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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新性地构建了“一轴、一线、一区”的展示
体例，以及“1+N”的多种传播手段，以充分展示展览
的宏大主题和丰富内容，并力求在更大范围向更多受
众传播分享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一重大学术成果。

所谓“一轴”，即文物展示中心轴。我们从全国 15
个省、市、自治区48家文博单位，精挑细选了450余件
玉器精品和其他相关文物作为主要展品。文物展品中
既有各个文化中的代表性玉器，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
址出土的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良渚文化反山王陵
20号墓出土的神人兽面纹玉琮、玉璧、玉钺等，陶寺遗
址王级大墓出土的玉钺，石峁遗址出土的墨玉牙璋、
玉人头像等；也展示了最新考古发现的玉器遗存，如
体现太平遗址中心性聚邑性质重要物证的12件玉器，
就是最新重大考古发现的首次公开展出。

所谓“一线”，即内容辅展线。文物自己不能说话，
通过辅展文字、图表、模型、辅助展品、设施等多样化
的展示元素，可以与文物展品一起共同诠释展览意
义。博物馆藏品的价值和意义“应该由其原存的脉络
中去探索，极尽可能地保存于其原始脉络中，才能彰
显其较完整的意义”。为了让展品“重回”其原始脉络，
此次展览我们创新性地在相关章节运用了十二张地
图以更直观地呈现展品“故事”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
其所处的文化情境，让它们与其他展示元素一起共同
串联起展品的原始脉络，从而更直观地编织起展品的

“意义之网”。
所谓“一区”，即互动体验区。在双层“回”字形的

展示空间中，将大约120平方米的中心空间独立出来，
设置了影视放映、供拍照打卡的造型墙、展览学术资
源分享、青少年活动区域等内容和板块，以满足不同
观众进一步探究体验展览内容的需求。

所谓“1+N”的展示传播手段，即以展览本身作为
主项目，同步规划与展览内容相配套的学术讲座、学
术会议、学术图录、通俗读物、教育活动、宣传活动、观
众调查、文创产品等子项目，从而形成展览多样化的
传播模式。目前，展览配套学术讲座已举办了18期，共
有大约 150余万人在线或通过回放收听了 18位顶级
学者关于玉器与“早期中国”的研究成果分享。40余万
字的学术图录即将付梓印制，“策展人说玉”教育课程
和通俗读物的编撰已经启动，核心配套文创产品2022

《陕博日历·玉韫九州》已经成功出版发行，其他各个
子项目也都在陆续推进中……

“玉韫·九州”展所聚焦的时代是中华文明诞生和
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不仅波澜壮阔，而且异彩纷呈。
如何用博物馆展览讲好这个宏大的主题和伟大的故
事，策展团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但两年多来，我
们积极迎接各种挑战，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中，努力“在妥协中求圆满”，希望能在“早期中国”系
列展览第一部“彩陶·中华”展的良好口碑上续写新的
篇章。

（供稿：陕西历史博物馆 执笔：庞雅妮 陕西历史
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九州韫玉山辉水润
中华文明玉汝于成
——“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展综览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讲好中国故

事，陕西历史博物馆历时两年多策划的原创大

展“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

合”，即将于1月18日在陕历博隆重开幕。作

为系统展示活化“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

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考古

研究成果的“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的第二部，

“玉韫·九州”展备受瞩目。现就展览策划背景、

主题和内容、展示传播方式做一简要综述。

博物馆展览究其
实质就是通过对展品的阐

释，将隐藏在物件背后的信息呈现出
来，并将所有呈现出来的信息链接在一个
逻辑清晰的网络之中，并藉由明确的主题思想
统领，建构出展览的意义，从而为公众提供一个完整而
系统的展览叙事。

提炼展览主题

我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玉器，见于距今9000年左右
位于三江平原的小南山文化。之后，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
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先后开始选取玉或美石制作工具、装饰
品，乃至祭祀礼仪用品，从而使玉器成为体现中国史前时
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原始信仰和观念形态最为重要的代表
性遗存。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及末期，也即距今 5500
年至3800年期间，玉器更成为社会开始复杂化之后涉及重
要资源、高级工艺、社会权利的重要物证。而且，玉石材料
的坚韧、玉器形制的精巧、玉器加工工艺的高端和复杂，以
及玉器所承载的思想观念的神秘和丰富，都使得玉器成为
最为合适的远距离交流、融汇的物质和精神载体。所以，玉
器在纵向时间轴上能成为区域文化发展的标志，在横向空
间上能成为不同区域文化交流、融汇的代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炼出“玉韫·九州”展的主题，那
就是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玉器在各区域文化中的兴
衰及其互动，探讨这一时期玉器在不同区域助推和强化神
权、军权和王权的不同文明起源发展模式，呈现以玉为代
表的各种文化元素在不断向中原汇聚的过程中，经由“藏
礼于器”“以器载道”，使得玉器所承载的思想观念不仅有
力推动着各区域文明的一体化进程，而且逐渐成为泽被后
世、影响深远的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标题是表达展览主题的最重要载体，我们通过主
标题和副标题共同呈现展览主题的丰富内涵。晋人陆机在

