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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寿、喜”是中华民族表达和乐
美满的吉祥词语，蕴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朴素向往和不懈追求。以福禄寿喜为代
表的吉祥文化绵远流长，是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普及传统吉祥文
化知识，为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
利召开献上美好祝福，近日,河北博物院联
手浙江自然博物院、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
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福禄寿
喜·美好生活——中国吉祥文化特展”在河
北博物院开展。

展览实现了历史、自然、城市三种不同
类型文博单位的跨界合作，从自然、历史、
民俗多重视角阐释了吉祥文化的起源发
展、内涵表现、辐射影响和时代意义。内容
设计方面，分为欢喜相逢、吉祥一生、福泽
万物三个部分，以文物与标本组团并置的
方式，讲述了三“羊”开泰、“马”上封“猴”、

“喜”上“梅”梢、“鸳鸯”璧合、“虎虎”生威、
“金鱼”满堂等20余个吉祥故事。

形式设计方面，以分别代表喜庆、尊
贵、希望的釉红、向日黄、荷茎绿为色彩基
调，营造古代生活场景，将文物与标本并

置，展品与场景互融，让观众身处在由自然
源流、人生万物、历史景观三重维度打造的
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共生的故
事之中，与吉祥共存，与美好共鸣。

展品组织方面，精心遴选300余件（套）
具有吉祥寓意的展品，凝练出“福禄寿喜”的
展览主题，包括瓷器、玉器、金银器、书画、织
物、剪纸、动物标本、科学绘画等，通过对我
国传统吉祥文化的挖掘，让观众深入了解动
植物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以及吉祥文化
对民族精神和社会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

河北博物院还配套组织开展“‘四画’
纳吉祥”“吉祥文化广角镜”等一系列社会
教育活动。 （河北博物院）

由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
中国银行支持的“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
物联展”9 月 28 日在国家博物馆开幕，2023 年 1
月 3 日闭展。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联
合策划主办，依托两馆丰厚典藏，探寻中国“和
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示中华民族“尚和合、求
大同”的发展脉络，弘扬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和
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蕴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
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
观。对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追求与传承，融会进
奔涌不息的民族血液中，镌刻于家国万代的文化
基因里，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基础。

以“和”统领的展览内容

展览分四个单元，标题以“和”统领。每个单
元又分上、下两篇，从不同角度回应主题，形成内
容上的并列或递进关系。结语部分回顾展览的主
要内容，重申展览的现实意义。

第一单元“天地同和”，侧重阐释中华民族自
古以来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上篇“道法自
然”揭示了中华民族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认
知。展示内容具体分为三部分：一、用于沟通天
地、祭祀祖先的玉制礼器，和以铜镜、甲骨为载
体，表现古人通过观测天文地理和自然生灵而创
造出的揭示宇宙规律的符号、文字和图像；二、对
自然物质直接开发利用的实践活动与实物遗存，
如凿石、斫玉、磨骨、缫丝等，以及由此发展而来，
倾注古人认识自然规律的更多思考，并对人类文
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制陶、冶铜、髹漆等技术
成就与物质成果；三、反映中华民族以时系事，由
自然现象引发的情感共鸣与审美活动融入劳动
实践和物质创造中，从而形成独特文化传统的艺
术作品和理论专著。

下篇“天人相与”阐述中华民族建立的涵育
万民、统筹万物的社会秩序，以及创造、发展出与
之相应的制度、文化。主要展出承载先秦至明清
时期礼乐文明和典章制度的礼器、乐器、帝王服
饰及反映古代社会等级、国家礼制的皇家建筑模
型与建筑构件。

上、下两篇综合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体现了中华传统顺应天地之道而形
成的礼乐文化、社会秩序、人文信仰和道德追求。
通过一组组小型的展示专题，中华民族同宇宙万

物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紧密联系被完整清晰地
呈现出来。

第二单元“万邦协和”，侧重阐释中华民族处
理外交关系时秉持的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上篇

