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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区人类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保留下了丰富多彩而又
独具特色的文物古迹和文物精品。改革开放以
来，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加强各项业务工作力度，
近年来各项文博工作呈现百花齐放、突飞猛进的
态势。

承上启下、兼容并蓄——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概况

1963年，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文物事业管理机构——伊
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建立。1981年，第一个古代史通史陈列——
鄂尔多斯文物陈列完成。1983年1月，鄂尔多斯博物馆正式挂
牌成立，标志着鄂尔多斯地区博物馆事业正式起步。1989年10
月，鄂尔多斯首座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竣工，并正式向
社会开放，后改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2012年，鄂尔多
斯博物馆、青铜器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考古研究院的成
立，开启了鄂尔多斯文博事业的新纪元。这些文博机构都是鄂
尔多斯市博物院的前身和基础。2021 年 5 月，在鄂尔多斯市
委市政府的部署和领导下，文博机构优化重组，鄂尔多斯市博
物院应运而生，至此开启鄂尔多斯文博事业“三馆一院”的新
格局。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由位于康巴什区的鄂尔多斯博物馆、
位于铁西区的青铜器博物馆和位于东胜区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共同组成。其中，鄂尔多斯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青铜器
博物馆为国家二级博物馆。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以保护、传承鄂
尔多斯地区历史文化为目标，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
教育、服务于一身。总占地面积逾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万余
平方米，是内蒙古地区综合面积最大的地市级博物馆，在文物
收藏保护、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科学研究、对外文化交流等方
面发挥重要的平台作用。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广泛开展与大专院校、各级科
研单位的合作办展、联合调查、共同研究、人才培养和文创开
发等工作。先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内蒙
古社科院、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包头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鄂尔多斯市委党校、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伊金霍洛校区等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开展相关研究、共建工作。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文化志
愿服务工作优秀单位、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并相继获得全
国文化系统先进个人、全国文物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工作先进集体、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查先进集体、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内蒙古自治区
科普基地；连续5年被鄂尔多斯市文化局评定为“年度实绩考
核突出单位”。

此外，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在新媒体、社会教育方面不断获
得殊荣。快手短视频“6500年前的豪宅”获得2020年度内蒙古
自治区优秀科普短视频作品，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系统唯一
获奖作品；2021年5月，《远古有豪宅——阳湾遗址》《“指尖艺
术”变身鄂尔多斯青铜器》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全区博物馆青
少年教育优秀案例”；2021年 11月，文博社教案例《走进蒙古
包，学做草原客》荣获全国“2021年度优秀文博社教案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积极推动和打造“两
个文化”“三个品牌”，使之成为博物院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和
品牌标志：“两个文化”即“黄河文化”“长城文化”，“三个品牌”
即“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历代壁画文化”“红色革命文化”。

引进来、走出去，展览让文物活起来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近年来主办了“农耕、游牧·碰撞、交融——
鄂尔多斯古代史展”“鄂尔多斯古生物展”“百年光影·见证鄂
尔多斯——城市记忆珍藏展”“游牧与守望——鄂尔多斯古代
石上艺术特展”“不忘初心 精忠理财——鄂尔多斯财政历史
陈列展”等基本陈列。在深耕基本陈列的同时，博物院深挖地

