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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最苏州：一座城，百座馆

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年建城史，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存的
城市，街巷中林立的大大小小博物馆，如同一册册文化日记，美
美与共，又各具魅力。以苏州博物馆为龙头、国有馆为主体、主题
馆为特色、非国有博物馆为补充，苏州形成了体量巨大、主题丰
富的博物馆体系，可以说，整个苏州城就是一个巨大、无边界的
博物馆。

近10年来，苏州新增博物馆50余家，总数量达到102家。在苏
州所有博物馆中，备案博物馆有 45家，馆藏珍贵文物总量 1.4万
余件/套（国家一级文物 326件/套、二级文物 1741件/套、三级文
物 12596件/套）。目前，苏州市拥有一、二、三级馆 9家，包括一级
馆 2家、二级馆 6家、三级馆 1家。全市备案博物馆年均举办展览
超过 100场、提供社教活动近 1000场，年均服务观众近 1000万人
次。苏州博物馆策展的活动三次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奖。

苏州市的博物馆根据展陈内容分类：综合馆 8 家，占比
7.8%，特色主题馆 94家，占比 92.2%，包括吴文化、昆曲、丝绸、状
元、碑刻、砖雕、苏扇、民俗、石像、生肖邮票、苏帮菜、中医药、茶
文化、钟表、货币、古琴、娄东画派和红色文化等特色主题。千百
年来的文物遗存，以各自的方式散落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内，或承载着一份厚重的历史，或讲述着属于自己不平凡的故事，
它们代表着江南文化的巅峰，也印刻着这片土地经济文化发展背
后的轨迹。

“食四时之鲜、居园林之秀、听昆曲之雅、用苏工之美。”
如果说，苏州本身就是一本意蕴无穷的文明巨著，那么博物馆
就是读懂这本巨著最好的注解。“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
郡”，是苏州博物馆“攻玉巧技”中苏作工匠追求极致的匠人精
神；“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是昆曲博物馆镇馆
之宝——堂名灯担前昆曲水磨腔的婉转悠扬；此外，还有苏州
城建博物馆里厚重的历史记忆、丝绸博物馆里飘逸的盛世华裳
等，无一不向世人彰显着苏州这座城市的气质与品格，描摹苏
州的城市文化形象。

战略迭代：最江南的博物馆之城

近日，苏州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推动苏州“博物馆之城”建
设意见》文件，提出到“十四五”期末，全市建成更高水平、更高品
质的“博物馆之城”，成为全国博物馆发展示范区。

这是对“百馆之城”的战略迭代，更是谋划已久的百年大计。
早在 2012 年，苏州市委常委会就审议通过了《十大文化工程方
案》，第一次提出“博物馆城建设推进工程”。2018年，在《苏州市委
市政府关于文化繁荣兴盛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用三年时
间使全市博物馆总量达到100家左右”的目标要求。同年，在相关
行动计划中再次提出，力争在“十三五”末实现每13万人拥有1家
博物馆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求。2021年 1月 26日，苏州市政府
召开“百馆之城”发布会暨博物馆城品牌发布活动，率先打响“一
城百馆、博物苏州”城市品牌。

如今，站在“十四五”起点，过去勾画的蓝图业已实现，苏州已
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博物馆城建设格局，基本满足
不同社会群体感受苏州历史文化，丰富精神生活的美好追求。更
高的目标、更远的宏图，已经绘就。《关于推动苏州“博物馆之城”
建设意见》提出，苏州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完善博物馆建设体系、优
化博物馆发展环境、提升文旅融合能力，推动苏州“博物馆之城”
更具文化影响力、更富旅游吸引力，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助力苏州建成文化强市、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到“十四五”
期末，苏州博物馆将建成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一批国内知名的
示范博物馆和国家级重点专题博物馆，培育一批博物馆集群聚
落，不同层级、不同属性、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实现充分发展，全市
建成更高水平、更高品质的“博物馆之城”，成为全国博物馆发展
示范区。

首先，是龙头馆——苏州博物馆的建设，让强者更强，跻身于
世界名馆之列。《关于推动苏州“博物馆之城”建设意见》专门提
到，推动苏州博物馆以“立江南、观世界”为发展定位，建设代表江
南文化特色、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首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
馆。苏州博物馆是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的代表作之