“胸怀宽广”，将西汉张骞墓封泥、唐代文书等反
映中华文化开枝散叶的众多珍贵物证，以及作为
国际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盛况真实写照的唐代
丝织品、驼马俑和胡人俑等串连，阐述了丝绸之
路的开辟与畅通对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意义。后半部分由为数众多的历代外销瓷著名品
种和从沉船打捞的出水瓷器组成，它们是中华文
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辐射的重要证据，与之形
成对照的是一组东北亚地区和欧洲仿中国风格
的瓷器，由此展现中国陶瓷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对
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

下篇“四方辐辏”，通过展示汉唐之际北方游
牧民族文化、西域文化和佛教文化等传播背景下
中国工艺美术、佛教美术风格的发展创新，以及
元明清时期宫廷主导的对西方先进物质成果、文
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等内容，将域外
优秀文明进入中国后的影响及其本土化的过程
娓娓道来。上、下篇侧重文化传播的不同方向，共
同展示数千年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灿烂成果。

第三单元“宜民安和”，侧重阐释中华文明对
社会各阶层文化多样性、各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尊
重与包容。上篇“民惟邦本”，通过《乾隆南巡图》
卷之《驻跸姑苏》、“士农工商”“渔樵耕读”题材的
器物家具以及祈祝朝野安定、国泰民安的铭文玺
印等内容的展示，描绘出古代社会农商百业共同
发展、天下万民共赴繁荣的和谐图景。与此同时，

“桃园图”题材的手卷、玉山则生动体现了生民各
得其所、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

下篇“休戚与共”，汇集了早期北方游牧民族
金属制品、西南民族青铜乐器、辽金时期“春水”

“秋山”题材的玉饰、明清时期《职贡图》卷、苗人
故事图册页、台湾风俗图册页等类型丰富、特色
浓郁的民族文物，以及魏晋时期西北地区民族官
印、隋唐时期伎乐俑、元代八思巴文瓷器、清代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册页、中央政府与各地藏
传佛教领袖的往来礼品、《五体清文鉴》等反映中
华民族团结一心、多元一体的实物史料。上下两
篇分别从社会民生发展和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
阐述了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对于中华文明兼容并
蓄、延绵不断的重要意义。

第四单元“乐在人和”，侧重阐释中华民族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上篇“养正育德”，展示了
古代先贤诚意正心、修身治国、警示教化、垂训子
孙所用经典刻本、宫廷与文人书画、陈设雅玩，以
及铭刻“吟德怀和”“慎俭德”等省察格言的御用
玺印和宫廷饰物。

下篇“家祚以兴”，则主要围绕中华民族对家
庭关系的重视和对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
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
传承，以表现家庭和谐美满、万民欢喜和洽的展
品构成。这一单元的上下篇囊括诸多寓意“和合”
的书画佳作，为观众开启了一扇回望古代社会和
谐景象的窗口。

叙事角度宏阔 展览形式和谐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
展览从宇宙、天下、社会、道德四个由外而内、由宏
观至微观的递进层面，阐述中华“和”文化、“合”理
念的内涵与价值，描绘中华文明和平发展之宏图。
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两大文博机构首
度联手推出的重磅特展，这是国家博物馆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博老专家回信精神，探索建
立守护、展示、传播中华文明优秀成果长效合作机
制的有益尝试，是体现“和合共生”精神的一次积
极尝试。展览得到了中国银行的鼎力支持，在此基
础上，三方还将形成战略合作机制。

展览以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和现
代传播学等为导向，梳理出一条清晰、合理的线
索，用以揭示中华古代文明同当代文明、世界文
明、生态文明的联系，进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的
起源、发展、成就和贡献。

展览将题目“和合共生”的文化内涵与颜色
的象征性有机结合，从色彩层面率先突出展览的
形式之“和”。以传统青绿山水画中深沉的青蓝色
作为展厅主色调，显示出中华文明深厚、兼容并
蓄的性格底色。

展览在展示空间中糅入立柱、庑廊、花窗、天
井、圆光门、通景画等中国古代建筑元素，同时采
用西方当代艺术展览的设备设施和布局理念，最
大程度地保持了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内容
与留白的平衡感。展厅两端格局轩敞疏朗，衬托
出室内展线的萦回曲深。

展览除实物展示与文字说明外，引入模型搭
建、实景模拟、数字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
互动，提供探索式观展。 （山水）

