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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0日，中国海关博物馆（简称“关博”）
正式建成开放。作为国家级行业博物馆，关博用好用
活海关系统和文博行业资源，坚持“立足海关、服务公
众、面向社会、创造一流”，努力打造收藏海关文物的
中心、展示海关历史的平台、传播海关文化的阵地、宣
传海关使命担当的窗口、开展爱国主义和海关职业素
质教育的基地、中国海关的“金色名片”和第二会客
厅，积极发挥在海关系统的龙头带动作用，推动海关
文博事业取得新业绩、开创新局面。

打造特色陈展体系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公众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式。站在海关文博事业生命线的高度，努力
打造独具关博特色的陈列展览体系。

基本陈列 中国海关既经历了汉唐帝国的盛世繁
荣，也目睹了晚清民国的主权沦丧，从一个侧面见证
了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荣辱。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
以及全国海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将中国海关发展演
变历程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去考量，将海关事业置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中去把握，总结提炼

“国盛则关兴、国衰则关弱”的历史规律，将关博陈展
主题确定为“见证国运兴衰 承载光荣梦想”，以“漫
漫雄关道——中国海关发展之路”为题，从“千秋古
关”“近代海关”“现代（新中国）海关”三个部分，全面
系统展示自西周至当代中国海关 3000多年的发展变
迁历程及其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展示方式上，以时间为经线、以史事为纬线，坚
持以物证史和以史生景相结合的原则，撷取反映中国
海关机构、职能的重大事件，重要时间和重要人物，综
合运用文物、文献、雕塑、场景复原、互动装置等陈列
方式，详略有当地安排展陈内容。

2018年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能与队伍划归海
关总署后，关博与时俱进，及时启动基本陈列优化完
善项目，将检验检疫内容纳入基本陈列，增设了“国境
卫生检疫、出入境动植物检疫、进出口商品检验、进出
口食品安全管理”四个单元，增加了婴幼儿配方奶粉
进口流程多媒体互动项目、“电子鼻”食品危爆品识别
体验项目等互动展项，并重点展示新时代中国海关打
击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打击洋垃圾走私、
优化跨境营商环境等内容。

专题陈列“海关 902”艇不仅是打击海上走私的
“英雄艇”，也是45次安全接送中央领导同志的“功勋
艇”，更是见证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铸入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光荣艇”。退役后，它作
为关博馆藏体量最大、价值最高、意义最重的藏品，经
多方争取，在馆前下沉广场开辟了专门展厅——“春
天的故事——‘海关902’艇专题展”，综合运用水泥塑
浪、半景画、声光电等手段，还原其在南海波涛之中的
光荣航程，观众可登艇观赏、体验，感悟海关与国家的
历史脉动。此外，复原的船艇会议室、艇下舱室“新中
国海关海上缉私发展历程展”等，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了陈列内容，拉近了观众与海关的距离。

鲜明的陈列主题、丰富的陈展内容、精巧的形式
设计，使关博的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一举获得第十二
届（201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赢得
了业界一致认可。

临时展览 近年来，关博围绕国家重大节庆、重要

时间节点以及海关职能和中心工作等，相继策划举办
了临时展览30余个，填补了海关空白、发出了海关声
音。如“中国海关与抗战”“中外摄影家镜头下的40年
巨变暨海关关员眼中的40年”“庆祝建党百年海关百
物”“丝绸之路上的古关”“清代粤海关监管的广东外
销艺术精品”等，以及打击走私成果展、国门生物安全
展等。此外，还联合兄弟博物馆举办多个临时展览，积
极参加“博物馆及相关技术与产品博览会”，配合临时
展览，开发系列文创产品，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

夯实藏品工作基础

将藏品作为各项业务的基础和源动力，一方面加
强馆藏文物整理、保护，另一方面大力征集海关发展
见证物。

加强馆藏文物整理、保护。建成恒温恒湿专业文
物库房，购置文物储藏柜，将分散在全国各地、无序管
理的海关文物统一集中管理，分门别类存放、安全无
损保护。开展对馆藏文物的整理与鉴定工作，认真做
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并被评选为北京市第一次全
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先进集体。

