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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川博物院重磅大展，主题展包含“苏轼主题文物特展”
和“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展”两个篇章。前者以“东坡真迹”及其相关
文物为核心展品，后者则汇集了 80件阐释东坡文化的当代书画
作品。集中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吉林
省博物院、旅顺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 39家博物馆
珍藏的苏轼主题相关文物 274件，其中一级文物达 39件。是古与
今的联袂，亦是古与今的对话。

苏轼，北宋时期巴蜀大地走出的旷世奇才，在跌宕起伏的人
生际遇中，他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蓑烟雨任平生”泰
然处之，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自勉自
律。其道德品格、文学成就、艺术造诣、为民福祉皆受世人称颂。王
安石评价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林语堂评价其“人
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纵然我们与苏东坡已相距千年，仍能在遗
迹、课本、影视等多处看到他，接近他。苏东坡的功绩、趣事、成就，
他将一路坎坷化为对自我生命的超越，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
这是历史的沉淀，也是今人对他的怀念。

苏轼真迹罕见，《潇湘竹石图》是其代表作之一。“画面中几丛
疏竹压在两块大石头之下，而竹子却倔强生长，反映了苏轼当时
的心境和坚强的性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四川博物院副院
长、总策展人谢丹介绍，此次主题展最重要的是反映苏轼跌宕起
伏的人生经历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特展设在博物院一层，占
三个临展厅，是四川博物院举办的展线最长、展厅面积最大、沉浸
式体验场景最丰富的大型专题展览。

特展共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一门三杰孕于蜀”讲述三苏
父子生活的时代，展示宋代四川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人才辈出的
局面；第二单元“跌宕起伏的一生”讲述了苏轼的人生经历；第三
单元“千年一遇的全才”重点展示苏轼卓越的创作才能，呈现苏轼

在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就；第四单元“人间有味是清欢”则展现
苏轼的“朋友圈”，并借此一窥北宋名士的群像风貌。展览以苏轼
的人生经历和杰出成就为叙事主线，通过相关主题文物展陈以及
图文版面、情境设计、多媒体投影等辅助展示手段，还原了苏轼博
学雅志、乐观豁达的人物形象。

为营造宋代美学清雅极简的氛围，展览定制了大量的宋风家
居、植物造景和沉浸式西湖景观走廊，复原“三苏父子的书房”等
诸多场景，打造出具有宋风古韵的雅集空间。为拉近观众与苏轼
的距离，展览现场还以明代仇英所绘的《竹院品古图》和王式的

《西园雅集图》为故事背景展开叙事，营造宋代文人赏鉴古物文玩
的氛围，观众可以在《西园雅集》的复原场景中与北宋古人“合
影”，成为西园雅集的一名文人雅士。展览期间宋人“四雅”的焚
香、插花、挂画、抚琴等节目在展厅里纷呈上演。

展览结尾巧妙融合研学和文创空间，形成一个200平方米的
互动空间。东坡文创集市还原北宋京都的街市风貌，观众可以在
集市中与身着北宋服饰的工作人员使用特制的交子券交易，激活

“诗词歌赋”“学做东坡菜”等对话场景，也可以拉开展柜下方的药
柜，拿出其中的川产道地药材，触闻宋时的调配香囊，制作“东坡
年画”拓片，了解北宋历史。展览期间的每个周末，四川博物院推
出《东坡带你游北宋》主题研学活动，将带领青少年们走进苏东坡
生活的时代。

“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展”，展出的当代书画作品笔墨风格各
异、形式语言多样。通过“烟雨任平生”“意造本无法”“明月清风
我”三个单元，分别阐释了东坡文化所蕴含的旷达超逸的人生境
界、自然尚意的审美理想、高洁傲岸的文人风骨，勾勒出东坡精神
的文化线索。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19岁的苏轼第一次来到成都，被
知州张方平视为奇才“待以国士”，并向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宋
英宗治平年间，苏轼访游成都，寄住成都西郊清水河畔，座谈会
友，举酒赋诗，为当地士子讲学。“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
量”“乘槎归去，成都何在”“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
奇”……成都入了他的诗词，也入了他的心。苏轼对成都是喜爱和
思念的，更有人说《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就是苏轼在七夕写给
成都的“情书”。“此次在浣花溪畔的四川博物院举办苏轼主题展，
正是应了苏轼在《河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中‘莫负花溪纵
赏’的期盼，也是一种当代对苏轼七夕‘情书’的回信。”谢丹说。