10月8日，“和合中国”展览在辽宁省博
物馆开展。展览旨在通过古意盎然、彬蔚称
盛的文物之美，解读“和合”文化所蕴涵的
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文明价值，展示
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赓续深入骨髓
的文化基因，在“和合”文化传承与涵养中
增强文化自信，将展至2023年1月8日。

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
省文物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
宁省博物馆承办。展览汇集了国内多家文
博机构的珍贵文物，分为“天人合一”“人心
和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四大部分，总
体呈现出八大亮点。

对各类文物资源进行融合，以主题文
物展的形式解读“和合”文化。展览展出“和
合”文化有关文物、古籍 402 件/组（436 单
件），其中一级文物88件/组，在辽首次展出
的文物 197 件/组，外借文物 121 件/组（177
单件）。在“和合”文化主题下，对跨时空、跨
地域、跨种类的文物资源进行融合解读：一
是通过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绣等工艺品，
体现古代中国与“和合”有关的物质文化创
造；二是选取与“和合”文化有密切关系的
墨迹、古籍，丰富展览内涵；三是选取体现
人与自然生态文明、人与社会家国情怀、人
与世界交流互鉴的文物；四是选取反映“和
合”文化发展及其当代影响的其他文物。

突显“和合”文化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
义。人与自然和谐相融、“天人合一”的和谐
生态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基调，这
种“和谐”“和合”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
论基础，为世人展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共生、共存的全新价值取向，实现人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实
现人类社会的和谐文明。

通过主题文物反映中国古代以和合为美
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展览通过青铜器、瓷器、丝
绣、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
结合丰富的链接引申，充分运用数字影像技
术，以各自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分别阐释主题，
让观者近距离了解“和合”文化与文学、书法、
绘画等的关联，体会“和合”文化的丰富内涵。

与古为新，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
下观。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
中断的古老文明，文化体系长期延续发展。
华夏先民对世界与自然的认知、对文明与
制度的发展、对礼仪之邦血脉的延续，都体
现了人对自然的认知与升华。“和合”精神

蕴含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思想，人类世
界因“和”而存在，因“合”而发展，体现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一体性，在文化认知
层面就是主张交流互鉴、和衷共济。

部分重点文物分期展出，看展有新意。
展览中，为了让观众欣赏到更多的精美文
物，部分重点展品以分期展出的形式出现。
比如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与明仇英《清明上
河图》，北宋宋徽宗草书千字文与唐欧阳询
千字文，宋缂丝朱克柔牡丹图与山茶蛱蝶图
等，每次观展，都有新体验。此外，书画类展
品的真迹与复制品还会在不同的档期展出。

专业设计，努力打造舒适愉悦的数字
体验。为了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向观众呈现
中国“和合”文化的历史信息，生动展现文
物中的历史知识，根据本次展览主题采用
了视频、投影、AR立体眼镜等数字化手段，
融合实体与虚拟环境，拓展文物展示空间，
努力创新“和合中国”的展览方式，更好地
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此外，为了满足多方
面人群的参观需要，还将在线上开设VR虚
拟展览，形成多元、多种方式的参观体验。

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展览期间，辽
博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辽宁省文化
中心整合所属艺术院团资源，推出又见辽
博——“和合中国”主题晚会，让观众体验
沉浸式观展模式，感受博物馆的夜间魅力。

为观众提供多元的服务。在展览举办
的同时将出版精美的展览图录，作为“和合
中国”展览在纸上的重现和传播延伸，让读
者在色彩缤纷的愉悦中，增强对“和合”文
化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的理解，更好地体
会展览主题。

配合展览，辽博将开展丰富多彩的社
会教育活动。拟邀请历史学家、文化学者、
考古与文物学家、博物馆学者等举办学术
论坛，深入挖掘“和合”思想的深刻内涵，以
及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展览期间，还将安排
多场学术讲座和针对青少年开展的教育活
动，并举办学术研讨会。 （辽宁省博物馆）

尚和合 求大同
故宫国博文物联展

汇集珍贵文物 展现和合精神
辽博举办和合中国特展

福禄寿喜 美好生活
中国吉祥文化特展在河北博物院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