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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感知博物馆的力量在河南感知博物馆的力量
——河南省域博物馆撷萃河南省域博物馆撷萃

洛阳博物馆成立于 1958年，现馆舍于 2009年建成，
2011年 4月正式对外开放，建筑面积 4.2万平方米，外形
如大鼎屹立，寓意“定鼎洛邑”“鼎立天下”，是首批国家一
级博物馆、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河南省优秀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南省科普基地、河南省文明服务示
范窗口。

洛阳博物馆自建馆以来，始终以保护、传承优秀历史
文化为己任，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与文化
交流服务于一身。多年来，作为洛阳市亮丽的文化名片和
文化地标，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是人们了解黄河文
化、河洛文明的重要窗口。

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物资源
丰富，洛阳博物馆典藏了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讫明清时期
的历代文物，馆藏文物具有很强的时代连续性，是中国文
明没有被中断的缩影。尤其以商周青铜器、汉魏陶俑、唐
代三彩、历代石刻碑志最具代表性，特别是白玉杯、三彩
黑釉马、兽面纹铜方鼎、错金银铜鼎、石辟邪等，在国内外
文博界占有一定地位。目前，洛阳博物馆现有一个大型基
本陈列和六个专题陈列，展览面积 1.3万平方米，每年举
办各类临时展览10余个。

近年来，洛阳博物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推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文脉传薪，合作发展，推动文化资源融合共享

发挥馆藏优势，不断创新展览展示水平。按照“文明
中心、丝路起点、运河枢纽、客家族源、民族熔炉”的文化
定位，充分发挥洛阳古都文化底蕴与博物馆藏品优势，
通过联合办展、巡回展览的方式，不断创新展览展示水
平。积极推出以“大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唐代粟特人
为主题的原创性展览；2019 年 6 月，与乌兹别克斯坦国
家历史博物馆合作举办“梦回布哈拉——唐定远将军安
菩夫妇墓出土文物特展”讲述唐王朝与中亚古国密切的
商贸与人文交流，并在甘肃省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鄂
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进行巡展，让文物活起来，传播丝
路精神，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奠
定良好基础；2020 年 10 月，成功举办“丝路华光——敦
煌、云冈、龙门石窟艺术联展”，实现三大石窟艺术国内
首聚，为石窟寺价值阐释、艺术展示、学术交流提供高质
量平台。

创新策展机制，与国内高等院校深化合作。2021年 9
月推出的“新·乡土志系列展之一：上洛”，对独立策展人
与策展机制、跨领域展览叙事表达、艺术装置与传统文物
的结合与共融、多感官体验等，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探索，
为观众提供了更好的文化产品。洛阳博物馆积极增进国
际合作，在“中韩文化交流年”之际，联合大同市博物馆、
呼伦贝尔博物院策划推出的“交融·魅力——北魏鲜卑拓

跋部的历史足迹”赴韩国国立扶余博物馆、汉城百济博物
馆巡展，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
重要历史进程，更进一步增进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
解与友好情感。

以人为本，精准供给，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强调“活”化理念，创新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2019
年，洛阳博物馆在河南省内率先尝试夜间开放，举办丰富
的夜游活动，提供独特的夜间参观体验，吸引专家学者走
进展厅结合实物开展专题讲座；组织志愿者自编自演历
史舞台剧，举办音乐沙龙等活动。

丰富交流形式，线上线下展览与社教活动并行。与韩
国国立扶余博物馆联合策划国际线上社教活动、互推线
上展览；将馆际交流融入区域发展需求，与 7 家地市博
物馆共办“河洛遗珍——洛阳都市圈文物联展”，并随展
举办线下多馆系列社教联动活动；结合社会热点，联合
中小学校及教育机构，提供暑期托管服务，打造“小小博
物馆家”品牌，开展“冰墩墩”DIY 活动；自主研发的“碧
波千里——隋唐大运河船模DIY系列课程”入选“2021全

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
关注不同群众，满足多样需求。洛阳博物馆以更主动

的方式走进培智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持续创新社区服务方式，先后与多个社区、学校、
军营合作共建，举办“爱上博物馆——移动博物馆进社
区”系列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让观众在参观、学习、领略文物的同时，零距离
感受穿越时空的文明温度。

