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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展示 新时代的海阔天高

为全面展示中华航海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灿
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中海博通过多种举措
打造高品质展览，深入发掘中华航海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以古鉴今、古为今
用、启迪后人，讲好中国航海故事、传播中国航海声音。

中海博紧扣航海主题、服务国家战略、抓住时事节
点，不断调整优化基本陈列，打造特色鲜明的精品临时
展览，并通过联合办展、巡回展览、流动展览、网上展
示等形式广泛推动展览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海博举
办的“红色记忆·蓝色航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展”荣获中宣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精品展览”；“大海就在那：中国古代航海文物大展”荣
获“第十八届 （2020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推介”优胜奖；连续 4年获评“上海市博物馆陈列展
览精品奖”。

9月6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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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从全国 266 个展览项目中遴选 100 个予以集中推
介。中海博推荐的“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位列
前20位成为重点推介项目。

紧扣国家战略。中海博坚持在“一带一路”倡议、
“海洋强国、文化强国、交通强国”等战略、上海市国际
航运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临港新片区高速发展
等战略部署中定位陈列展览工作，力求融入大局，与时
代同频共振。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中海博联合22家博
物馆举办“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
器大展”，2020年联合沿海 10省市 25家博物馆举办“大
海就在那：中国古代航海文物大展”；围绕“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2019 年联合长三角一市三省 25 家博物
馆，举办“长三角航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围绕“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连续三次举办“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成果展”。2023 年，中海博还将围绕“长江经济
带”，举办“长江与海洋文明的互动与交融”大型展览。

创新展品理念。近年来我国博物馆数量突飞猛进的
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大量新建的博物馆由于
客观原因普遍存在藏品匮乏现象。中海博自 2005 年筹
建以来，高度重视文物征集和保管工作，目前已有藏品
2万余件/套。2021年，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博
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引导文物系统富余资
源在运营管理、充实藏品、保护修复、开放服务等方面
支持行业博物馆。中海博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的展品理念，不局限于本馆馆藏，通过借展的方式，将
其他文博机构的藏品为本馆所用，用实际行动生动践行

“让文物活起来”理念。
2019年，中海博举办“器成走天下：‘碗礁一号’沉

船出水文物大展”，即由中海博提出展览创意、策划展览
内容、设计相关产品，藏品几乎全部从福州市博物馆借
展。两馆发挥各自策展和藏品优势，共同保障了展览的
成功举办。

沉船出水文物是航海主题博物馆的重要展示对象，
而此类文物往往数量众多且器物相似度极高，许多器物
长期储存在库房无法对外展出。中海博积极与广东海上
丝绸之路博物馆、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联系，希望
通过互借展品的方式，将“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的
部分藏品借出至上海展出，该倡议得到了两馆大力支
持，达成了长期互借展品的合作协议。目前，展品已在
中海博的基本陈列中展出，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行业博物
馆缺乏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的瓶颈。

打造系列展览。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博物
馆展览数量呈井喷式增长，2021年，我国博物馆举办各
类展览约3.6万余场，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如何在
众多的展览中脱颖而出，除了要打造符合馆情的展览，
还应高度重视“系列展览”的打造，加深博物馆自身辨
识度，以展览特色屹立于博物馆之林。

作为国家级的航海博物馆，近年来中海博也力求在
“系列展览”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已初步形成“航海科
技、海丝文化、中外沉船、区域航海、航运文化”五大
临时展览系列。其中“航海科技”侧重我国从古至今的
航海技术，尤其是当代航海科技装备，如 2018 年举办

“风好正扬帆：中国古代航海科技展”，2022年举办“蓝
色‘船’说：当代中国航海装备系列展·壹”；“海丝文
化”注重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 2018
年举办的“CHINA与世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
易瓷器大展”；“中外沉船”侧重古今中外的沉船事件及
其出水物等，已举办“碗礁一号”和“泰兴”号两艘沉
船的专题展览；“区域航海”侧重展示某个区域内的航海
历史文化，已举办福建、上海、海南、广东四地的区域
航海主题展览；“航运文化”侧重我国在航运产业发展中
衍生的物质精神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我国航运事业取
得的突出成就，如连续多年举办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成果展”等。

增进国际合作。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交流碰撞不可避免，博物馆在加强民心相通、消除价
值矛盾、促进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与其他国
家博物馆开展交流活动，可以发挥博物馆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润滑剂”和“催化剂”。“航海”本身
就是世界跨文化交流的通道和纽带，中海博坚定推进“展
览走出去”，打造以“中国航海文明、文化交流互鉴”等为主
题的精品展览，推进展览的海外巡展，力求在国内外文化
交流互鉴中发挥重大作用。

截至当前，中海博已与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韩
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开展展览交流合作。2019 年 1 月，