给苏轼的回信
——四川博物院苏轼主题展

甘婷婷 张若微 吴晓燕

2022 年 5 月 18 日，中山市博物馆新馆（简称“新
馆”）正式开馆。新馆在展览策划、社教活动开展，及全
方位、多角度建设博物馆品牌等方面，努力探索一条具
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并朝着建设成为“中山文化兴
城名片”“大湾区人文会客厅”的方向持续大步前进。

展现特色海洋文化
探索地方博物馆基本陈列构建新模式

新馆综合运用历史人类学、考古学、传播学、教育
学等学科知识，探索出了地方博物馆基本陈列构建的
新模式。

中山市旧称香山县，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改称“中
山”。在历史长河中，海洋文化是香山文化的底色，伶仃
洋是香山人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为了更好展示海洋文
化、传承当地特色文化精神，新馆开设了两个基本陈列

“风起伶仃洋——中山历史陈列”（简称“风起伶仃洋”）
和“沧海之阔——中山华侨历史陈列”。其中，“风起伶仃
洋”紧紧围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策展定位，着
重展示了香山人在特定的时空之下，面对艰苦的环境和
挑战，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历史创造的历程。

“风起伶仃洋”共分为“海上香山蛮烟雨”“安民易
俗成村聚”“渔户田庐水城国”“镜海扬帆立潮头”“近代
中山开风气”五个部分。为了在固定的空间里呈现行进
的历史，新馆基于“再造历史现场”的策展理念，将“风
起伶仃洋”展览空间设计为一系列田野情境，再通过艺
术造景、文物组合、多媒体运用等方式，再现与演绎不
同历史现场中人群的活动。从海洋文明中提炼出“波
涛”作为主线元素，艺术化的波涛状弧线以空间结构、
版面设计及灯光造型等方式贯穿全馆，串联章节，让观
众更好地成为“戏中人”，随波逐浪于香山发展的历史
舞台上，在故事中感悟香山历史。

“风起伶仃洋”注重多元体验，共设计有 5个物理
展项，10个互动屏展项与12个视听展项。其中，两处大
型影像空间给观众带来大气磅礴的沉浸感，贯穿展览
的广播剧更是中山历史陈列的展项特色，将与大众有
距离的历史文献再创作为广播剧剧本，辅以专业话剧
团队的生动演绎，让观众在听剧的同时，自主刻画历史
情境画面，享受与历史人物对话的意趣。

新馆还充分利用 3个临展厅打造精品临展，并注
重建立精品临展与基本陈列之间的联系，使博物馆成
为深度传播地方特色的“文化现场”。通过馆际交流，引
进展览以及自主策划等方式，展出“问礼——东周洛阳
王城的故事”“岭南藏珍——粤港澳大湾区藏品联展
（陶瓷专场）”“文教开先风——中山教育特展”“墨润香
山——馆藏书画精品展”等临览，深受观众好评。

打造特色品牌社教活动
形成参观热潮，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立足基本陈列与精品临展，新馆以专家讲堂、专题
导赏、互动研学、手工课堂、小小讲解员等形式，打造了

“香山风物”之“探源系列”“主题文化活动月”“家风系
列”等独具特色的社教文化活动。

“香山风物”多元的社教活动既有大众参与型，也有
专业精品型，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尤其是发挥

了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第二课堂”作用。该系列活动已成
为中山市博物馆特色社教品牌。2022年9月，“文教开先风
——中山教育特展”开幕并同步推出香山风物系列活动
之“教育文化活动月”。观众们在展览折页的指引下，探寻
中山教育故事。同时，共有11个学校研学团，超过400名
学生前往博物馆，进行了包含主题导赏与研学卡创作环
节的研学活动。展览中特别留出一面展墙，展示学校研学
团的优秀创作。学生们源源不断、充满创意的创作，让中
山教育特展成为馆校共创，不断生长的展览。

打造“云上中博”品牌系列线上活动，让文物活起
来，是中山市博物馆的又一重点品牌建设。2022年中山
市博物馆订阅号总粉丝数达 164386人，共发布微信推
送443条（其中原创推送189条），总阅读量达638249人
次。8月和 9月连续跻身“中山市市属政务微信影响力
排行榜”前20名。