拓展藏品征集渠道。开展海关发展见证物征集工
作，先后征集入藏中国进出口货值突破4万亿美元、5
万亿美元、6万亿美元报关单，关检融合整合申报第一
票报关单等见证海关历史、外贸奇迹的标志性文物；
大力征集海关红色文物，启动“老同志讲述海关历史”
口述历史项目，同步接收海关系统内外人士捐赠藏
品。

截至今年 10 月，关博现有各类藏品 3.1 万余件
（套），其中一级、二级、三级珍贵文物1100多件（套），
包括新中国海关总署首任署长任命书、“海关902”艇、

“九江关衙署”青花瓷碗、1894年中国沿海灯塔图、“津
海新关”木匾以及齐白石等名家字画、东北虎皮、独角
鲸牙等海关查获的走私文物、濒危动植物标本等。

提高社教宣传工作质效

以社会教育宣传为保鲜剂，面向社会普及海关知
识、弘扬海关文化，使海关走近公众、使公众走进海
关，由此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北京市
中小学生课外活动基地等称号。在全国性比赛中，多
名讲解员获奖，并积极参与北京文化论坛、南北《新青
年》新年对话等活动。

适时举办社会教育活动。抓住国际博物馆日、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与海关密切相关的世界海关日

等，策划举办探访缉毒犬基地“小小外贸商”亲子活
动、文物鉴赏、国门生物安全教育等活动。打造“通关
小达人”品牌，以角色扮演方式普及进出境旅检知识。

开展移动博物馆“五进”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
军营、进边关、进扶贫点，将关博常设陈列和特色临时
展览送到基层，将博物馆展览变成活动的教育资源，
助力文化惠民。

积极开拓对外发声渠道。成功接待德国、意大利、
俄罗斯等国家海关负责人，并接受相关国家海关负责
人捐赠藏品；连续多年代表中国海关参加俄罗斯国际
海关展，展示中国海关使命担当；积极参加国家海关
博物馆协会年会，与国际同行交流、切磋。

借助新媒体全方位开展对外宣传。在微信、微博、
抖音等平台，开设“关博小剧场”“娜娜老师的外来生物
课堂”“希希话古关”等栏目，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开展对
外宣传。

探索社教宣传新模式。聚焦海关职能，积极开展
云展览、云课堂、云社教，举办“国门生物安全”等线上
展，以零接触方式送展送教，观众参与量大幅攀升。

大力开展学术研究

近年来，关博聚焦馆藏文物和海关史，以学术研
究为发动机，带动博物馆整体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推出一批研究成果。组织编纂出版《关博萃珍》
《雄关漫道》《中国近代海关建筑图释》等书籍、图录十
余部。鼓励、引导员工立足岗位开展研究，发表学术论
文数十篇。

积极参与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参与
申报的“中国海关史”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
目，以馆内人员为主组建专业团队承担“古代海关卷”
子课题研究任务，并完成大纲编纂工作；成功申报海
关总署署级课题。

研以致用、扩大影响力。以大龙邮票发行 140 周
年为契机，联合兄弟文博机构开展学术征文、研讨活
动并推出巡回展览；组织拍摄 6集专题纪录片《海关
见证》并在《国宝档案》栏目中播出。发挥专业特长，认
真负责审核海关总署组织摄制《大国海关》专题片脚
本，并提供相关视频、图片素材200余个。

指导全国海关关史室提升专业水平

以履行业务指导职能作为新的增长点，带动全国
海关关史室（陈列馆、博物馆等）整体水平的提高。

制定印发《关史室建设指引》。指导各地海关因地
制宜、因关而宜，打造各具特色的关史室（陈列馆、博
物馆），共同繁荣海关文化。

指导全国海关挖掘利用红色资源。编制《海关红
色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指导全国海关提升保护利用
水平，传承海关红色基因。

搭建业务指导与交流平台。利用“钉钉”软件搭建
关史室业务指导平台，定期线上授课、交流研讨。为地
方海关关史室等机构提供专业指导，积极答疑释惑、
传经送宝。

下一步，关博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锚定
建设国家一级博物馆的目标，着力挖掘海关历史文化
内涵、着力保护利用海关文物、着力传承海关红色基
因、着力弘扬海关行业文化，讲好中国海关故事、传播
好中国海关声音。