区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积极作用，引进多个优秀展览，成为汇集展示中华优秀文化
的平台和对外宣传鄂尔多斯地方历史文化的蓬勃力量。党的
十八大以来，共引进全国各地精品临展近百个，包括“礼乐之
邦——河南夏商周文物展”“金色中国——中国古代金器大
展”“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瀚海珍衣——西域
服饰的记忆”“文化瑰宝 影叙千秋——唐山皮影艺术展”“绚彩
中华——中国苗族服饰展”“瓷国明珠——福建德化瓷展”“文
房玉 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技夺天工 艺韵
流芳——海南黎族传统工艺展”“大唐雅宋——唐宋圆雕玉器
专题展”“永远跟党走——百年党史剪纸展”“古蜀探秘——三
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菁华展”等。同时，注重引进展览的策
划，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展览文化内核。如举办“文化瑰
宝 影叙千秋——唐山皮影艺术展”时邀请皮影艺人，上演正宗
的唐山皮影戏；举办“永远跟党走——百年党史剪纸展”时，邀
请非遗传承人与观众一起进行剪纸活动……引进题材丰富、
灵活多样的展览，不断丰富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和服务内容，提
高观众观赏兴趣的同时，拉近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此外，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还成功推出“丹青遗韵 妙手生
花——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黄河几字弯里的鄂尔
多斯民俗文化展”“黄河几字弯孕育的青铜文明——鄂尔多斯
青铜器的文化风采”3个对外交流展览，从不同侧面展示鄂尔
多斯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民俗。展览推出以来，共巡展45站，不
仅加强了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精神、提
高地方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流动窗口。2020年，鄂尔多斯市博物
院深入挖掘内蒙古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推出“黄河从草原上流过——内蒙古黄河流域古代文明展”。
展览引起极大社会反响，并入选2021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黄河几
字弯里孕育的青铜文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文化风采”
成功入选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打造百姓课堂，传播优秀文化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积极发挥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依托鄂尔多斯敦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灿烂多
彩的民族文化，以形式多样、层次丰富、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
和服务活动为载体，努力打造百姓终身学习与学生益智探索
的文化场所，成为传播优秀文化的大课堂。“博知学堂”向青少
年传递历史、人文和地理等知识，使他们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国
历史文化精髓；“我们的节日”增加公众对中华优秀文化和传
统美德的传承和热爱；“小讲解员培训”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
中增加对家乡文化的了解与热爱；“专家专题讲坛”邀请专家
学者，给社会大众带来多角度的文化享受；“馆校共建”与各大
中小学校“牵手”，推动历史文化与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志愿
者工作吸收社会力量，不断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方法……

2012年11月启动“流动博物馆”项目以来，鄂尔多斯悠久
的历史发展脉络，多彩的民俗文化和精品文物先后走出“深
闺”，以展板、仿制文物和现场体验的形式走到群众身边。多年
来，博物院致力于将展览送到苏木乡镇、送到百姓家门口，“流
动博物馆”的身影不仅遍布鄂尔多斯市的每一个旗区，还深入
到学校、社区、养老院、军营等。同时还积极加深与学校的合
作，强化博物馆“第二课堂”作用，开展“宣教大课堂”活动。通
过“流动博物馆”“宣教大课堂”等项目，成功地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带出博物馆，为群众搭建一个流动的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扩大了地
方文化的辐射力，让博物馆真正融入百姓，走进社会。

学术引领，成果丰硕

坚持学术引领，
推动开展黄河文化、
地方历史文化、民俗
文化、红色文化等学
术研究，讲好鄂尔多
斯故事，将学术成果
有效转化，更好地服
务于群众，是鄂尔多
斯市博物院建院以
来坚持的宗旨之一。

多年来，鄂尔多
斯市博物院致力于
学术研究工作，陆续
出版了《农耕 游牧·
碰撞 交融——鄂尔
多斯通史陈列》《竞

技·游戏——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北方草原古代壁
画珍品》《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鄂尔多斯史海凭栏》《鄂尔多斯长城》《鄂尔多斯文博
人——鄂尔多斯文博事业发展历程回顾》《鄂尔多斯文博事业
出版五十五周年》《回望元朝——内蒙古元代丝绸之路文物图
珍》《郡王府历史沿革与建筑形态》《草原丝路史话——鄂尔多
斯汉代墓室臻品图像》《黄河从草原上流过——内蒙古黄河流
域古代文明》《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丛书》等。在各级期刊、杂
志、媒体上发表各类业务研究文章近千篇。