目前，中山市博物馆已推出“博物馆文物知多少”
系列、“动起来吧博物馆”系列、“一展一物”云游博物馆
系列、“言听‘迹’行游中山”系列等线上推送栏目。未来
还将策划“云观展”“云讲座”“云游博物馆”等多种云上
打开方式，着力深挖香山文化底蕴，使馆藏文物通过

“云上中博”走近市民群众，焕发生机活力。

在探索和尝试中稳步成长
做好中山文化的传承传播者

新馆着力发挥博物馆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窗口作用，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
文化根基与思想源泉，助力中山市“文化兴城”建设。2022
年，中山市博物馆景区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新馆致力传播与推荐中山这座魅力之城。数据统
计显示，截至 2022年 11月 18日，新馆讲解员共接待游
客近 4.6万人，讲解超过 1100场。此外，为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推进中山市博物馆
志愿者队伍建设工作，发挥志愿服务在博物馆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中山市博物馆组建了一支
文旅志愿者队伍，截至目前，共有 358名志愿者，累积
公益时数超过2.5万个小时。

开馆是博物馆建设一个篇章的结束，亦是一个篇
章的开始。新时代下，中山市博物馆将致力建设“人文
香山、开放湾区”文化平台，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
体验历史、学习知识；结合展览与节庆，设计具有参与
感的主题活动；着眼培养时代新人，推出更多发挥“第
二课堂”作用的社教活动，加大馆校合作力度，为青少
年教育注入博物馆力量；共铸民族文化自信，讲好中国
故事，让观众在博物馆内感受历史、畅想未来，满怀信
心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022年4月，武汉革命博物馆推出“复兴路上 青春闪光——
武汉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专题展”，通过展

“陈”出“新”，探索出一条保护利用革命旧址的新路径。

旧址+展览，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机

展览抓住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重要契机，充分依托共青
团四大旧址，举办武汉首个庆祝建团百年展。展览在设计布展时
坚持保护第一、有效利用原则，通过功能置换拓展利用方式，采用
活动展墙合理规划布置功能空间，实现展览多样化的使用需求。

在改造布展时，基本保留了旧址的墙壁、吊顶和青砖地面，同
时加入与旧址相协调的现代建筑材料。根据展厅环境自主设计、
定制生产的活动展墙，展墙表面采用海吉布乳胶漆方式，可更换
颜色，多次利用。地面采用龙骨加防潮地垫的铺设方式，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青砖地面的破坏，并使地面与展馆展厅、展览风格协调
统一。室内照明、空调、消防、安保布线单独设置，避开醒目位置，
室外机集中放置在周边绿化中。灯具安装在移动展墙上的滑轨
上，采用能耗低、功率小、热量少的博物馆专业灯光，尽可能减少
对建筑的损害。

在陈列设计上，紧扣团徽、团歌等核心元素，充分考虑旧址特
点，实现传统与现代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序厅精心择取团徽中
的团旗、齿轮和麦穗等元素，对展览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高度
概括，烘托陈列主题。展墙将背景图片进行大幅渲染，凸显时代氛
围，特别是共青团四大处的展墙被设计为旧址外立面的形状，与
周边环境相呼应，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最后一部分犹如一
幅徐徐展开的卷轴书卷，语言风格采用新闻体，侧重情绪表达，以
新时代新青年的新作为对展览主题进一步提炼升华，在《光荣啊，
中国共青团》的歌声中帮助观众在“旧”的怀念和“新”的期待中展
开对话，使展览结尾的话语获得叠加和丰富，引发观众回味思考。

在最大限度地保持革命旧址在革命历史时期的本体及环境
的原状的前提下，根据旧址的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合理布局展览
的形式、色彩、流线，使展览与旧址有机融合，实现保护利用可持
续发展。

宏观叙事+微观叙事，让历史和现实双向奔赴

展览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双线叙事方式，以中国共青团
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线，全面展示中国共青团在百年发展变革
的征程中，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同时，以重大历史事件中的
先进典型人物为辅线，深入挖掘青年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中作出的伟大贡献。

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青年为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不惧牺牲，浴血奋战。在共青团四大召开前后，共青
团不但没有被反动屠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郑
重宣告“本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应当在党的领导之
下，吸引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共
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唐鉴被捕牺牲前笑着与怀孕的妻子告别，留下

“继续奋斗”四字遗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青年团万
岁”慷慨就义。接替唐鉴的卓恺泽，上任一个多月又被捕，他在绝
笔信中说“死于枪弹之下”，“比死于床褥之间痛快而有意义”。