春秋晚期，齐国经过长期兼并和发展已经达到国富民强的鼎盛时
期，完成了西至河东至海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整个胶东半岛以莱国为
主体的莱文化逐渐结束，大部都归附于齐国疆域和统治之下。“田氏代
齐”是这一时期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过渡的代表性事件之一，
这也成为后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除了史书记载之外，海阳嘴子前
墓群出土的文物为我们揭示了不为人知、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

嘴子前墓群概况

嘴子前墓群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盘石店镇嘴子前村，三面环
山、曲水环流。自1978年至2000年，先后发掘了四处墓葬，一处车马坑
是胶东半岛发现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葬制表现最完整的春秋贵族
墓群，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共计1000多件。2021年6
月，嘴子前墓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嘴子前墓
群入选“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1号墓与2号墓 1978年2月，海阳嘴子前村民耕地时发现一座墓
葬，即为1号墓，出土文物有铜器、陶器、木器、玉器及木质车一辆。其中，
青铜器 40余件，有大型的车马器、盛器、兵器及乐器，编钟 7件、钮钟 2
件、甬钟5件。车为木质，部分地方施漆，腐烂严重。车轮不见，仅可见车
辕、车舆、部分木构成分。另外，还有滑石、玉、木等质地的器物数件。

1985年，2号墓发掘 130多件器物，青铜器 3件，分别是鼎、鉌、盆。
陶器 90件，器型有罐、豆、簋、宽沿簋、盘等。木器 20件，器型有壶、盒、
勺等，多为木质仿铜器具。另外，还有部分石器和石贝等。

4号墓与6号墓 1994年4月，烟台市博物馆和海阳市博物馆联合
抢救性发掘4号墓。大墓采用的是重棺之制，双椁单棺。长624厘米、宽
426厘米、高 338厘米。内椁由盖板、墙板、底板组成，东西长 334厘米、
南北宽230厘米、高286厘米。4号墓是墓群中出土文物最多、规格最高
的一座墓，共出土木器、陶器、玉器、青铜器260多件。其中有七鼎九钟，
带有铭文的盂和甗等重要礼器。1997年，青铜寝盂参加“全国考古新发
现精品展”，后又赴日本和我国台湾展出。宽沿、方唇、深腹、有颈，大敞
口、平底，重36公斤，高38厘米、口径69.5厘米的青铜寝盂有四个特点
令世人瞩目：一是体态硕大，形制规整，气势庄重，采用先进的铸造工
艺，预铸器耳，合范而成；二是纹饰华丽，腹部装饰四条非常华丽的蟠
龙花纹，腹部的四只兽头大耳，圆目口张，齿舌可见，兽角是宽大的花
冠，对称图案是蟠龙花纹；三是保存完好，墓葬年代为春秋时期，距今
2500年左右，大盂出土时金光闪烁，在同期出土文物中异常罕见；四
是口沿上有“圣所献妫下寝盂”的七字铭文。

6号墓于 2000年发掘，东西长 598厘米、南北宽 412厘米、残深 314
厘米。椁室四周有夯筑的熟土2层台，墓内1椁1棺。出土文物中118件
为陶器，木器次之，青铜器和玉石器较少。铜鼎倒扣，1足残缺，陶器和
木器多破碎，尤其是一些木器已经难辨其形。6号墓内不见戈、镞之类
的兵器，残存的骨骼比较细小，因此专家推断该墓是女性墓。

探析“田氏代齐”

嘴子前墓群的发现在考古界引起
强烈轰动，这是胶东地区周代考古的
一个重大成果，对重新认识胶东地区
的文化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专家
认为，根据出土文物纹饰特点和铭文
记载，4号墓出土的青铜寝盂和青铜旅
甗应是来自淮河流域的陈国，而这两
件器物也为我们揭开了田氏代齐的历
史一斑。

礼崩乐坏之下的“深山君王梦”