秉承“科研型博物馆”的学术理念，先后承担各级涉及社
会科学、历史、文物、考古、博物馆等领域的学术研究课题和项
目。近年来，先后完成“鄂尔多斯红色百年”“鄂尔多斯历史文
化”“黄河几字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典故”“农耕交错
胡汉交融 多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的
内蒙古黄河流域古代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鄂尔多斯黄河几
字弯历史、文化、民俗调查”“鄂尔多斯古代壁画及木构彩绘调
查”等课题项目，召开“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
际研讨会”。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让博物馆成为真正的

“思想库”，发挥理论研究、传播知识、弘扬主旋律、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借力全新媒体，讲好中国故事

借助新媒体表达方式，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让陈列展览、文
物从博物馆走出来，跃然成为手机、电脑屏幕上的鲜活形象。
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设有“农耕游牧 碰撞交融——鄂
尔多斯古代史陈列”“丹青遗韵 妙手生花——北方草原古代
壁画精品展”“黄河从草原上流过——内蒙古黄河流域古代文
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展”“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
二十年特展”“丝路万里 金鉴千秋——东西方古代铜镜艺术
展”“茗冠古今 茶香万里——闽北茶文化展”7个数字展馆。同
时，采用新媒体、融媒体、自媒体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数字展示
手段，在快手、抖音、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开设官方服务号。
针对不同人群陆续上线“线上虚拟展览”“微信听展览”“宅家
看风景”“云游博物馆”“文物故事”“红色革命故事”“小讲解
员·科普”“指尖上的三维文物”等，用当前科技手段进行的博
物馆数字化建设，极大地补充了实体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
能。设计实施的“互联网+中华文明——智慧博物馆进社区（学
校）”项目，是智慧博物馆建设创新性项目，有效地将文物保护
利用、博物馆的展示研究交流、宣传教育体验等与外界进行链
接，并通过社区、学校等开展特色的宣传教育实践，实现一般
教育的再深入。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通过新媒体，构建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博物馆传播体系，将丰厚的文物与历史信息浓缩于
方寸屏幕之间，让展览、文物焕发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的精神
文化需求。

打造明星文物，树立文化品牌

文物是博物馆运行的核心，用历史见证的实物载体讲述
沧桑过往是实现博物馆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厚重历史的积淀
下，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收藏有大量的实体文物，其中不乏独具
特色的精品文物。以文物构筑起博物馆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实
现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职责，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不断在
创新中寻求突破，脚踏实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品丰富、类型多样，现有藏品 34435
件（套），涵盖古生物化石、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艺术珍品等
门类。珍贵文物共 1376 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119 件
（套），二级文物346件（套），三级文物911件（套），具有较高的
历史价值、时代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些价值非凡的
文物实体是历史的凝结，是历史的诉者，更是各民族在长期的
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有力见证。

1.“河套人”头盖骨是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最早人类遗
存。国家一级文物。属于距今 14
万至 7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智人遗存。长 10.4 厘米，宽 10.2
厘米，重 64克。这件头盖骨化石
为 1956年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流
域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一段人类
股骨。“河套人”的体质特征接近
于现代人，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属
于晚期智人阶段，地质年代应该
属于更新世晚期。到目前为止，

“河套人”文化遗址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300多件。“河套人”是
目前亚洲发现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之一。其发现成为破解中国
现代人起源之谜的关键，对中国现代人何时起源这一问题提
供了更加充分翔实的证据，对考古学界和体质人类学界及旧
石器晚期文化类型特征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2.“喇叭口尖底瓶”是距今5000年
鄂尔多斯史前文明的见证。国家一级文
物。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青达门乡出
土。高 72 厘米，口径 20 厘米，腹径 26.2
厘米 ，重4150克。陶瓶是新石器时代海
生不浪文化古人类使用的汲水和取水
生活器具。陶瓶口为喇叭口形态，束颈，
弧肩，亚腰，尖底。在瓶身上装饰有细密
而规整的纹饰。

