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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绍宗先生(1931-2021)，河北承德人，原河北省文物研究
所所长、文博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家，河北省考古工作开拓
者之一。

郑绍宗先生 1931年 8月 28日出生于承德市，1950年 1月
初中毕业后，分配到热河省承德市文化馆工作(当时热河省省
会在承德市，1956年撤省并入河北省)。1952年 7月，被推荐进
入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共同举
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通过培训，郑先生
迈入了考古的门槛，从此与考古结下了一生的缘。

1956年，郑绍宗先生担任热河省博物馆考古组长，1957年
调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1-1993年先后任河北省文物研
究所副所长、所长。作为河北考古的领军人物，他带领河北考
古人开展了扎实的考古工作，对河北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考
古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本人曾参与了满城汉墓
的发掘，先后主持了定州三盘山M122号中山王陵墓、西汉肥
如侯蔡文(寅)墓、契丹贵族辽驸马卫国王萧沙姑墓、秦晋国大
长公主(耶律观音女真)墓、辽后裔金越王萧仲恭墓、宣化辽汉
官贵族张世卿家族墓、金钜鹿郡王时立爱墓等的考古发掘。郑
先生还组织领导了 1981-1987年的河北长城考古调查，完成
了明九镇长城之一的蓟镇长城的全面科学调查。主持了多部
考古报告的编写，发表文物研究文章140余篇，主编的《河北出
土文物选集》《宣化辽墓 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先后荣
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的《明蓟镇长城
1981~1987年考古报告》（10卷）获第十四届河北省社会科学成
果奖“荣誉奖”和2013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奖。

我对先生的学术态度、成就和对考古工作的贡献非常钦
佩，现摘其要回顾如下。

河北的考古工作在 1949年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可兹提
起的仅有寥寥数处，新中国成立后，河北考古工作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至在中国考古
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得益于老一辈考古人的坚持
和奉献，他们之中就包括郑绍宗先生。

郑绍宗先生对早期文明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 1962
年，他就对河北长城地区的原始文化类型进行了探讨（《有关
河北长城区域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载《考古》1962 年 12
期），之后又在《河北省三十年来的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
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 1979年版］、《河北
省新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1979－1989），文物出版社 1990年版］和《河北考古发现研究
与展望》（载《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等多篇文章中探讨河北
早期文明。郑先生指出，河北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是磁山文化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和夏家店文化。他认为，仰韶文
化中的正定南杨庄类型属后冈一期文化类型，曲阳钓鱼台类
型属庙底沟文化类型，邯郸百家村类型属大司空类型。长城内
外古文化在燕山以北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
在燕山以南则是上述三种文化与中原磁山文化、仰韶文化的
交错分布区［《河北新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
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在从编年角
度对河北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发展进行梳理后，
他认为：河北早期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阶段的考古文化分区及
编年比较复杂，各考古文化又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型，其分布大
体和河北省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古代居民的流动有着密切关
系，在文化面貌上也是异彩纷呈的复杂局面；河北全境可分为
冀中南和冀北两大区，中间大体以永定河、拒马河为接触交错

地带，冀北区又可分为燕南区(京、津、唐)、燕北区、冀西北区三
个小区，南北两大区古文化各不相同，西北的三小区又各具特
点（《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载《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郑先生对地处冀中的徐水(萍河流域)南庄头、冀南洺河流
域的邯郸磁山、冀北拒马河流域的镇江营(今属北京房山区)、滦
河流域的迁西东寨、洵河流域的上宅（今属北京平谷区）以及三
河孟各庄、易县北福地、迁安安新庄等各原始文化进行分区和
编年研究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上述各文化的系统梳理和科学归
纳，梳理内容包括河北地区原始农业的出现问题，河北早期各考
古学文化间的关系，夏商时期文化编年与发展，河北的古城、古
国，燕山以北平泉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带——聚落遗址等等
问题，并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郑绍宗先生参加工作初期在热河，所以对北方民族有特
殊的感情和考古研究的便利，因此他从早年开始即致力于北
方考古学的研究，而且偏重于对山戎、东胡、匈奴、契丹、辽金
等文化的研究。