根据4号墓出土文物——青铜寝盂上的铭文得知一位重要历史人
物——“圣”。陈国的“圣”是谁？他和墓主人是什么关系？

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公元前672年，陈国祸乱四起，陈国的
太子被杀，公子完和太子的关系亲密，完怕祸及自己就来到了齐国。齐
桓公见其有才，想让他当齐国卿相，但是公子完谦让，后管理齐国工程建
设。陈完到齐国后，改陈氏为田氏，这就是齐国与陈国的关联之始。《左
传·昭公八年》又载：公元前534年，陈国又起内乱。陈哀公的元妃、二妃、
下妃分别生太子偃师、公子留、公子圣。这次宫廷政变，太子偃师被杀，
立公子留为新君。三公子圣来到楚国状告杀掉太子是大逆不道的行
为，后楚公子弃疾带着军队把陈国灭掉。公子留、公子圣随之逃跑，自
此公子圣不明下落。公子圣去了哪里？我们可以推测，陈国这次宫廷变
乱时，田氏家族是田乞当政，在齐国已是卿相。公子圣投奔到齐国的可
能性最大。因此，大盂铭文上的“圣”正是三公子圣。陈国宫廷重器为何
会在齐国出土？这件珍宝正是公子圣带来献给齐国田氏家族的。

史籍记载，胶东地区是“莱夷作牧，厥篚厣丝”，似乎一派荒凉落寞
的景象。在齐国的广大领域里，胶东的海阳距齐都临淄比较偏远，为什
么这么显赫的家族会把墓地选在偏远的地方？

据史书记载：当田无宇去世时田乞的地位还不稳定，几次险被齐
国的国君杀掉，而且和当时的贵族权力之争胜负未定。田乞之子田常
宫廷政变时，曾经和右相争权夺利，地位也很不稳定，但这时其封邑在
齐东。从这些情况看，田常在这场争夺王权的政治斗争中，胜负未定，
很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祖坟，才将父亲田乞的坟地选在了距离领地
边远的胶东地区。直到战国初，田和废康公自立而后，才把其祖坟迁往
京畿。嘴子前是田氏家族发迹的风水宝地，所以迁葬时没有把原下葬
所用的葬具随之迁走，留在原地以求阴泽。《史记·正义》中记载：“安平
以东，莱、登、沂、密等州皆自为田常封邑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
有记载：“割齐安平以东至琅琊，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安
平，在淄博东 10公里，意思是说自京城以东乃至整个胶东半岛都属于
田家。据此可知，嘴子前古墓群应是春秋晚期齐国上卿田氏的家族墓
地。东周时期天子的礼制逐渐衰微，其他列国势力崛起，因此出现了僭
越礼制的现象。4号墓出土文物中七鼎九钟的僭越现象，正是田乞当时
特殊时期、特殊身份的历史见证。

指明研究方向

嘴子前墓群出土文物，尤其是青铜寝盂、旅甗、七鼎九钟，是代表
封建地主先进生产力的“田齐”与奴隶制领主的代表“姜齐”之间斗争
的考古证明，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艺术价值。嘴子前
墓群的6座墓葬，所出器物特别是陶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这
些陶器的地方特色十分明显，保留了胶东古老的制陶风尚，更多的是
东夷文化制陶工艺的遗风，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在如此高规格的墓
群中，仍然保留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正是《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太公
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的真实写照。

嘴子前墓群出土文物为田氏代齐的历史提供了见证，为人们探讨
其葬制、年代、性质、特点及胶东东周文化编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
时也指明了研究方向，齐国吞并莱国以后，海阳是齐国的重要封邑；莱
国的传统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奴隶制
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在墓葬中有直接而充分的反映。

滁州地处江淮之间，侯家寨遗址作为史前滁
州的见证，距今约 7000年。在这片文化底蕴浓
厚的土地上，韦应物吟咏脍炙人口的唐诗佳句：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北宋欧阳
修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朱元璋在此创立
大明王朝；清代吴敬梓创作了开讽刺小说先河的

《儒林外史》。作为传承滁州文化的窗口，近年来
滁州市博物馆荣获第四届安徽省博物馆陈列展览
精品奖，被评为安徽省“十佳最美博物馆”“最
美公共文化空间”。今年，滁州市博物馆以守正
创新为引领，严格落实免费开放政策，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不断开创文博工作新局面，谱写文博
事业发展新篇章。