一，她是现代主义建筑与苏州园林的完美融合，是姑苏城旖旎烟
雨交织成的一幅水墨江南，更是一场黑灰白的协奏曲。除了绝妙
的建筑，珍贵的馆藏文物更是数不胜数。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 4
万余件（套），尤以历年考古出土文物、明清书画、工艺品见长。苏
州博物馆既是苏州的过去，也是苏州的现在和未来。

其次，是把姑苏古城打造成为一座“博物馆”，建设“古城无边
界博物馆”。具体的做法是，整合苏州古城内博物馆、文保单位、历
史遗存、工业遗产、百年老校等馆舍（校舍）资源，建设非遗技艺展
示区、衙署府学展示区、水巷民居展示区等历史文脉清晰的主题
文化区域；利用酒店、商场、书店、咖啡店等公共空间，打造具有展
览、导览功能的“博物馆驿站”，努力形成博物馆集聚区；围绕“状
元文化”“非遗文化”“苏式生活”等特色，策划主题鲜明的文博体
验游线路；在主要街道、交通标志、重点建筑、名人故居、非遗展示
点等区域，设置全方位、立体化的苏州无边界博物馆文化标识，强
化无边界博物馆辨识度。

再者，是打造江南文化的气质辨识度、吴文化的地域辨识度、
古城文化的资源辨识度。据了解，苏州将在规划先行、改革创新、
百馆百态、文旅融合基本原则之下，立足苏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空间布局特征，重点围绕吴文化、江南文化、古城文化，促进博
物馆资源整合、协同创新、开放共享，布局建设一批反映苏州地域
文明发展历程、发展成就和建设成果的专题博物馆；全面优化全
市博物馆功能定位，鼓励每个县级市（区）建设 1个综合博物馆，
乡镇（街道）利用特色资源建设一批专题博物馆，文化资源丰厚的
地区率先发展博物馆集群聚落；丰富主题属性，鼓励依托苏州丰
厚的文物遗址、历史建筑、文化景观、工农业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设立综合博物馆，鼓励建设革命历史类专题博物馆（纪念
馆），鼓励依托特色资源设立特色行业类专题博物馆，鼓励中华老
字号、非遗传承人、民间收藏家等开办博物馆，鼓励大型社区、商
业综合体、功能园区等引进各类专题博物馆，倡导建设社区、生
态、乡情村史等中小微博物馆。

2021年，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世界
博物馆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留下了丰
富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
础。苏州建设博物馆之城，是展示与提升传统文化软实力的使命
担当，也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勇毅前行的全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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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类博
物馆不仅是中国
历史的保存者和
记录者，也是当
代中国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的见证者和
参与者。

一个城市的
发展与其自身历
史分不开，而博物
馆正是立足某一
地域、某一领域、
某一行当、某些人
物，忠实地记录着
历史文化信息。博
物馆是城市的文
化之光。游客到了
北京，一定会去参
观一下故宫博物
院；到了英国伦
敦、法国巴黎、美
国纽约等城市，也
会自然而然地去
大英博物馆、卢浮
宫、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这些文化地
标；更有甚者，为
了一个馆，而奔赴
一座城。不少游客
来苏州，就是因为
他们对建筑大师
贝聿铭“最亲爱的
小女儿”——苏州
博 物 馆 情 有 所
钟。

苏州，不止有
苏州博物馆。苏州
拥有以苏州博物
馆为代表的各类
型博物馆数量多
达 102 个，堪称

“百馆之城”，它们
分布在8657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每
百平方公里拥有
1.2座博物馆。近
日，苏州市委、市
政府发布了建设
“博物馆之城”的
战略计划，提出进
一步推动苏州“博
物馆之城”建设，
促进其高质量发
展，全面打响“一
城百馆、博物苏
州”的城市品牌。

我们的节日·国庆社教体验活动——投壶射礼

“画屏：传统与未来”展厅一角 “复苏——幸会！苏博”教育文创巡回展现场

“运河丝路故事声音展”校园巡展“夜读三国”系列悦读沙龙

苏州博物馆

“伊特鲁里亚人——古代意大利的贵族”特展

复制故宫博物院委托的馆藏二级文物
“绿地织金斜方格小菊花纹漳绒”

“从织造署到紫禁城——运河上的丝路
故事声音展”展厅

我们的节日·中秋社教体验活动——
彩拓铜镜

“2022姑苏孔子文化节”上的佾舞表演

姜必高 陶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