从 1965年始，郑先生主持调查和发掘了夏家店上层文化
墓葬数百座。长城地带的石棺墓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是夏
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埋葬形制，从其分布地域分析，一般认为
是属于春秋时期分布在这一地域的山戎文化遗存。其中，平泉
东南沟北大面山石棺墓调查26座，发掘10座，调查北大面山柳
树沟等分布的石棺墓50余座，发掘1座，发掘了滦平茼子沟67
座山戎墓、滦平虎什哈炮台山35座山戎墓和隆化三道营子骆驼
梁30座山戎墓等，发表了多篇考古简报。他根据《史记》中记载
山戎侵燕，以致燕不能支，求救于齐，判断春秋初期山戎是燕北
方的一只劲敌，是燕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并不能完全被燕控制的
一个有武装的政治集团。在河北平泉东南沟石棺墓发掘后，他
对墓葬形制、内涵、族属、出土遗物等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和内
蒙古赤峰夏家店上层墓葬、宁城南山根石椁墓相近，确定其时
代为西周末到春秋初年，并由出土铜戈属中原风格，剑、刀为北
方青铜器风格，首次提出了东南沟墓地属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
深、长期居住于该地区的地方民族的观点（《河北平泉东南沟夏
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载《考古》1977年第1期）。对于山戎族文
化，郑绍宗先生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山戎部落居住址和墓
葬群的分布、埋葬习俗、出土陶器和青铜器的特征及其与草原
上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原青铜礼器共存的关系和特点，特别
是山戎的社会性质等，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绍宗先生调查了辽中京及其附近
的遗址、墓葬群，发现了各种铜器、瓷器、造像等，从此和辽代

考古结缘。1953年以来，他调查的平泉八王沟契丹秦晋国大长
公主墓，确认了八王沟为契丹萧氏族墓地。大长公主卒于辽重
熙十四年(1045)，是辽景宗长女，其墓志文长达 1608字，内容
丰富，对辽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1954年 10月，郑绍宗先生主持发掘了辽驸马卫国王萧
沙姑墓。该墓墓室规模宏大。除墓志外，出土金、银、铜、铁、瓷、
骨器及丝织品等文物共计 2162件，是重要的辽国契丹贵族墓
葬。1978年，他又主持发掘了隆化辽北安州城，调查了沽源元
查罕脑行宫城址等。他亲历调查并研究的出土珍贵文物有承
德县发现的契丹文金银符牌、兴隆县出土的萧仲恭契丹文墓
志铭、丰宁县发现的契丹文陶壶、盐山县发现的成吉思汗皇帝
圣旨银牌、保定市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等。

1974—1993 年，郑绍宗先生主持发掘了宣化辽墓。该墓
地包括张氏和韩氏两个家族墓地，共 10 座墓葬，其中 6 座出
土了墓志。张家墓地前后延续 7代，时间跨度 24年，墓主中以
张世卿地位最高，为辽国右班殿直、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
史、云骑尉。各墓墓室中多绘制有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 300
余平方米，壁画内容丰富，总共出现人物 206个。宣化辽墓壁
画属辽代美术考古的重大发现，被誉为“千年地下画廊”，是
辽代晚期中国北方民间绘画艺术的代表，对了解与研究中华
民族的艺术史、思想史、民族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因此，宣化辽代壁画墓群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配合文物普查工作，河北省安排开展了对省内古代长城
的调查，1981年组成由郑绍宗先生任队长的长城考察队，其中
明蓟镇长城考古调查由队长郑绍宗主持。明蓟镇分为十二路，
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到亓连口，调查时分为25个测区。田野
调查从 1981 年开始，到 1987 年完成，历经七个年头。主要收
获：一是通过全面调查，摸清了明蓟镇长城的家底。考察队共
调查长城主体墙、附边墙 736374.2米，调查敌台 2097座，调查
镇、路、关、营、堡城201座，哨楼4座，为长城的保护、研究与利
用打下了基础。二是弄清楚了长城上各种遗迹、遗物的保存情
况。三是提出并解决了长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边墙长
度、敌台形制、等级、分期等。四是发现了大量的碑刻。在边墙
沿线，敌台、关隘、营堡中，共收集到碑刻222方和一部分砖文，
是研究长城极为重要的实物文献资料。2001年到 2010年，郑
绍宗先生又主持编写了正式的考古报告——《明蓟镇长城
1981～1987年考古报告》。报告全书 240余万字，还包括 3600
多张图片，2500多张实测图，200多方碑文拓片，还有大量表格
和研究文章。报告于 2012 年 1 月开始出版，历时两年，直到
2013年 12月，10卷本全部面世。《明蓟镇长城 1981~1987年考
古报告》的出版，为长城研究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由于是早
期调查，报告中保存了诸多珍贵的长城资料，非常难得。著名
文物大家罗哲文先生专门为报告作序，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指
出：第一，该报告是首次全面实地调查明蓟镇长城的大型考古
报告，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靠。它和
以往只记长城局部或部分段落的报告不同，调查的深度、广度
和方法也不同。它全面完整地把长城公布于众，给人以整体的
思维和概念，使世人了解了作为重要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长
城。第二，对蓟镇长城的保护与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是
30年前关于蓟镇长城比较翔实的记录档案，可和2006年以来
进行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做对比研究，使今人得以了解长城
某些局部面貌的变化。对那些现已消失的长城遗迹，原始记
录和测绘材料更显得珍贵，对今后长城的保护与维修有极大