数字赋能，寻求突破，提升河洛文化传播效能

深挖馆藏资源，创新传播形式，助力文化传承。洛阳
博物馆联合央视频、爱奇艺、天猫等平台以短视频、动漫、
直播等形式让沉睡在博物馆里的文物焕发新的生机和活
力；通过官方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官宣“洛阳博物馆推广大
使王一博”，微博话题讨论量突破 3亿，同期发布的王一
博白玉杯讲解视频观看量超800万人次，激发更多观众关
注文物，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积极利用网络直播形式，
结合临时展览，举办音乐沙龙活动，尝试“剧场式”直播推
出夜探洛博系列活动，以沉浸式文化体验，吸引观众踏上

文化“破圈”之旅。
创新“文化+潮玩”发展模式，让文物藏品更好融入日

常生活。博物馆抢抓“元宇宙”风口机遇，探索藏品数字
化、虚拟化呈现，与支付宝“五福”数字藏品联动，引发线
上秒杀热潮；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开发《洛邑盛景》
系列数字藏品，赢得众多网友追捧和抢购；精准把握当下
青年消费趋势，打造消费热点，率先与网易梦幻西游手游
联合开发“梦幻奇珍”系列盲盒，与支付宝合作推出《洛阳
东风几时来》剧本杀，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营造沉
浸式传播氛围，深化沉浸式体验；与天猫、新浪微博等合
作推出主题活动，引爆话题阅读量破亿，不断提升河洛文
明影响力；丰富线下空间体验，率先推出“移动咖啡车”服
务，举办咖啡沙龙活动，打造十三朝味道咖啡厅，满足观
众高品质休闲需求。

大道至简，行稳致远。立足新时代，洛阳博物馆将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紧扣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
消费，盘活优质馆藏资源，加快打造沉浸式文化和旅游目
的地，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传承河洛文明、黄河文化，讲好
洛阳故事，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洛阳博物馆/供稿）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简称“夏博”） 依托夏
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 60余年的科学考古发掘
所得成果而建，是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项
目，是集中展示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
文化探索历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夏博占地面积 246亩，总建
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正式对外开
放，其基本陈列“华夏第一王都”由“第一王朝”“赫
赫夏都”和“世纪探索”三部分组成，展出各类文物
1500余件 （套），其中绿松石龙形器、乳钉纹铜爵、网
格纹铜鼎、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不仅是夏博重要文
物，更是国之重器。

夏博致力于成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示范
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
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与展示基地。经过近三
年的发展，夏博在推动二里头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
交流、宣传，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形成，传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开馆三年来，夏博砥砺奋进，通过全面阐释二里头
文化内涵，讲好中国故事；以数字赋能，创新展示方
式；建设媒体矩阵，扩大文化影响力；加强文旅融合，
树立夏博品牌。

全面阐释二里头文化内涵，讲好中国故事

加强研究阐释，讲述二里头故事，树牢夏文化认知认
同和文化自信。二里头文化如何能够作为代表中华文明
发展脉络的一个标识，文物和遗址是最好的“宣传者”。为
了让文物与遗址“开口说话”，夏博建馆期间即组建了高
规格的陈展大纲编写团队，由“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
学家李伯谦担任编写专家组组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和中国国
家博物馆原副馆长董琦担任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孙庆伟执笔，全面阐释了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
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核心与引领者的特殊地
位。“华夏第一王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
列”荣获第十七届（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精品奖、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列展览精品荣誉等。

同时，夏博坚持立足自身定位，用展览打造传播最早
中国，宣传中国文化的平台，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与其他
文博机构合作构建“最早中国”系列展览，先后策划推出

“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特展”“长河溯源——中原夏
商周三代礼乐文物展”“河湟史前文明——青海柳湾彩陶
艺术展”“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玉出
东方——敖汉史前玉器精品展”等展览，收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赞誉；创办“二里头大讲堂”，先后邀请李伯谦、王
巍、赵辉、李新伟、许宏、邓聪等知名专家学者开展讲座10
余场，用最新的研究成果阐释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发
展历程中的地位。在外展交流方面先后与四川博物院、河
南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十余家文博
单位合作，参与了“玉魂—中国古代玉文化特展”“色如天
相 器传千秋——中国古代绿松石特展”等多个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重要展览。

