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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河南博物院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有了新提高，“活”化文物方式实现了新突
破，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目标迈出了新步伐。

历史沉淀，铸就今日之辉煌

河南博物院创建于1927年，1961年随省会迁至郑州。
1994年新馆开工建设，1998年5月1日正式开放。2009年，
获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如今，伴随着民族的
振兴、祖国的强盛，正逐步走向辉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河南博物院占地面积12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
收藏文物 17万多件（套），以青铜器、玉石器、陶瓷器、石刻
造像等最具特色。现有主展馆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择中建
都”和专题陈列“明清河南”“国宝特展”等 16个展厅全面
开放，展出珍贵文物5000余件（套）。年均接待观众200万人
次，举办各类展览30余个、文化活动1000多场次。

近年来，河南博物院荣获“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
河南博物院陈列部荣获“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
河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基础教育科荣获“全国青年文明
号”等。河南博物院多次入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推介活动，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项目”入选2021“中国
服务”·旅游产品创意案例。

展览说话，彰显厚重历史文脉

河南博物院立足河南作为华夏文明主根、国家历史主
脉、中华民族之魂的重要地位，2020年推出的“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基本陈列及系列专题展览，系统阐释了中国古
代都城“择中”理念，全面展示了中原文化的源头性、核心
性、连续性、融合性和创新性，让观众深切感受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厚重底蕴。

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了“谁调清管度新
声——丝绸之路新声音乐文物展”“丝绸之路与中原”文物
展；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2021年
至 2022年举办的跨年大展“金相玉式——沿黄九省区金
玉特种工艺瑰宝展”，是沿黄九省区文博单位文物力量的
聚合呈现，是自 2019年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成立以来首
次联合策划推出的大型专题展览。今年 7月底，与上海博
物馆联手推出的“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首展“宅兹
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正在上海展出，该展览
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一个重要展示。

与此同时，围绕重大活动、重大节日、重要战略，举办

相应专题展览。在庆祝建党百年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推出
“出彩中原——河南红色文化陈列展”“中原文化传承系列·
千秋英烈篇”图片流动展等精品展览和创新互动活动，大力
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振文化自信。

创新驱动，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河南博物院在“融合式发展”的时代浪潮下顺势而
为，在对外宣传、社会教育、文创开发等领域实现多项
突破。

创新表达，让文物立起来。自2017年以来，在《国家宝
藏》 及特别节目 《“黄河之水天上来”国宝音乐会》、
2021年《何以中国》等节目中，河南博物院都身临其中
频频出境、备受关注。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爆红节目

《唐宫夜宴》源自河南博物院的国宝文物隋代彩绘伎乐陶
俑，《博物馆奇妙夜》又让观众惊喜连连，网红打卡地名
不虚传。这种创新性的传播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
润到百姓生活之中。

展讲聚力，让文物动起来。运用 5G、LED天幕、触摸
屏、视频播放器、3D影像等，变“静态被动”“主动交互”展
示，让展览有看头、有说头、有想头。改变传统讲解模式，借
助智慧移动终端，为观众提供AR讲解器140台，多媒体语

音讲解器300台，智慧导览200台，让观众在互动中获得沉
浸式感官体验和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科技赋能，让文物活起来。实施“智慧豫博”项目，开展
“云教育”“云展览”“云展演”“云传播”，推出数字虚拟展9
部、网络展览 15部。构筑网络传播矩阵，设立《数说国宝》

《豫行漫记》等数字化、故事化专栏，开通抖音号、B站号、
学习强国号等新媒体平台。2021年，自媒体平台总浏览量
5.45亿人次；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关于河
南博物院的新闻报道多达1966篇（条）。

品牌擦亮，让文物潮起来。近年来，除了精品国宝文物
之外，古乐和文创也成为河南博物院的两个最亮品牌，惊
艳了海内外公众。华夏古乐团运用全息技术开展的《华夏
正声——中原古代音乐考古复原展演》《丝路回响——中
原与西域古乐交流展演》《牛转新韵——辛丑迎春古乐专
题赏听会》等古乐系列音乐会沉浸式体验演出，具象化展
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文物的延展性和生命力。在文
创方面趟出了一条新路，以考古盲盒为代表的系列产品爆
红“出圈”，被誉为“国潮先锋”；推进文创产业“上云、用数、
赋智”，推动文创产业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

著书立说，见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以物溯古，为了让夏商周“活”在当下，河南博物院不
断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 7月，河南博物院一篇

《中原文物见证中华文明》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求是》杂志
刊发，引发强烈反响。紧接着，又在《河南日报》发表了来自
河南博物院的《中原文物，见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理
论文章，这些研究和阐释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的最好回应。今年，河南博物院利用馆藏文物
优势，讲好黄河故事、讲清黄河文明，编辑出版了《国宝中
的黄河文明》研究著述。生动诠释了“魅力黄河”“文脉黄
河”“文明黄河”，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

内引外联，促进文明互鉴共融

近年来，河南博物院先后组织了“中原古代音乐文物
瑰宝展”“华夏文明之源展——河南文物珍宝展”等精品展
览赴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展出，为外交活动增光添彩。引进

“欧洲玻璃艺术史珍品展”“中非珍稀面具艺术展”等，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供给。博物院承办了 2015（郑
州）国际博物馆协会安全委员会第 41 届年会，与国际博
协、欧洲博协、日本奈良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开展展览合作、
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促进文化传播和事业发展。