参考价值。第三，对明蓟镇长城的地理、历史和军事建筑科学
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报告最终交稿时先生已近 80岁高龄，在全体长城考古调
查队员特别是郑绍宗先生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考古人的锲而
不舍、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除以上重要成就外，郑绍宗先生在河北省的其他考古研
究领域也颇多建树，下面仅列一二。

战国以降，河北有三大郡国都城——邯郸赵王城、易县燕
下都、战国中山古城，围绕这些大城还出现了许多郡县城址，
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郑绍宗先生对河北赵王城、燕下都和战
国中山古城三大郡国都城进行了对比研究，对部分郡县古城
特别是长城以北各时代的部分城址进行了调查研究，如丰宁
西汉要阳都尉城、滦平西汉白檀故城等（《兴州河旁的两座汉
前土城——要阳、白檀位置考》，载《河北地方志》1987 年 3
期），对河北城市考古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绍宗先生参加或主持的重要考古发掘工作，还有满城汉
墓和定州三盘山等汉墓，及兴隆县大付将沟战国铁范遗址等。

1968年，满城汉墓被发现后，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
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组成了联合考古队，郑绍宗先生代表河北
参与了发掘。满城汉墓系凿山为陵的大型崖墓，包括西汉第一
代中山靖王刘胜墓及其妻窦绾墓，二墓南北并列，窦绾墓位于
刘胜墓左侧的山包上，即文献所载的“同坟异葬”。两墓形制和
结构大体相同，出土各类随葬品 6000多件(套)，不仅种类多，
且非常精美，有铜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和纺织品等。其中，
刘胜和窦绾玉衣共用玉片 4658片，金丝约 1800克，是全国第
一次发掘出土的两件完整的“金缕玉衣”，世人首次见到了完
整的史书记载中的实物玉衣，揭开了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之
谜。墓中随葬的铜器造型优美、装饰华丽、铸工精湛，如长信宫
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铜壶、鎏金蟠龙纹壶、鎏金镶嵌
乳钉纹壶、博山炉和各种灯具等，都是难得的艺术瑰宝。其中
很多器物上刻有“中山内府”铭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
珍贵文物在日本、德国、美国等世界各地都进行了展出，引起
了当地巨大的反响，有力宣传了河北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满城汉墓荣登“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和“中国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榜单。发掘完成后，郑绍宗先生还参加了《满城汉
墓发掘报告》编写工作，并做了许多专题研究，出版了《满城汉
墓》，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

1954年，郑先生主持发掘了兴隆县大付将沟战国铁范遗
址。遗址靠近古矿井，是一处规模不小的冶铸基地，并发现有
冶铁作坊，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及铁范。其中铁范40副87件，包
括锄范、双镰范、镢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均铸有大篆体

“右廪”二字，体现了战国时期农业的官营机制。如此大规模的
农业、手工业工具的发现在国内考古史上属首例，这些资料对
研究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冶铸技术、农业生产工具的制造、农
业生产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
生产工具铸范》，载《考古通讯》1956年1期）。

此外，郑绍宗先生还亲手创办了《文物春秋》杂志，并担
任主编（1989－1998年），至今这个刊物仍是河北省唯一的文
博考古方面的专业期刊。

郑绍宗先生对河北及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考
古学史上！

谨成此文，以志怀念！
（作者系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兼职导师）

学术强馆，核心业务品牌化

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最新修订的博物馆定义，“研究”被
提升到了第一位。成都博物馆也紧扣国际博物馆界最新发展
趋势，确立了学术强馆的重要发展方向。

五年磨一剑，在成都博物馆学委会换届暨第二届学术委
员会全体会议上，40余位国内外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博
机构的专家、学者接受了成博学委会的聘书，使得本届委员会
在数量、来源机构和学科背景等方面均有明显扩展和提升。