“郑和：伟大的航海家”展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
大厅举行，展出的 60余张图片反映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
间和路线，包括船队规模、访问的国家、赠予的礼物、访问
国的纪念碑和相关古迹、郑和船队与哥伦布船队的比较、
郑和下西洋与文艺复兴的联系等内容，为欧洲议会带去了
15世纪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的故事。2022年，正值中韩
建交 30周年，为增进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
了解和友好感情，努力打造“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文物
外展品牌，中海博与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联合主办“中韩
海洋文明交流展”，9月 6日在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开幕，
荟萃中韩两国展品近 200件（套），从科技、信俗、思想、贸
易、人物等多角度，向韩国民众展示中韩两国数千年来通
过航海进行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传递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永恒价值和独特魅力，为推进中韩文化交流互鉴做
出贡献。

社会教育 新时代的乘风破浪

中海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航海文物的历史内涵和科
技价值，更好地阐释中国航海精神、中国航海价值、中国航
海力量，打造航海特色公众教育体系，成为交通运输部、上
海市等各级各类基地，如“科普中国共建基地”“2021—
2025年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多次获“全国优秀科普教
育基地”奖项。

与上海市教委开展“馆校合作”项目，同全市100多所
中小学校构建起资源共享、文化沟通、传承历史的桥梁，通
过课程开发、学生实践、主题活动、教师培训、文化服务、科
普创新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培养
了244名“博老师”，开发了100余门精品航海主题课程，促
进了中小学科技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培养了一批批热爱
科学、善于研究、乐于奉献的青少年学生人才。

2017年，中海博被教育部评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多年来，制定了“大国海军梦、航海探险
记、小船大奥秘、丝路再出发、小小航海家”5条研学主题
线路，设计出九大环节组成的活动体系，先后开发12门研
学主题课程，接待学生达 6.7万余人，惠及全国 30个省份
和4个国家的上百所中小学校。

中海博还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不断推进社会教育理
论、制度、形式、内容等各方面创新。推出“航海时光、
航海空间、航海艺术、航海科技、航海职业”5大系列活
动，创新打造内容立体、形式多元、效果丰富的“航海大
舞台”项目；2022年以“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为主题
举办“第六届航海生活节”，邀请全国各地40余家单位和
机构线上线下共同参与，营造“吃、喝、玩、乐、赏、
学、购”一体化航海文化氛围；创新推出“星火·远航”
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将航海文化推送到江西、贵州、
重庆等地；每年在全市建设 1至 2所“博物馆学校”，深
度合作航海文化项目，将中海博海洋厅微缩版搬入学校
成为“航海角”；特别在 2022年疫情期间，及时推出含
课程、音频剧、H5游戏、知识竞赛等在内的多元线上教
育资源包，其中整合各行各业专家学者资源，推出“航
海云课堂”系列讲座共65场，累计观看人数突破百万。

学术研究 新时代的舟楫致远

中海博以航海文史为观照，通过专题会议讲座、前沿
课题研究、特色图书出版等业务求索积累，积极搭建创新
型航海文史研究阵地及国内外航海文博交流平台，建功新
时代。

中海博服务国家、社会，联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沪上知名高校，举办
了十届“海上丝绸之路”相关主题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
在服务国家战略、深化研究主题、丰富研究面向的同时，探
索馆校合作新模式；邀请航海文史、文博考古等知名专家
共建“中海博大讲坛”，累计举办专题讲座近百场，通过名
家宣讲方式传播华夏文明、弘扬航海精神，惠及社会公众。

中海博立足馆藏资源与航海历史遗产，聚焦前沿选
题，走出一条广览深耕、精专内在的学术发展与人才培养
之路。组建高级讲师团赴社区、高校开展航海主题讲座，从
海上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上海港航史迹寻踪、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成就等主题入手，在担当作为的同时，积极
拓展公众服务的深度与广度。

中海博以出版特色读物为抓手，出版28辑馆刊《国家
航海》、10本学术会议论文集，打造专业航海文史研究交流

阵地；出版旨在科普航海文史知识的《海帆远影：中国古代
航海知识读本》《沧澜航程：中国近代航海史话》姊妹篇、突
显馆藏与江南文化的《航运江南：馆藏近代江南地区航运
遗珍释读》、立足古船史料与船模制作的《中国古船录》及

《匠心问舟：第一届中式木帆船模型展评大赛集萃》等系列
特色航海文史读物，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航海实践，用中
国话语讲好中国航海故事。

藏品征集 新时代的海纳百川

中海博努力传承好中华优秀航海文化基因，留存国家
和民族集体的航海记忆，通过对博物馆发展趋势及馆藏定
位等情况分析，注重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中航海物证的
征藏，强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相关航海藏品征集，明确聚焦高等级藏品，重点对外销艺
术品、西方航海仪器、海上丝绸之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等相关专题藏品进行查漏补缺。