初心一如来时路，山高路远再启程。河南博物院是华
夏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是认识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
的重要文化场所。河南博物院将继续履行文博事业的责任
与担当，从夯实基础做起，从公众文化需求出发，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奋楫扬帆，一起向未来！

（河南博物院/供稿）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座以文字为主题，
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国家一级
博物馆，是经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十一五”期间国家
重大文化工程。总体规划分两期完成，一期工程占地81
亩，建设内容包括主体馆、广场、字坊等，主体馆建筑
面积 2.27万平方米，已于 2009年 11月 16日开馆。中国
文字博物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
教育”等功能，着力扩大文字文化影响力，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参观游客1430万余
人次。

“展示文字发展 传承历史文脉”

中国文字博物馆馆藏文物涉及世界文字、甲骨文、
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
族文字等。整体布展分为序厅、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
特别展览四个部分，共9个展厅。其中，“一片甲骨惊天
下”是专题展厅；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荣获第
九届 （2009-2010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推介特别奖。自开馆以来，先后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
文字文物文化系列展”“故宫博物院院藏中国历代书法
展”“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藏民族文字文物精品展”“秋
水文章——李岚清篆刻艺术展”等百余次特别展览，社
会反响强烈。

近年来，中国文字博物馆不断拓展思路，强化精品意
识，秉持传承与创新的文化理念，依托基本陈列“中国文
字发展史”精心打造了“《汉字》巡展”，展览以汉字发展
演变为主题，以国内、境外两条主线，采用“1+N”的多元
素展览模式，继 2013年 8月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暨首都
展后，已在国内外展出 140 余场，所到之处无不掀起文
字文化热潮，对提升民族凝聚力、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展览入选“2014年河南省涉外
涉侨十件大事”，2015年入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项目，被列入《中华文
化走出去工作重点任务项目清单（2018）》，已逐步成为我
国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明、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的一
张闪亮名片。

“精研文化基因 讲好中国故事”

为扩大博物馆影响力，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实现学
术研究和教育交流的文化价值，中国文字博物馆先后聘
请冯其庸、李学勤、黄德宽为馆长，聘请饶宗颐、裘锡
圭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为学术顾问，并成立了中国文
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通过组织举办学术研究会议和活
动，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了学术研究工作高
起点起步，先后成功举办了“中国文字发展论坛”“中
国文字·书法论坛”等学术研讨活动40余场；出版《绝
学新知》《甲骨文常用字典》《文字源薮》等学术专著 20
余种。2016 年开始，受全国社科规划办和河南省委宣
传部委托，中国文字博物馆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
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考释研究”
和“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评选奖励”的组织实施工

作。项目启动以来，博物馆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等媒体发布《关于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
的奖励公告》，在完成博物馆承担的子课题《甲骨文已
识字有争议字与未识字综理表》《田野考古资料与甲骨
文字释读》结项鉴定的同时，组织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
家对第一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进行了评审和发布，又
开展了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征集，该项目的实施
和推进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中国文字博物馆坚持将社会宣传与教育工作相结
合，面向社会与公众解读文字知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文博大讲坛”，邀请国内外著名学
者就古今汉字、文物考古、历史、文学、书法艺术等领域授
课 80余次，吸引社会听众 2.2万余名到场聆听，网络宣传
影响人群超过50万人次，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
此外，博物馆还面向青少年开设“甲骨学堂”馆内、馆外课
堂、文字文化进校园等，免费向广大青少年推广以甲骨文
为代表的汉字文化，先后开发汉字教育课程 140余项，在
博物馆内外举办各类汉字教育活动1500余场，为4.5万个
（次）家庭参与活动提供了生动有趣的汉字教育服务，受

到广大学生和家长一致好评。
目前，中国文字博物馆已建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培
训基地”“中国书法家创作培训基地”“第一批‘全国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

“点亮文化创意 彰显文字魅力”

中国文字博物馆文创工作坚持围绕馆藏特色、常设
展览，突出“文字”主题，以殷商文化、甲骨文文化、书法
艺术为主要内容，深入挖掘文字背后的故事，自主研发
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创产品 300 余
种。中国文字博物馆创意团队荣获“2018 年第二届中原
文创之星大赛一等奖”，文创产品“鼎喵”系列入选“全国
百佳文化创意产品”，《印象书签》《商息铜鼎—书签、钥
匙扣》入选“2021 河南省外事礼品库名录”等。互动文创
产品“十二生肖雕版印刷”“十二生肖我来绘 手工 DIY
涂鸦 T 恤”“甲骨拓印”“甲骨文字秀”等，给大家带来独
特的文化体验。

“打造文旅品牌 荟萃文明成果”

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规划占地面积约175亩，建
筑面积6.83万平方米，主要建筑包括文字文化演绎体验中
心、文字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等，共设“字里乾坤”“字书琼
林”“汉字民俗”“书苑英华”四个专题展览；汉字公园占地
214亩，是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汉字主题公
园，预计2022年底建成投入使用。中国文字博物馆将以续
建工程和汉字公园建成投用为契机，全面提升中国文字博
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打造主题鲜明、特色突出、体系
完善、规划合理的规模化、系统化的特色文字文化中心园
区，使其成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在中原大地这块文化沃土上，中国文字博物馆将继
续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贺信中强调“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
究有人做、有传承”的要求，助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
世界讲好中国文字的故事、中国文化的故事，深化人文交
流互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发
挥更大作用。 （中国文字博物馆/供稿）

在河南感知博物馆的力量
——河南省域博物馆撷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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