“此身恰似弄潮儿”，新馆开馆6年来，通过精心策划推出
的60多个临展、特展，成都博物馆收获了业内和公众的广泛好
评；为了保证展览与时代和公众需求同步，不断提高自身策展
水平，成都博物馆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同创办了《策展研究》
特刊，这是国内第一本以“展览策划和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刊
物，一经筹备，即获热切襄助，各方稿源涌动，“理论研究”“策
展手记”“案例分享”“观展评展”“技术前沿”等栏目搭建起展
览学术研究与博物馆交流的平台，将极大促进策展专业队伍
成长、推动策展实务练兵、构筑策展专业高地。

高山流水，不负良缘。成都博物馆在加强自身藏品研究的
同时，有幸获赠如张采芹、赵蕴玉等著名书画家精品作品。多
方的捐赠极大丰富了成都博物馆艺术馆藏序列，增强馆方对
四川艺术史的研究力量；而成博也将借助展陈优势力量，让艺
术作品得以焕发新生，帮助艺术家的思想意志成为这座城市
精神资源的重要组成。

攻坚学术前沿，打磨核心业务，对专业精益求精的执着追
求在 2022年结出硕果：在五年一度的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议上，成都博物馆成为蓉城首家获此殊
荣的文博单位，被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该
荣誉是对策展人、讲解员，是对志愿者、参观者等所有成博人
长期努力的认可，是对这个集体“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凝聚
力、战斗力的认可，更是对成都博物馆择善固执、精诚所至的
品牌精神的认可。

人文有光，名城风范经典化

九万里风鹏正举。
成都市“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正如火如荼，成都博物馆乘

此东风，持续巩固城市会客厅的人文高地，实现了高质量文化
供给，探索出大批创新型文化服务。

在苦练内功、锐意出新的同时，成都博物馆通过精品服务
输送的意识，让观展人次屡破纪录，收获民众口碑，也在众多
国家级评优中脱颖而出。其中，“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
医药文物特展”荣列 2021年度“十大精品”展览推介优胜奖；

“中国皮影木偶展”等两个常设展荣获“百大”推介项目精品
奖；“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入选“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项
目。当优秀形成一种习惯，优秀的展陈也将塑造人格化的魅

力，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引领、审美导向、思想传播。
此外，基于人人可享、人人获益的理念，为践行“博物馆是

个大学校”的总体要求，成都博物馆全年开展系列社教活动
700余场（次），免费讲解 2000余场。其中，“周末儿童博物馆”
多次升级课程体系，紧扣“双减”的全人教育旨趣使该项目先
后获得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

薪火传承、家为原点，作为国家文物局社会教育示范项
目，“巴蜀文化进校园”以其可感知、可触摸的沉浸式教学体验
深获师生好评，成为弘扬天府文化，讲好成都故事、中国故事
的典范。

翩翩少年、头角峥嵘，在成博志愿者队伍中，小小宣讲员
尤为突出，其敏于学习、勤于工作、诚以待人的精神面貌尽显
00后、10后风采。今年的报名更是火爆，经过综合素质考评，最
终从 3000 余位报名者中选拔出 160 人，项目荣获“喜迎二十
大 强国复兴有我——青少年中华文物我来讲”优秀博物馆志
愿服务推介。

创新有方，文旅体验场景化

旺盛的“新陈代谢”造就有机的文化生命体，不断自我迭
代是一个年轻博物馆永葆活力的青春密码。

经过多次优化，成都博物馆内部建筑日臻完善，人文关怀
尽显，文化场景升级。为紧密贴合“都市博物馆”和“城市会客
厅”的定位，“Museum LOOP 空中艺术沙龙”“沉浸式悦读空
间”“亲子吧”“皮影广场”“艺术长廊”等功能区逐一面向公众
开放。通过内容与设计感的完美融合，成博荣获了2021长三角
及全国部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最美”和“百佳”两个
奖项。在馆内文化艺术空间，成都博物馆结合正在举办的特
展，与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宋代文化专题的节气
活动，让观众在观展之后感受宋式点茶、打香篆等展览周边文
化体验；与智利驻成都总领馆联合举办诗人聂鲁达朗诵会，以
文学为媒，让天府文化和智利文化相知互融，为蓉城观众了解
诗歌背后更广阔的人文背景、异域风情带来助力，也通过深化
人文艺术的跨界融合，在高品质的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
中，丰富成都精神，助力成都打造文旅名城的新业态、新场景。

游客安全至上，服务系统升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维
系社会秩序、保障公众安全的重点场所。成都博物馆在节假
日的参观人数屡创新高。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提供更便捷、
更安全的观展体验，成都博物馆通过大数据收集，分析游客
入馆的高低峰时间，实时提升票务系统。同时与“四川天府健
康通”数据对接，“一键”解决售票、检票、管理问题，实现健康
码、场所码、入馆预约码“一码通”，观众只需一次扫码，即可

