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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藏品保管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文物是博物馆的生存之本，通过对文物的保藏与研究，历史的蒙尘被缓缓拭去，连接
起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聚力文物征集，潜心考古发掘 建馆之初，上海博物馆就通过收购、受赠、抢救、调拨
等多种途径开启了孜孜不倦的文物征集历程，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收藏有两大特点。一是
有一群舍己为公的老朋友：潘达于、何鸿章、杜维善、顾氏家族、胡惠春、倪汉克……截
至目前，上海博物馆共有受赠文物 8.8万余件/套，其中珍贵文物 3.3万余件/套。二是有
一群专业、执着的文物工作者：从冶炼厂、废品回收站等处拣选抢救出大量珍贵文物，
改革开放之后又积极抢救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百余件。除此以外，上海博物馆还有一
支经验丰富、成果显著的考古发掘队伍：1956年成立考古组，挖掘的志丹苑元代水闸遗
址和青龙镇遗址分别荣获2006年度和201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崧泽遗址发掘入
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近年来又将考古目光聚焦于海外考古和水下考古，2018
年首次远赴斯里兰卡开展联合考古，2022年参与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

汇集科研力量，领航学术前沿 上海博物馆十分重视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学术研究工
作，在相关学术领域推出过极具开创意义及行业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两大
优势。一是每次大展均配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将展览、鉴赏、座谈、研讨
融为一体，70年来共举办了各类学术会议、论坛50余场，至今出版学术专著300余本，屡
获国家图书奖等国家级奖项、省部级奖项。二是拥有雄厚的文物保护科研力量，作为国内
最早开展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博物馆之一，拥有“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承担并编制发
布国家标准 3项，行业标准 25项、获国家专利授权 42项、文保科技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等国家级奖项23项、2项文物修复技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6项文物修复
技艺被认定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1989年创办的《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学术期刊为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科技领域的唯一专业核心期刊。

“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展览展示是博物馆特有的语言，通过文物展品的排列组合，讲述特定时空下的人地
关系，勾勒历史发展轨迹，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促进文明互鉴。

推动对外交流，深化文明互鉴 身负国家与城市文化形象的重任，上海博物馆勇做
对外文化交流的排头兵，拥有诸多亮点。一是创下多个国内第一：第一个在陈列展示中使
用中英双语说明，帮助海外观众更好欣赏中国文化。第一个在博物馆组织体系中设立“文
化交流办公室”，以专业外语人才优势，开展博物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第一个在展馆建
设中募集海外捐赠，并以捐赠人姓名命名其认赠的展厅或设施，为社会参与和支持博物
馆建设倡导了一套开放和激励机制。第一个拥有海外基金会——美国上海博物馆之友，利
用海外资源支持和资助博物馆各项事业的发展。第一个引进国际学术研讨会机制，推动学
术交流。第一个为海外博物馆定期培训学生志愿者，开辟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新途径。二是
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工作模式：（1）以学术交流为主线，早在1958年就开始
编译“国际文博参考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力开展国际间
学术交流，同时积极拓展与国际博物馆界的全面接触。（2）以展览展示为抓手，自1976年以
来至今已组织或参加了赴境外的各类展览150余批，展品近万件，展地遍及亚洲、欧洲、美
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70余座城市的100多家文博机构。（3）以文物藏品为媒
介，发展博物馆的海外之友。结交了一批侨居海外，热心祖国文博事业的友好人士不仅为
上海博物馆捐款、捐赠文物，还为引进海外展览牵线搭桥和寻找赞助，为国际间交流项目
提供资金。（4）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尝试与世界著名收藏和文物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互
惠互利的交流机制，先后与100多家文博机构开展全面合作。（5）利用馆藏和文创资源，为
海外研究、攻读或爱好中国文化的专业人士和学生提供研究、实习或培训条件。

整合资源配置，优化展览展示 除了在常设陈列体系和陈列设计方面不断推陈出
新以外，上海博物馆自 1958年起就开始了国内文物的借展工作，1978年举办第一个从
境外引进的特别展览——“伊朗绘画展”，开启了国外来展的序幕。在特别展览方面，上
海博物馆一直紧扣时代的特点：一是自 1952年至 1995年，上海博物馆一共举办了 105
个特别展览，有中国古代艺术分类展、革命文物和图片展、流动展等。二是随着人民广
场馆舍于 1996 年建设开放，形成了六种类型的特别展览：世界古文明系列展、中国边
远省份和文物大省文物精品系列展、中外文物艺术名品展、馆藏文物珍品和捐赠文物
展、馆内外文物结合的专题性展览、围绕历史人物主题的艺术性展览，自1996年至2022
年，共举办特别展览164个。三是不断推陈出新，积极发挥在国内国际配置大资源的能
力，自 2021年起，上海博物馆创立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和“对话世界”文物
艺术大展系列两个展览品牌，目前已经推出了“对话世界”系列的第一场展览“东西汇
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和“何以中国”系列的第一场展览“宅兹中国——河
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将在明年分别推出两个系列展览品牌的第二场展览，“从波提
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和“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大展”（暂定名）。

