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A11 2024.2.20 星期二
责编：许媛 美编：唐龑 组版：杜敏

淮安城市的原点，由此
通江达海

淮安两宋两河遗址博物馆位于
淮安市淮安区新城同心路西侧。现
代快报记者从淮安市考古研究所获
悉，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
争霸，开凿邗沟，连接江淮，其北端
入淮口称之末口，淮安城因末口而
起，已有2500年的历史。2017年7
月，天恒王府B地块施工中，在地下
5米左右处发现了部分砖结构墙体，
至2017年9月完成考古清理并定性
为南宋水利工程遗址。为保护这一
重要遗产，淮安区取消了原建设方
案中的地下人防项目，2020年 4月
启动博物馆的土建项目，并于2022
年12月完工。

经淮安区文物局跟踪清理，共
暴露出4处砖墙体结构，由南向北
依次排列，最南端两处墙体为闸坝，
最北端两处砖石结构墙体为码头等
设施。《淮安运河文化志》中记录着，
专家结合现场出土的文物资料考
证，认为该遗址应为宋代之前沿用

的盘粮过坝码头遗址，是一处南宋
水工古遗址。最南端两处墙体应为
当时的闸坝，穿透木桩是为防止墙
体在水流长期冲刷下发生倾塌。出
土的刻有“淮安州”字样的铭文砖，
足见该遗址体量之大，规格之高。
总占地面积约为2500平方米，这些
城砖来自淮安城各地，见证了淮安
城的发展，目前这4处砖墙体也在
博物馆内展出。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此处遗
址填补了淮安2500年的城市发展
史，也填补了古末口没有遗存的空
缺，反映了宋元时期的闸坝水工技
术，补充了宋代淮安的地理史、水利
史、漕运史、战争史等，也印证了淮安
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枢纽、运河之
都、国际港口的重要地位。遗址的
考古发现见证了淮安南宋时期的战
乱和北宋时期的繁华，以及淮河、邗
沟运粮河和淮安历史的传承演变。

春节游客日均万余人
次，沉浸感受昔日繁华

一进馆，记者就被右手边的巨

幅动态画卷吸引了，博物馆采用延
时动画的方式展示了末口 2500 年
来的生长与繁荣。据两宋两河遗址
博物馆讲解员韩明月介绍，宋朝末
口处十分繁忙，南来北往的船要依
次盘坝入淮。在动画中可以看到，
船至末口时先将货物卸下，再靠人
力或畜力拉动木绞车将船舶从邗沟
里拉上坝口，后缓缓放入淮河，再装
上货物继续北行或西去。尽管是周
一，还是有不少游客前来参观。韩
明月表示，春节期间该馆日接待游
客万余人次。

参观该馆时，可以通过遗址、码
头、坊肆、酒楼、街市见证两宋时期
繁华的楚州城。戴上3D眼镜，仿佛
穿梭时空，游客会置身于南宋的战
火之中，感受楚州的英勇与忠贞。
此外，昔日楚州城美丽乡村的富足
繁荣，文人雅事的悠闲自在，亭台楼
阁的园林之美，烟柳画桥的繁盛都
市，一一在眼前浮现，这也让人明白
了为何北宋的楚州吸引了苏轼、黄
庭坚、张耒、杨万里等人流连忘返。
文人大家在楚州饮酒题词，留下许
多称颂淮安的诗词。

北宋时期的末口尤其繁华，自
唐朝以来，楚州就是沟通中外的港
口城市，新罗人、日本人往来商贸，
会聚末口，逐渐形成了新罗坊，在宋
代时又成为北辰坊。坊间侨居、商贾
云集，人头攒动。馆内还做了一处何
家楼，著名的节孝先生徐积曾在他的
诗《高楼春》中提到“是人俱爱何家
楼”，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当年富庶
安逸的北宋淮安人尝江笋淮鱼、听
丝竹管弦、看歌舞杂剧的场景。

多处打卡互动，设置了
考古课堂

在博物馆里，由北宋进入南宋，
楚州的面貌也迅速转变，本是“汴都
仰给漕运”的经济都市，变成了“南
北噤喉”的边境要地。博物馆内设
置了多处互动打卡项目，在前后两
段遗址之间还设置了青少年儿童考
古课堂，让孩子们能在遗址中进行
真正的考古活动。比如，摇动手杆，
就可以帮助武锋军抗击金兵。

在保卫楚州的互动游戏室内，
不时传出阵阵欢呼声。“我是第一

名，1040分。”家住附近的赵女士拔
得头筹，她是最近听说博物馆开馆
了，就带着家人一同来参观，没想到
这么震撼，除了详细介绍外，每个互
动游戏她都尝试了，很有参与感。

据韩明月介绍，南宋楚州的往
事可谓字字泣血，楚州不仅是南宋
东北边界门户，更是淮河向南通往
长江的唯一出口，成为宋金主战场
之一。宋金战争期间（从南宋建国
到金亡国的107年），楚州城曾8次
被金兵攻占或围困，最长一次被占
领时长为 6个月，也就是著名的楚
州保卫战。直到1227年6月宋改楚
州为淮安军，“淮安”才横空出世，世
间也再无“楚州”。1234 年宋改淮
安军为淮安州，“依淮安居”由此近
800年。