《文赋》中说：“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意思就是山因
为蕴藏美玉而光耀生辉，水因为蕴藏美玉而润泽妩媚。“九
州”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中，相传古代大禹治水时，把“天
下”分为九州。战汉以来“九州”更成为古代中国的代称，而且

“九州”的概念也与古国时代“万邦林立”的社会形态相吻合。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以“玉韫·九州”作为展览的主标题。
这个主标题在表层意义上是指九州处处蕴藏美玉，使得中
华大地山辉水润；在深层次意义上则是指华夏民族爱玉崇
玉，助推中华文明玉汝于成。关于展览副标题“中国早期文
明间的碰撞与聚合”，是因为展览内容聚焦的时段正是中国
早期文明发生、发展的关键期，而重点展示的则是这一时期
不同区域玉文化的自身传承、互动交流，以及最终的汇聚融
合，所以此副标题旨在揭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基于碰撞与
聚合所呈现出来的多元一体化特点。

梳理展览叙事重点

展现史前玉器在不同文化区的发生发展及互动交流
是展览叙事的第一大重点。通过在每个区域中按时间轴梳
理玉器及玉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变化，分析以玉器为代表
的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从而构建起关于中国史前玉文
化的总体概貌。

我们综合了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作为陕西
博物馆人的策展视角，重点突出了六大区域，即以西辽河
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东南地区、长江
中游的江汉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甘青地区、陕西地
区。将陕西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虽然是我们策展视
角的体现，但也有其学术立足点。近年来，陕西地区发现了
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遗存。这些玉器文化遗存
从时间上涵盖了新石器时期不同的文化时段，从空间上覆
盖了关中、陕南、陕北三个不同的文化区域。而且，陕北属
于北方文化圈，关中属于中原文化圈，这样独立出来不仅
能弥补前五个区域没有涉及的“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地区”，也能以陕西关中地区作为代表，特别是通过关中地
区太平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一窥中原地区史前玉文化的
发展概貌。

分析史前玉器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对文明起源发展
模式的影响是展览叙事的第二大重点。研究显示，在距今
5500 至 4300 年的古国时代早期，也即中国新石器时代晚
期，以红山、良渚、石家河、大汶口文化的崛起为代表。这一
时期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加速发展并相继达到区域文明的
巅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首次高潮；在距今4300至3800年
的古国时代晚期，相当于中国新时期时代末期的龙山文
化，以陶寺、石峁和中原核心区的区域文明中心为代表。这
一时期跨区域间的交流频繁，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加
剧，并发展出新的文明形态。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展览选择第一阶段的红山、良渚
和第二阶段的陶寺、石峁四个典型遗址，进行区域文明起
源模式分析。在分析每个遗址时，则从遗址所体现的社会
复杂化以及玉器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两个层面上展开。社会的分化和复杂化，是不同的人及人
群所掌握的资源、技术，包括知识体系以及思想观念的不
同而导致的。同时，也正是因为上述这诸种不同，形成了不
同的文明起源发展道路和模式。玉器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资
源、最高端的技术和承载着丰富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则
成为推动不同文明起源发展道路和形成不同发展模式的
重要力量。

探讨史前玉器在中华传统礼制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
作用是展览叙事的第三大重点。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
内容，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世界文明的独特品质。根据

《说文解字》解释，“礼”是一种通过事神媚神以期获得福佑
的行为。中国的神祇系统主要由天道自然神和人道祖先神
构成，因此尊天敬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而尊天敬
祖要通过祭祀以实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社会开始出现贵贱和贫富的分化，相应地，祭祀的次
序和等级也逐渐有所区分，程序和资格也必须得以认定，
而这种区分和认定则会进一步强化社会的分化，从而逐渐
形成对权力的尊崇。当这种区分和认定被不断规范并最终

实现制度化
时，中华礼制文明便得以真正形成。所以，
正是在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基
础上，中华文明逐步凝练升华出礼敬天地、宗事先祖、
尊崇王权的礼制文化，即所谓“礼之三本”。

在漫长使用石器的基础上，中国古人发现了“石之美
者”。“玉由其夺人的物理性质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
而成为最佳和最主要的交通天人的媒体”，因此，古国时代
的人们将祭天、崇祖、尊王的意蕴深植于玉器的器形或纹
饰中，使其成为最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并籍由“以器载
道”规范着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运转秩序，并进而孕
育出后世的礼制文明。