中国文博改革创新和示范引领的重要标杆

上海博物馆始终坚持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通过深化服务理念和丰富服务手段，践
行公共服务职能，并以此拓展博物馆发展半径，促进改革创新。

丰富社教服务，扩大品牌影响 上海博物馆一贯重视社会教育服务，在历史的沿革
中不断凸显其创新性：一是在1952年成立伊始，上海博物馆就组建了负责社会教育职能
的群众工作部，主要以陈列讲解和组织流动展览为主。二是 1958年，群众工作部更名为
宣教部，工作内容也拓展为举办流动展览、文物知识大赛、青少年文物夏令营、知识讲座、
与院校和图书馆合作、在报刊上开辟文物博物馆宣传专栏等。三是人民广场馆舍开放后，
正式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博物馆教育框架，1996年宣教部正式调整为教育部，聚焦于不同
受众、不同需求的教育项目的研发、实施与跟踪，强调“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公众的主体
地位，形成了一批诸如“上博学院”“上博讲坛”“江南文化讲堂”等在内的具有广泛社会影
响力的教育品牌。近20年来，推出教育读物105种、公众讲座逾1400场、各类活动逾8000
场、线上课程222种，官方微信关注人数超过100万。

推进数字发展，引领智慧建设 在数字化应用方面，上海博物馆称得上是中国文博
界的开拓者：一是1984年在及时捕捉到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率先成立了以计算机服
务为核心工作的电脑组。二是 1996年刚建成开放的人民广场馆舍成为中国第一座通过
国家建设部技术鉴定的智能建筑。三是自2000年起，上海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进入全面发
展时期，建设了“两网六库”，“两网”即官网和文物信息网，“六库”即文物藏品信息管理
库、国际文博信息管理库、文博数字视频库及其应用、数字文博图片库、文博数字图书库
以及藏品保管总账。四是自 2010年起，积极尝试在多媒体展示、网上云展示等方面的探
索。在“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展”中推出了“董其昌数字人文”专题，之后又继续推出
了“宋徽宗数字人文”专题。五是近年来，积极通过数据赋能、技术赋能，打造以东馆为典
型代表的行业示范型智慧博物馆，努力建设“一个体系+二大基础+三方面应用”，即一个
智慧博物馆标准规范体系，包括硬件及网络支撑平台和数字资源管理中心的二大支撑平
台，包括服务与传播平台、研究与保护平台、管理与保障平台的三个应用平台。

探索文创转型，推动产业融合 上海博物馆也是国内较早涉足文创领域的博物馆之
一，1958年组建文物修复复制工场、20世纪80年代开设了第一只售货柜台、1996年出资
200万元正式成立了艺术品公司、2016年成立文化创意发展中心提出了“大文创”发展计
划、2020年艺术品公司正式更名为上海博物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时至今日共开发文创
产品11692种，与国内外70余家文博机构建立合作交流，文创产品远销海外，走出了一条
特色发展之路：一是上海博物馆始终坚持培育自己的研发、经营队伍，以保障博物馆文创
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过硬品质。二是配合常设展览和特别展览研发成系列的文创产品，将
文创纳入全馆性工作。三是在专业保障的基础上，广泛与社会力量合作，通过 IP授权等
形式促进品牌共赢，通过拓展销售渠道增加品牌影响力，推出了“博物奇趣”系列产品、

“博观悦取”咖啡文创品牌等深受公众欢迎。四是积极投身数字文创产业发展，基于区块
链技术，推出“海上博物”上海博物馆数字藏品发行平台，探索元宇宙建设，自2022年8月
正式上线以来，共发行数字藏品35件，销售额达250余万元。

踔厉奋发守初心·勇毅前行向未来 褚晓波

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起点上，站在时逢盛世肩负重任的奋

斗道路上，上海博物馆迎来了建馆70周年的重要时刻。回首70年的发展历程，上

海博物馆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艰苦创业、跌宕前行，七八十年代的卧薪尝胆、锐意

进取，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以打

造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以引领中国博物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以赋