有颜有实力，这个“后
妈”观众爱看

春节期间，被短剧《我在八零年
代当后妈》刷屏了。该剧2月12日
上线当天就冲上DataEye短剧热力
榜第二位，据片方透露，《我在八零

年代当后妈》的拍摄周期只用了10
天，后期制作费用8万元，没想到在
这个春节迎来了“泼天的富贵”。

为啥这么火？用一句话总结这部
剧的精髓：有颜有实力，爽文天花板。

女主司念（滕泽文饰）一觉醒来
回到1987年，要嫁给农村二婚养猪
户，原以为对方家境不好相貌丑陋，

没想到是个有钱带俩娃的大帅哥，
从此开启令观众心情无比畅快的婚
姻生活。

最大的爽点在于女主本人是个
硬茬，怼天怼地怼亲戚，再不济就上
菜刀和墩布，主打一个“别人朝我扔
泥巴，我要讹他八万八”。在讨好型
人格、精神内耗成为当代人的痛点

时，这类清醒不内耗、情商高反应快
的女主人设，正是时下备受追捧的
类型。

“这个女主所代表的爽感，与
‘重生’后的《热辣滚烫》杜乐莹所带
来的振奋是同一属性。”有网友如此
评价。再加上短剧每集1至2分钟
的超短时长，特别适合春节假期空
了刷一刷，高效放松。

女频领跑，亲情剧火热
春节期间，另一部热度很高的

微短剧《小叔，放过我吧》，男主金佳
遇被称低配版池昌旭，男二是山寨
版胡一天；而霸占短剧热力榜多日
的《厉总，你找错夫人了》更是男帅
女美的爱情剧。“女频”依然是领跑
短剧的主流。

然而仅仅是爱情，并不能满足
观众对春节档追剧的要求，阖家团
圆的氛围更能打动人心。以《厉总，
你找错夫人了》为例，讲述了一名年
轻女子意外成为豪门太太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女主角林小雅与厉
天行的种种误会与趣事，让观众捧
腹大笑的同时，也感受到生活中的
美好与温暖。

这部剧的火爆之处在于巧妙地
融合了喜剧元素和家庭伦理题材，使
得观众在欣赏精彩剧情的同时，也能

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与和谐。
再如春节期间，达到千万级流量

峰值的短剧《龙年大吉之衣锦还乡》，
从名字就感受到新年的氛围。试问
在外闯荡的人，谁不想衣锦还乡？

《龙年大吉之衣锦还乡》开篇，
火车从一片雪景中呼啸而过，那是
开往家乡的列车。男主角是万安钢
铁厂董事长，叫林安，和妻子苏瑶结
婚几年，独自在外打拼，年纪轻轻做
到了万安钢铁厂董事长。回到家乡
后，他跟妻子去岳父家过年，却被大
家“看不起”“瞧不上”，岳母甚至提
出要他和自己女儿离婚。林安如何
顺利“还乡”？一段有趣的身份揭秘
故事由此展开。

还有不少上榜的短剧如《我最
亲爱的》《又是一年除夕夜》《王妃今
天休夫了吗？》……都是在女频基础
上加入亲情元素，配合了春节档阖
家欢乐的氛围。

据新腕儿数据分析，今年的短
剧春节档日消耗量创造了新纪录，
至少有一天破亿了，其余几天也有
8000 万元至 9000 万元的消耗，预
估今年春节档短剧总消耗（票房）约
为8亿元。虽然与春节档电影票房
不可比拟，但在反复整顿、磨合后，
短剧市场也慢慢迎来了属于自己的
小阳春。

总票房预估8亿元

这个春节，你被土味短剧拿捏了吗？
这个春节档，相对平淡的

小荧屏，土味短剧开启弯道
超车模式。《我在八零年代当
后妈》《厉总，你找错夫人了》
《超越吧！阿娟》《天涯小娘
惹》……无论是大热女频还
是亲情、都市类题材，都让观
众看得欲罢不能，不知不觉
就掏出刚拿的压岁钱。数据
显示，短剧春节档最高日消
耗破亿，总票房预估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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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从何而来？答案藏在这家博物馆
“山阳大都天下夸，长淮蟠

山无垠涯”“淮水东南第一州，
山围雉堞月当楼”……这些耳
熟能详的诗句无不重现了淮安
昔日的繁华。淮安从何而来？
流传已久的富足繁荣有什么凭
据？近日，淮安两宋两河遗址
博物馆开馆，填补了淮安
2500 年的城市发展史，难得
一见的宋代历史遗存，也让淮
安千年历史与运河千里风光在
两宋交汇。2月19日，现代快
报记者一探究竟，揭秘两宋时
期淮安的高光时刻。

通讯员黄洁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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