南五十

里，鹤壁村西北二百步……”

据市博物馆馆长张长海介绍，1985 年，该

墓志在我市第六中学发掘出土， 由此表明公元

738年就有“鹤壁”这个地名了。

墓志铭印证鹤壁地名

文明鹤壁：一千年王都故梦

如果想清晰地了解我市的主要遗址分布，

您不妨在第一展厅看看我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分

布沙盘，从淇河沿岸分布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仰

韶文化遗址到龙山文化遗址， 从夏代的刘庄遗

址到周代的卫国故城，再到汉代的后营汉墓群，

地理位置分布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早在 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的先人

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这里是浩瀚的

大海，在石炭纪、二迭记和新生代，鹤壁这里变

为沼泽、森林、陆地、山川、丘陵,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孕育了众多古生物。经过考古发掘，出土

有三叶虫、珠角、石燕等古生代化石以及大象、

额鼻角犀、鸵鸟蛋等新生代化石。出土的大量打

制和磨制石器， 表明在石器时代淇河两岸便生

活着披荆斩棘的先民， 并创造了古老的淇河文

化。 ”张馆长介绍。

商周时期，鹤壁位于畿辅之地，淇河两岸的

先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卫国在此建都，历

经 383载， 这是鹤壁历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段

落。经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征集，发现不少精美的

青铜器，尤以辛村西周卫国贵族墓地为最。

“市博物馆馆藏的两周时期文物反映了卫

国历史沿革、 两周封建礼仪制度以及鹤壁作为

卫都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 青铜器中的饕餮纹

鼎、夔纹簋是最具典型的两件礼器。 ”张馆长手

指器物向记者介绍。 记者看到的这个三足饕餮

纹鼎，其器身呈圆形，铜器上铸有饕餮纹，鼎身

泛着墨绿。“鼎在古代被当做‘名尊卑、别上下’

的代表，最高统治者随葬 9 个鼎、8 个簋，诸侯

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鼎身的饕餮纹是一种图

案化的兽面纹， 是商周时期铜器常见的纹饰之

一。 饕餮是古代传说中的怪兽， 见到什么吃什

么，由于吃得太多，最后被撑死了，它象征着贪

欲，饕餮纹也具有辟邪祈福的意义。”张馆长说。

陶瓷是灵与情的交融，是智与力的结晶，是

火与土的艺术。鹤壁陶瓷烧造历史悠久，造型各

异，有的原始朴拙，有的深沉高雅，它们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特征、 社会习俗和人们

的审美观点。 淇县花窝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

文化遗址， 它的发现填补了豫北地区新石器时

代早期考古的空白。

“裴李岗时期的陶器为手制， 所需火候较

低，易碎。 陶质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种，器表多为

素面，少数饰有划纹、指甲纹、篦点纹。 素有‘南

有裴李岗，北有磁山，中间是花窝’之说，为探索

仰韶文化的渊源， 研究裴李岗和磁山文化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张馆长说，汉代

有个习俗是“事死如生”，死后要把逝者生前用

过的东西，如房屋、仓、灶、水井、壶等物品做成

冥器随葬， 以随葬品数量多少显示此人孝顺程

度。张馆长手指一座陶屋对记者说，那是一个汉

代房屋模型，地面上已经找不到这时期的房屋，

研究者能从随葬的冥器当中了解汉代的建筑形

式。

第一展厅还有两座释迦牟尼弟子的石刻

像，1998 年，盘石头水库建设拆迁时，在玄天洞

石塔地宫里发现了它们。 记者看到这两座石刻

像衣褶线条清晰流畅， 显示出了当时手工艺人

的高超石刻技艺。

随后，在第二展厅，记者见到了多个朝代的

古钱币，从西周的贝币、战国的青铜布币、圜钱、

方孔圆钱，直到明清的机器铸造币。石林镇狮跑

泉村曾出土了 4870枚战国货币，为战国时期淇

河两岸社会繁荣、 经济发达的实物见证。 1997

年，这些货币部分被调拨至中国钱币博物馆，部

分还陈列在市博物馆第二展厅。 由于多数钱币

外形较小，加之年代久远，钱币上的字迹和纹路

也略显模糊， 博物馆还专门在第二展厅设置了

四个放大镜，供观众更近距离欣赏古钱币。

第二展厅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数量丰富的青

铜镜，有圆形、方形、花瓣形、柄形等多种形式。

在玻璃镜流行以前， 先人们主要以铜镜照面。

“鹤壁出土的铜镜上自汉代，下迄清明，种类齐

全形式多样， 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古人使用镜

子的重要实物资料。”张馆长特意推荐记者欣赏

两面镜子， 一个是宝相花透光镜， 镜面正对阳

光，铜镜背面的花纹可投射到墙上；另一面铜镜

如果经过清理后， 和现在的水银玻璃镜有相同

的成像效果。

此外，展厅还专门辟出一片展区，主要展示

明代兵部尚书王越之女王伯禄曾经使用过的金

银器物。 而展区内还陈列了用于装饰的龙形玉

佩、用于祭祀的玉璧、用于装饰的带孔石饰等多

种玉器，张馆长说，我国先民崇尚玉器的风俗有

近万年历史。

工业鹤壁：两千年工业文明史

饕餮纹鼎。

宝相花透光镜。

重现的瓷器制作场景。

文物钱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