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员“把青春
献给祖国”，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有团的旗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
有团员青年的身影。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先后有 1万余名武汉
人参加志愿军，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同学集体参军。洪
水肆虐时，青年突击队员们立下“人在堤在”的誓言，日夜奋战在
大堤上，创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奇迹。

在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大

青年“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各条战线上勇立潮头，敢闯敢干。
三峡工程青年突击队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锐意进取、勇于奉
献；西部计划志愿者背上行囊，“祖国需要处，皆是我故乡”；青年
工匠勤学苦练，用实干成就梦想。

在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青年用行动践
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微笑天使”董明将志愿服
务作为生活方式，在轮椅上与祖国共奋进；“第一书记”黄文秀用
年轻的生命诠释了“我是党员，就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骑行女
孩”甘如意用不怕苦的意志告诉我们，青年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
时刻是冲得出来，顶得上去的。

采用双线叙事，通过不同时代青年的闪光作为来反映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之路，通过重温百年团史来激发当代青年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实现历史和现实的双向奔赴。

文物+数字化，革命文物会“说话”

武汉革命博物馆与共青团武汉市委、武汉市团校等单位及民
间收藏家深度合作，征集到百余件全国各地特别是武汉青年运动
的实物，并精选出43件/套在展览中展出，如《中国青年》《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市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会刊》、1949—2018
年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章、芳草社区志愿者代购通行证等，从
不同角度见证着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

展览应用数字化技术，为重点文物穿上独特的二维码外衣，
手机扫一扫即可观看图文、视频资料，让固定在墙上或展柜里的
文物跃然眼前，并实现翻看、缩放、现场版语音讲解、点赞分享等
多种新型玩法。

运用数字化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里的革命文物“开口说
话”，是革命类纪念馆拓展展览内容、推介展览信息的有效手段，
极大地调动起观众观展的积极性，同时也让革命文化、红色文化
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网上+巡展，打造“无边界博物馆”

展览充分运用数字科技，及时上线网上展馆，稳步推进巡回
展览，积极打造能看、能听、能学、能玩，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

“无边界博物馆”。
专题数字展采用 720度激光采集技术全景呈现实体展览内

容，每个单元、每件展品都有详细的文字及语音讲解，全程音画同
步，让观众足不出户即可有全面可视化的高清游览体验。观众也
可通过武汉革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进入全景展馆，从空中鸟瞰博
物馆全貌，并进入到展馆内部，沉浸式感受红色场馆的独特魅力。

在线下，展览也设法突破空间界限，走进武汉的大中小学校
园、社区、企业、机关，在同一个主题下，形成异时空跨行业多层次
受众的系列活动。至今，巡展活动共计开展 19场，参观人数高达
128795人。

直播+文艺宣讲，让传播方式年轻化

开展当天，武汉革命博物馆同步推出“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
党走 奋进新征程”主题文艺宣讲和专场直播。各大高校的学生、
各个领域的青年，以歌舞、情景剧、朗诵等形式，让党史上的重要
人物、重要会议、重要节点、重要文献通过年轻化的表达穿越时空
呈现出来，吸引了 12.3万人参与直播，并通过自己的方式讲述青
春的故事。

武汉革命博物馆通过在展陈形式、文物利用、宣教活动等方
面不断推陈出新，以沉浸式、年轻态、多元化的推广方式，让革命
文化、红色文化传播贴合时代，让革命旧址“活”起来。

《潇湘竹石图》

2022 年 11 月 29

日，“高山仰止 回望东

坡——苏轼主题展”在

四川博物院开幕。2023

年1月10日，农历腊月

十九，东坡诞辰986周

年。观众观展热度持续

不衰，人气高涨。

广东中山：创新地方博物馆建设模式
古小月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是
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场
所。纪念馆要以弘扬革命精神为前提，以加强文物保护
管理为基础，以促进文物用好用活为方向，在保护好、
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资源，推动新时代可移动文物
保护利用方面进行实践与探索。

以保护好为前提，实现革命文物长久保存

优化库房保存环境。要积极改变文物库房面积小、
配套设施落后局面，构建质量管理、监测、评估、调控等
预防措施，抑制各种环境因素对可移动文物的危害作
用。要编制纪念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实施馆
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解决馆藏可移动文物保管、修
复、查阅场地等问题，满足文物存放和发展要求。建立
馆藏可移动文物保存环境监测、调控，库房消杀服务等
高科技系统，配置可移动文物储藏柜架、配备无酸纸囊
匣，提升可移动文物储藏柜质量，优化可移动文物保存
微环境质量，解决陈列中可移动文物展出环境保护的
问题。