“泰兴”号沉船是海洋考古中发现的一艘中国巨型三
桅帆船，被打捞出水的瓷器超过35万件。由中国泮庐集团
董事长郑长来先生从英国联邦贵金属公司购回 12万件，
并于 2020年捐赠中海博 100件，创造了开馆以来首批“大
批量、高等级”文物的捐赠纪录，为进一步研究 19世纪中
国对外海洋贸易情况、外销产品结构、闽南瓷窑业技术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2021年，中海博完成百年“牛庄灯船”的抢救性保护修
复复原。“牛庄灯船”是清朝成立海关税务司后在全国沿海
最早更新使用的钢质铆钉航标灯船之一，代表着 19世纪
中晚期造船技术及航海发展的先进水平。在其跨越百年的
风雨历程中，经历了我国近代航标事业的从无至有，也见
证了新中国航海事业蓬勃发展。征集入馆后，中海博先后
克服灯船体量大、征集难度高、修缮复原资料少等众多难
点、痛点，确保了这一见证中国海运、航标事业发展的重要
物证“重焕新生”。

2022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交通运输部、上
海市人民政府的指导支持下，“长城191号”退役潜艇正式
落户黄浦滨江。该潜艇是我国第一代自主设计、研制的
035G型常规潜艇，也是长期守卫蓝色国土的“水下蛟龙”，
为充分发挥该艇的国防教育作用，提升黄浦江沿岸文化功
能，退役后由海军某部调拨中海博进行展示利用。中海博
集十年之功、三任馆领导班子的不懈努力，实现了退役舰
艇实物征集方面“零的突破”。

藏品修复 新时代的薪火相传

中海博聚焦新时代文物藏品保护修复，着眼长远统
筹谋划，完善工作机制，注重内涵建设，加强人员教育
培训，不断提升专业技能。2021年 8月 31日，经上海市
文物局审批，获得古籍善本、档案文书、书法、绘画、
铜器、瓷器、陶器等七项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成为上
海市第五家获得相关资质的单位，也是唯一一家获此资
质的行业博物馆。

中海博邀请业内纸质修复、陶瓷修复名家和上海地
区非遗传承人到馆现场指导；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出水
金属文物保护培训班、陶瓷文物保护培训班等。聚焦

“纸质、金属、陶瓷”等多个方向，规范工作流程，提升
修复水平。几年来，累计完成 254件/套自有藏品抢救性
保护修复，其中珍贵等级文物 65件/套。自主完成馆藏
清代象牙船、民国航海银质餐具、近代纸质航道图等数
十件藏品修复。其中，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完成馆藏三
级《大清一统舆地全图》、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合作开展
馆藏二级《仿明代仇英水军图》、与浙江省博物馆合作完
成汉刀、与河南博物院合作完成清代铜手炮和清代大铁
炮等藏品的修复工作。积极为陈云纪念馆、浦东新区文
物保护管理所等单位服务，完成数百件藏品保护修复。

中海博还积极探索文物修复品牌创建，推出“我在
中海博修文物”系列品牌活动。其中“寻找下一个传承
人”活动自2020年推出后，已连续三年开展，拍摄文物
修复、船模研制的专题视频，不仅在上海电视台等媒体
滚动播放，网上点击量也达到了百万次，此外还招募热
爱航海的观众，前往船模研制中心参观体验船模和鲁班
锁制作、书画修复、榫卯连接等工艺，该活动使广大观
众感受到了中国航海文明的浩瀚与神奇。船模研制中心
已成为国内舟船研究和船模制作的特色机构，2017年举
办了第一届中式木帆船展评大赛，全国十多个省份 100
余艘船模参与，获得广泛好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今
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站立在新时代中国的广
袤大地上，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沃土，博物馆
的舞台无比广阔、底蕴无比深厚、定力无比强大。中海
博将发挥兼跨建设交通和文博两大行业的专业优势，将
博物馆事业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高博物馆公
共服务均等化、便捷化、多样化、个性化水平，突出航
海特色、强化内涵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一
步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家级航海博物馆。

新时代 新使命 新征程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弘扬航海文化回顾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定
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就文博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论
述、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博物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
方向，中国博物馆事业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中海博”）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内首
家国家级航海类专题博物馆，旨在弘扬航海文化、传播华夏文明，围绕陈列展
览、文物典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等核心业务不断抓提升、塑品牌，全力服务国
家战略、上海发展、航海航运等文化文博和交通事业发展的新使命、新思路、新
要求。

近年来，中海博聚焦“一带一路”倡议、“海洋强国”战略、文化文博事业发
展，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更高的站位、更远的眼光、更宽的视野、
更实的举措，发挥博物馆在新时代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020年，相继获国家一级
博物馆、全国文明单位荣誉。

“寻找下一个传承人”活动

学术研究

向海而兴·扬帆远航：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成果展

“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

红色记忆·蓝色航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

大海就在那：中国古代航海文物大展

长三角航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

器成走天下：“碗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
大展

2022年博老师研习会

“长城191号”潜艇落户黄浦滨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