构建展览叙事文本

我们用三个单元“技术·流变”“区域·文明”“玉礼·中
国”，分别勾连起展览的三大叙事重点，从而构建起展览的
叙事文本。

第一单元的“技术·流变”分为“美玉良工”和“玉华四
方”二章。其中，第一章的“美玉良工”又分为“何以为玉”和

“切磋琢磨”两节，重在阐述玉器的概念和制作工艺；第二
章的“玉华四方”则通过玉出东北、瑾瑜东南、琼林海岱、玥
凝江汉、玉璨陇右、玉润三秦六节，勾勒玉器在不同区域的
分布和传承，以及玉器在不同时空下的交流互动。

第二单元的“区域·文明”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的
“辽西圣地—红山”分为“祭祀中心”“唯玉为葬”两节，第二
章的“水乡泽国—良渚”分为“聚落繁荣”“权力信仰”两节，
第三章的“中土之国—陶寺”分为“王城气象”“王权至上”
两节，第四章的“河曲石城—石峁”分为“聚落城防”“藏玉
于墙”两节。分别从遗址所体现的社会复杂化以及玉器在
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两个层面上，阐释四个遗址
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模式。

第三单元的“玉礼·中国”分为三章，展示了史前玉器
所蕴含的祭天、崇祖、尊王这“礼之三本”的深厚基础。第一
章的“恭祀天地”通过“璧象天道”“琮贯方圆”两节，重在阐
述古人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天圆地方观念制作圆璧方琮，以
发挥“制器尚象”和“同类感通”的法力，从而祭祀天地。第
二章的“龙飞凤舞”通过“龙行天下”“凤舞九州”两节，重在
阐述在“万物有灵”观念主导下，自然界的动物被视为天地
的使者将生命带给人类，而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
合，撷取拼合了多种动物元素的龙凤形象，更被赋予了超
乎一般的神性，不仅被广为认同，而且最终成为中华民族
共同的文化图腾。第三章的“礼仪万邦”通过“斧钺王权”

“玉刀皇皇”两节，重在阐述原本作为生产工具的石质工
具，伴随着财富的累积，社会分化的日益明显，被改用玉料
制作，其功能也相应地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符号。

宏大主题下的展览意义建构宏大主题下的展览意义建构

深厚背景下的展览策划缘起深厚背景下的展览策划缘起

创新理念下的展览展示传播创新理念下的展览展示传播

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余年来最重
要的研究主题。进入 21世纪后，为了解决有关文明形成的
标志、各区域文明间的关系以及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
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同时在世界文
明研究领域赢得话语权，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
动。20余年来，经过20多个学科400余位专家的共同努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具有重
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民众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
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
进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关注，一直以来也是陕历博
的学术重点之一。陕西以其特殊的地理历史地位，成为人
类重要的诞生地，中华文明的摇篮，周、秦、汉、唐等十四个
王朝的建都之地，以及丝绸之路的起点。陕历博作为集中
收藏和展示陕西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其藏品特色的
一个重要方面，自然也呈现出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的密切相关性。作为陕历博基本陈列的“陕西古代文明”分
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为“文明摇篮”。因此，陕历博不管
是出于对自身藏品的研究，还是出于对基本陈列内容的更
新和拓展，都不能不关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和取得
的丰硕成果。

陕历博研究人员注意并认识到，尽管学术圈内关于中
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讨论

非常热烈，但广大公
众却对之知

之甚少。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一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
社会意义的课题，陕历博有责任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转化
为社会大众的认知。作为公众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的展
示传播无疑是一条展示和活化考古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
经过梳理十余年来全国各大博物馆推出的历史文化类展
览，我们发现专门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综合性
历史文化类展览非常少见。因此，系统转化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考古研究成果，全面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的伟大进程，显然大有可为。为此，陕历博从2017年起就开
始筹划“早期中国”系列展览，试图以彩陶、玉器、冶金三重
视角，依次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其
中第一部“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展
览已于2020年1至7月成功举办。

2020年9月，正当第一部“彩陶· 中华”展圆满闭幕，第
二部“玉韫·九州”展刚刚启动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我
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了第23次集体学习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
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
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
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2022年 5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举行的第 39
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指出：“要营造传承
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
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
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应该说，我们
策划的“早期中国”系列展览三部曲确实适逢其时。
特别是第二部“玉韫·九州”展的策划和实施，更是伴

随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次讲话精
神而不断向前推进的。

良渚文化
反山王陵 20
号墓出土玉璧

良渚文化
反山王陵20号墓出土玉琮

红山文化
牛河梁遗址出土
玉斜口筒形器

石峁文化
石峁遗址出土牙璋

客省庄二期文化
太平遗址出土玉璜

石峁文化
石峁遗址玉刀

石峁文化
石峁遗址出土玉人头像

红山文化
牛河梁遗址出
土勾云形器

陶寺文化
陶寺遗址22号墓出土玉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