“丝滑”入馆。该系统入选了“2022四川省网络综合治理数字
化应用场景优秀解决方案”，标志着博物馆应急管理和信息化
水平质的提升。

在整合社会力量方面，成都博物馆也不断实现着自身的
资源链接升级和突破。通过加盟“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川渝

博物馆联盟”，进一步提升了成都博物馆可利用资源的丰富性
和便利性。与包括法国、比利时、智利、意大利等使领馆在内的
外事机构加强合作，为成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国际化的选题
和全球视野，为策展和活动注入了多地区多民族文化互鉴与
交流的活力。

资源输出，辐射带动系统化

根据世界文化名城的建设要求，“十四五”期间，成都将力
争全市博物馆数量达到 320座以上。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掘文
物价值，实现场馆和展品的有效利用成为题中之义。对此，成
都博物馆通过与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合作，助力天府文化的推
广，联合上海大学博物馆（海派文化博物馆）策划推出“灯影中
国”系列巡展，并积极参与到“文化润疆工程”工作推进中；参
与举办四川博物院“竞出东方——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高
山仰止 回望东坡——三苏主题文物特展”、宜宾市博物院“花
开并蒂——川渝巴蜀青铜文明特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人——天府千年考古侧写”展览；福建博物院、广西民族
博物馆、厦门市博物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张家港市博
物馆“考古里的长江文明——新时代·新发现”，南山博物馆

“财神道——中国传统财富文化展”等一系列高品质临展，通
过优秀策展能力和精品蜀地文物展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同时，充分发挥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区域引领作用，通过对
中小博物馆输出展览资源，有效增强了文化辐射力，带动后者
提高了展陈水准和社会美誉度。利用专业人才集中优势，派出
相关专业人员，协助成都市文物中心完成对成都市各区（市）
县博物馆参与第五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摸底调研工
作。通过对区县中小型博物馆、民营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的支
持和帮扶，带动区域内文博事业的发展。

以赛会友以赛聚力，2022年，“这礼是成都”第四届文创设
计大赛再次成功举办。相对于上一届，作品征集数量提升了
18%，高校参与数量提升118%，包括清华大学等在内的省外参
赛单位数量再创新高。赛事品牌的固化深入人心，助力成博突
破地方博物馆的局限，粉丝群在全国不断增长，成为传播天府
文化，推动成都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有力推手。

公心为上，为民族守护历史，为未来做好传承。一年来，成
都博物馆坚守职责、开拓创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也清醒
地认识到，公众的需求和支持是一切工作的原点和动力；世界
文化名城建设的城市蓝图，成就了成博的格局和发展空间；每
位成博人的使命感、荣誉感让工作成为事业，平凡中汇聚匠心。

2023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
好生活”。经历了曾被疫情熔断的生活，公众更加感受到“可持
续”的可贵，庆幸的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总能冲破阻碍向阳
而生。和时代同行，与城市共生，新的一年，成都博物馆将继续
按照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挥文博研究机构与公共文
化空间的双重功能，扮靓人文成都的“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成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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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
孜孜以求

——怀念考古学家郑绍宗先生
韩立森

和时代同行
与城市共生

王立 唐澜芯

对于2100万成都人来说，2022年的年度汉

字中一定有个“博”字：

丰富宽广是为“博”。这一年，8次精品特展、

近800场活动、140余万人次接待量，让到馆逛展

比肩“坝坝茶”，成为成都人的文化休闲新生活。

周全完备是为“博”。这一年，成都博物馆上下

齐心、多点开花，被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

体”，成为成都首个获此殊荣的博物馆；年度全国

博物馆海外综合影响力排名全国第十，区域综合

博物馆第四；荣登2022年第一、二季度中博热搜

榜前十，并入选2022年度全国热搜博物馆百强前

十，是四川地区唯一一家入选的博物馆；品牌特展

均入选中博热搜，在博物馆头条发起的“十大省会

城市博物馆人气投票”中获全国第二，品牌影响力

提升成效显著。

通透洞察是为“博”。这一年，“空明流光——

宋瓷·五大名窑特展”“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动

漫原画特展”“百年无极——意大利国家现当代

美术馆藏大师真迹展”等一系列展览抽丝剥茧，

以文物切片式展示文化肌理，凝聚民族共识，助

推文明互鉴。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