推动文物专项保护。由于气候、温差湿度等原因，
可移动文物尤其是馆藏纸质文物很容易霉变，怎么保
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纸质文物是纪念馆文物保护利用
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为此，应加强纸质文物仿制实验
室的建设，购置用于纸质文物信息提取的扫描仪和纸
质文物仿制专用打印机、线性多功能扫描仪。对存在污
渍、残缺、折痕、断裂、变色、微生物损害、动物损害、皱
褶、书脊开裂纸张病害和字迹残缺、字迹模糊的馆藏文
物进行保护修复。同时开展以下两项可移动文物专项
保护工作：

一是推进可移动数字化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2018—2022 年）的意见》中要“建立革命文物数据
库”的精神，充分运用数字化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创新可移动文物资源传播形态，对馆藏可移动珍贵文
物，进行多维度、多媒体信息采集与加工、文物知识图
谱、文物信息动态著录与数据交换、文物数字化资源管
理、智慧化文物藏品管理、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文
物电子身份证的信息管理，实现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
护、传播、教育和服务的目的，让可移动文物红色资源

“联起来”“动起来”。
二是实施红色基因库建设。应积极申报中华民族

文化基因库红色基因库建设单位。按照红色基因库数
据采集标准，对精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进行超高精
度的三维技术、高清图像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识别的
数字符号技术的采集、扫描、展示的数据采集工作，让
可移动文物红色资源“智起来”“活起来”。

以管理好为基础，确保革命文物安全稳定

盘清底数，落实责任。文物管理是一项非常细致的
工作。为摸清可移动文物藏品现状，需对馆藏可移动文
物藏品进行深度盘点，清理出待鉴定、待修复的可移动
文物藏品。对经鉴定的可移动文物，进行打包、编目、核
对、上架，分级、分类保管，建立和完善一、二、三级可移
动文物和一般藏品的《藏品档案》。

对以前可移动文物管理责任不明晰、管理不到位
的复印件、仿制件、参考品，及各类资料等进行清查，并
分工到专人负责管理，确保可移动文物藏品管理责任
明晰化，覆盖面最大化。

借助技术，科学管理。建立藏品文物保存环境监测
系统、藏品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保存环境调控系统，实
现对藏品的数字化监测和保护，尤其是将藏品文物保
存环境监测数据纳入统一管理平台后，可实现文物数
据的可视化管理和智能检索，规范业务管理流程，提高
文物保管人员的工作效率。

在文物库房安防上则应按照一级风险单位要求，
采取一级防护措施，配置视频监控、网络管理及安防联
动平台、监控中心、防盗入侵报警、巡更系统等，实现文
物藏品风险排查技术化，从技术上解决安全防范问题。

完善制度，加强巡查。制定包含库房管理、藏品征
集、登录、提取、保管、摄影等一系列管理规范，进入库
房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履行进入库房的审批、
登记手续等；藏品提取必须严格遵照分级审批程序等。
通过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等多方面不断精细化，
弥补漏洞，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履职尽责的刚性。

除完善可移动文物藏品管理制度外，坚持组织人
员对馆藏可移动文物的文物本体，文物的安防、消防等
实行“每天一巡查、每周一核对、每月一小结、每年一总
查”的巡查制度，以“杀鸡用牛刀”的韧劲做好可移动文
物安全工作。

以运用好为方向，发挥革命文物教育价值

加强研究，挖掘内涵。始终坚持“学术强馆”的发展
方向，挖掘革命文物的内涵。可对纪念馆原有部室进行
划分，通过文物保护组和史料编研组，深挖可移动文物
背后蕴涵着的革命故事，尤其是做好馆藏一、二、三级
文物的研究工作。

做活展览，彰显教育；开发文创，延伸价值。举办展览
和文创开发是新时代革命纪念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更是把可移动文物用好用活，让
文物“活”起来的两个重要方向。以馆藏可移动文物资源
为主体，创新文创机制，讲好“文物故事”，开发文具、服
饰、日用品、书籍等系列产品，实现文物的价值延伸。

革命纪念馆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探索
杨莉玫

展“陈”出“新”让革命旧址“活”起来
——“复兴路上 青春闪光”展览对革命旧址的保护和利用

汪梅梅

讲解员为学生介绍“文教开先风——中山教育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