以数字赋能，创新展示方式

建馆以来，夏博不断适应新时代、拥抱新技术、取得新
发展，让数字技术成为博物馆服务大众、展示文化的载体。
采用智慧管理，高标准完成重点藏品数字化工程、文物智
慧化管理系统、智慧票务管理系统等；在展示方式方面，运
用“数字+博物馆”手段，于2020年12月建成了洛阳第一座

“实体数字”展示馆，以裸眼3D成像技术，逼真的声光电体
感装置等，复原展示的二里头遗址整体面貌，达到了国内
领先水平。

除此之外，夏博积极应用文物数字化成果，通过云
端陆续推出了“华夏第一王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基本陈列”“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特展”“璋显中
国——中华牙璋文物特展”“长河溯源——中原夏商周

三代礼乐文物展”等线上展览。无论观众身处国内还是国外，
都可以通过官网或微信公众号，进入虚拟展厅畅游夏博。

建设媒体矩阵，扩大文化影响力

近年来，夏博运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平台，打造自媒
体矩阵，全面发声广泛传播。以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
的核心为传播要点，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和省级媒体，持续
发力，参与拍摄了一系列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宣传作
品，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中国考古大会》《考古中
国》等栏目，东方卫视推出的大型考古文化纪录片《何以
中国》栏目，河南卫视推出的文化综艺节目《闪耀吧！中华
文明》等。与爱奇艺、腾讯等合作推出《登场了洛阳》《红色
漫卷洛阳》《母亲河畔的中国》等网络栏目。

在自媒体建设方面，充分发挥青年力量，一方面在开
设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同时，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建
立官方账号，定期发布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短视频、海
报等。其中“夏之声电台”“二里头故事”等系列音、视频节
目，累计播放量达百万次。同时，不定期启动“了不起的华
夏文明——探寻华夏之源”“开启穿越时空的夏文化之
旅”等直播活动百余场，进一步拓展了宣传方式。

截至目前，夏博已累计推文1000余篇，视频音频60余
部，总点击量高达 400多万次，多个平台粉丝累计十余万
人。同时组织夏博优秀青年参加202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
26届布拉格大会国际博物馆和考古学与历史收藏委员会

“ICOM ICMAH”线上会议、第三届博物馆青年论坛，用
青春的声音传播二里头文化。

加强文旅融合，树立夏博品牌

注重文旅融合，以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为核心资源，
在研学和文创方面打造“最早中国”品牌。夏博大胆探索、
勇于实践，利用“最早中国”塑造了一批深受孩子喜爱的
研学课程和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目前，夏博已开发

《跟着小夏去考古》《会呼吸的‘墙’》等研学课程 20余种，
惠及 7岁至 18岁的学生，所研课程荣获“2021 全国文化
遗产旅游百强案例”等。在社教活动方面，策划推出的

“移动的博物馆”“跟着小夏去考古”等系列活动，被授
予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社科普及示范
基地、河南省文明服务示范窗口、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交
流示范基地等。

在文创研发方面，积极与洛阳礼物研究院合作，以夏
博馆藏文物为基础，二里头文化为内涵，突出历史性、功
能性和实用性。目前共推出绿松石铜牌饰、夏嘟嘟、华夏
之源等 6大系列 18项类别的文创产品 30余款。这些文创
产品不仅深受游客的喜爱，在 2020 年“国风·国韵·国
潮——吉林冬季文博资源博览会”和第九届“中国博物馆
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中也获得了诸多赞誉。

新时代、新征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将肩负起历
史使命和责任，不断加强对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
传播，全面提升夏博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影响
力、感召力，为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让世
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华民族作出新的贡献，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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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唐代
出土文物特展

“梦幻奇珍”系列盲盒 夜游洛博系列活动 “夜赏洛博 古韵新声——馆藏音乐文物
赏析系列沙龙之古琴演奏”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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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 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冬令营走进“最早中国”

二里头大讲堂“金玉共振”主题讲座

展厅仓储式密集展柜

总策划总策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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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物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