对标一流，党建引领再上新台阶

滁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从强化党史学习教育入
手，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干部的参与热情，着重提升党
史学习教育质量，积极促进为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的效果，大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迅速升温。活动开展
以来，博物馆全体干部群众累计开展专题教育学习
会、学习教育研讨会等十余次。通过专题党课、专题讲
座、知识竞赛、自学等形式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进一
步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质；在党支部的组织带领下，
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加各项业务
培训学习，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强大动力和硬核举措，党员志愿者积极开
展“流动博物馆”“周五一小时”便民服务、文明清扫、
志愿讲解、进军营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我为群
众办实事”切实增强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为有效应对疫情，博物馆党员同志带头积极投身到社
区、乡村等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中，彰显责任与担
当。同时，博物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自觉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守护者、建设者，在实际工作中
大力弘扬主旋律，牢牢守好思想阵地。

资源共享，展览展陈取得新突破

滁州市博物馆持续推进展览展陈系统化、专业化
开展，把免费开放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今年以来，
累计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展览 14场，其中
馆内临展 9场，线上展览 3场，对外交流展 2场，内容

涵盖摄影、绘画、剪纸、拓片等，如“亭城丹青 醉美力
量——喜迎二十大暨‘5·18’国际博物馆日国画特展”

“我在博物馆画文物——2022年滁州市青少年绘画作
品展”“文风蔚然 紫韵流芳——紫砂艺术精品展”等。
为纪念第 46个国际博物馆日和滁州市博物馆开馆五
周年，还特别策划了喜迎二十大暨“5·18”国际博物馆
日系列活动之“博物馆的力量——那些年我们办过的
展览”。在展览展陈工作中，博物馆上下联动、左右互
动、资源共享，推进与市内外多家博物馆联合办展，与
学校、民营文化企业等合作，不断提升展览质量和服
务水平，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特色和优势融入
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促进文化交流与交融，在
宣传与推广滁州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让当地民众能够
欣赏祖国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领略艺术之美，增强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擦亮品牌，主题活动再创新局面

为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历史研究、社会教育、文化
传播、公共服务职能，滁州市博物馆依托场馆资源，结
合地方实际，突出地方特色，打造了系列传统文化教
育品牌。今年，博物馆开展了百余场丰富多彩的宣教
活动，如“喜迎二十大 强国复兴有我”——青少年中
华文物我来讲系列活动、“喜迎二十大，非遗展风采”
夏令营活动、“童声颂党恩 喜迎二十大”朗诵比赛、

“我在博物馆画文物”滁州市青少年绘画比赛等。
除了原有的“我们的节日”“二十四节气”“博乐园”

“滁博小课堂”等经典品牌，博物馆还开创了“争做
新时代好少年·模范故事我来讲”系列视频、“我在
博物馆画文物”等新品牌。此外，博物馆还积极与
各学校、社会文化机构联合开展教育基地合作业
务，共同挖掘、提炼博物馆青少年资源项目，增强
博物馆活动的针对性、趣味性。如“垃圾分类进校
园 环保理念入童心”“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传统文化进校园等活动，让青少年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树立对家乡和
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惠及民生，志愿服务实现新飞跃

滁州市博物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导
向，加强文物资源价值挖掘阐释和展陈，提升业务

能力和服务能力，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进一步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充分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党史学习教育基地的作用，持续开展送展
览“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活动。

今年，博物馆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稳步推进，共
开展“流动博物馆”“周五一小时”便民服务、文明交通
劝导、志愿讲解、进军营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 20 余
场，接待团队102场，其中接待未成年人团队29场。为
进一步推进文博工作高质量发展，自觉履行社会公益
职能，实现志愿服务板块新飞跃，博物馆还开发了“博
爱春蕾”——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志愿服务活动，志愿
者们在元旦、端午等重要节点前往偏远乡村为留守儿
童送去生活学习用品，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滁州市博物馆始终坚持拓展思路，创新
手段，以文物资源为依托，推出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
和服务，让文物保护利用融入群众生活，更好地惠及
民生。

新时代新征程，滁州市博物馆将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不
断深化学术研究，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底蕴和人文
精神，不断创新展览展示，继续推出有深度、有创
新、有特色的展览和社教活动，为文博事业发展作
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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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海关同行
——新时代中国海关文博事业发展回眸

李海勇

滁州市博物馆：

守正创新 谱写文博事业发展新篇章
张辉 许海潮

新时代文物工作

青铜旅甗（4号墓出土）

九钟（4号墓出土）

七鼎（4号墓出土）

基本陈列展厅

在定远县界牌学校开展“博爱春蕾”——关爱留守困境儿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