能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为己任，成为全国文博界的领跑者。

中国文博人才聚集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高地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
略资源，优秀的人才队伍是推动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有效动能支撑。

集聚文博人才，提升专业素养 上海博物馆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
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博物馆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生力量。一是目前，上海
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占比71%，包括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
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上海市领军人才等。二是自 20世纪 80年代
起，上海博物馆就积极引进和选拔一批适应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管理人才和非文
博系统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博物馆的现代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三是对人才队伍
进行了长期持续的、形式多样的培养：举办各类培训课程，选派人员培训学习，
输送人才高校进修，组织专业人员出国学习，以师带徒传授鉴定修复，打造“三
代人”的人才梯队。

注重队伍建设，深化机制改革 上海博物馆不断探索，开拓创新，为上海乃
至全国的文博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是大力推动人事制度
改革，发挥样本作用：（1）1985年上海博物馆作为试点单位，开展了职称首评工
作，之后推广到了整个上海的事业单位；（2）世纪之交，一方面推进定编、定岗、定
职、定责的“四定”工作，一方面实行全员聘用制改革；（3）配合上海市委市政府制
定文博人才引进标准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4）2009年起，上海博物馆与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合作，开辟了博物馆专家兼职大学教授并带教硕士
研究生的办学新途径。二是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合作，输送各类人才：（1）长期与高
校开展项目合作，以近年来上海地区广富林遗址发掘为例，合作的高校包括复旦
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日本鸟取大学等；（2）重视
对国内外高校开放实习研究，并参加“沪港优才”实习计划；（3）为博学研机构讲
座授课，为国内外十几家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生开办讲座、授课，多位专家长期
担任高校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等；为“全国博物馆系统新员工培训班”、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举办的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进行讲座；为诸多国内外高
校、文博机构的博物馆学、艺术学相关项目进行专业授课；2019年以来举办“一带
一路”博物馆高级研修班等。

2017年9月，上海博物馆东馆项目在浦东花木地区正式破土动工，将

于2023年第四季度对外开放；2022年10月，长江口二号古船项目实施主体

正式调整为上海博物馆，并将以此为基础在杨浦滨江地区建造上海博物馆

北馆；同时，上海博物馆也将启动人民馆舍的升级改造项目，预计于2025

年完成。未来，上海博物馆将有三座大型场馆矗立于浦江之畔，实现“一体

三馆，全城联动，特色清晰，相辅合璧”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2022年

上海博物馆紧扣党的二十大这一工作主线，以弘扬上海博物馆优良传统、

继承发展文博事业为基础，以建馆70周年、东馆及北馆建设为契机，精心

策划推出“上海博物馆‘大博物馆计划’”，以守正创新、追求卓越的姿态，整

合馆内馆际、国内国际的资源与力量，提出“建设大场馆，打造更具全球标

识的文化地标”“引领大科创，建设文博创新创造的战略高地”“配置大资

源，增强文化自信自强的叙事能力”“打造大品牌，凝聚中华文化强大的精

神力量”等四大任务，一手抓理论研究、一手抓实践探索，向着“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博物馆、“一带一路”文明交流全球核心博物馆、世界顶级的中国古

代艺术博物馆的发展目标而奋斗不止。

壬寅冬月，岁月延绵，这70年来的发展既是上海博物馆的进步，也被

视为我国博物馆事业整体发展的进步；传承文脉，任重道远，铭记老一辈文

博人的创业精神和变革精神，才能更好发扬博物馆的人文情怀和文化力

量。一座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博物馆的力量更是促进城市乃至国家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对于一座博物馆来说，七十年恰风华，七十年正

青春！上海博物馆将始终不忘初心，坚持中国特色、国际视野、人文情怀，扎

根上海城市发展，再接再厉，再攀高峰，力争到21世纪中叶，成为全球艺术

的顶级殿堂、国际文博的学术高地、文旅融合的卓越典范、人民城市的重要

标识、文明互鉴的形象大使，真正成为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世界一流

博物馆。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馆长）

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

1949年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员
（左起吴瀛、沈迈士、尹石公、徐森玉、柳诒徵）

1957年顾丽江先生捐献文物展

建设中的东馆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89年创刊号

2022年“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开幕式

长江口二号沉船入坞仪式

上海博物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立

国家一级博物馆奖牌

1986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发掘现场
（左起马承源、汪庆正、黄宣佩）

2004年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
克鼎回顾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