由于这种器物的整体形态与商代
甲骨文中的“酉”字十分接近，因此考古
学界也把它称为“酉瓶”。中国最早出现
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是象形文字，因此，
这件器物的形态与甲骨文“酉”字的关
系可以证明我国成熟象形文字形成的
时间，至少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即
5500年以前。由此可见，鄂尔多斯地区
的古代先民，以其聪明和智慧，对中国
文字的产生及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
展历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3.金冠饰。国家一级文物。内蒙古
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西沟畔村墓葬出
土。由头饰、耳坠、项饰组成的一整套饰
件。冠饰采用镶嵌、抽丝、锤揲、焊接、包
金等工艺，将松石、白玉、海贝、黄金等
装扮得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根据冠饰
多为形态较小的金片特征，研究可能是

缝缀在冠状衬物上。结合金冠饰的造型工艺以及伴出的器物，
考古学界判断它应为西汉初期活动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匈奴
贵族所有，考虑到它极可能是女性饰物的特点，也可视为我国
发现的唯一一件早期北方民族的“凤冠”。这套装饰的主流风格
应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其中的鹿形等动物纹饰则是典型的
北方游牧文化的特征，而琉璃珠、琥珀珠等是盛产于中亚地区
的物品，嵌蚌、镶嵌绿松石、包金边以及周边的联珠纹工艺等，
却又是波斯以及地中海古希腊、罗马等西方古文明特有的风
格。因此，金冠饰既有中原文化特色，又具中亚艺术风格，是多
种文化融于一身的艺术结晶，更是研究西汉初期中原与北方游
牧民族以及整个欧亚草原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极好物证。

4.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一组两块，国家一级文物。1979年
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饰牌平面呈长方形，长13厘米，
宽10厘米，厚0.3厘米，重300克左右。饰牌正面采用浅浮雕工
艺制成老虎与野猪互相咬斗的图案：猛虎在下，野猪在上，两
兽缠斗正酣。从搏斗的动物纹观察，它们具有浓厚的草原文化
特征，是欧亚草原游牧部族颇为流行的做法。与此同时，更加

珍贵的是在饰牌背面錾刻有规整的文字，又彰显出强烈的中
原文化特征。从錾刻的“一斤五两四朱少半”“故寺豕虎三”

“一斤二两廿朱少半”铭文来看，它们具有浓厚的秦文化风格，
应是秦人錾刻而成。“豕虎”应为动物名，及野猪、猛虎；“故寺”
应为制作器物的官府；“三”字为编号。因此，可以判断这两件
金饰牌的制造与秦国有关，或者就是在秦代制造的，继而通过
不同民族交往、交流，通过贸易、战争、通婚等，输入到中国北
方游牧人群中来。根据饰牌的造型、规格及墓葬中与之伴出的
其他随葬品特别是金银等贵制品推测，这两件金饰牌的使用
者应该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活动在鄂尔多斯东部地区的游
牧部落首领，它极有可能是匈奴部族某一位白羊王所有。金饰
牌质地为黄金打造，用料珍贵，做工精良，采用浅浮雕的艺术
形式设计图案，具有强烈的草原文化风格，也带有浓郁的中原
农耕文化因素，是战国晚期中国多民族融合，农业与牧业文化
交流互鉴精品之作，为展现 2000多年前不同民族的交流交往
交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物证。

5.黑釉剔花牡丹鹿纹瓶。国家一级
文物。1986年在伊金霍洛旗白圪针村一
处窖藏内出土。这件黑釉瓷器是西夏时
期的精品瓷器，口径 8.4 厘米、底径 9.7
厘米、高 40.2 厘米。瓷瓶小口，斜肩，腹
微鼓，底部内凹，器身大部施黑釉，在腹
部剔有牡丹花纹和几何图案，近底部刻
划一只奔跑的梅花鹿，作回头吐云雾
状。这件瓷瓶主题花卉纹和鹿纹代表了
瓷器主人富贵、福禄连绵的美好愿望。
瓷器主体纹饰与次纹饰层次分明、疏密
有序，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更显西夏瓷
的硬朗、古朴、自然、神秘之美。根据这
件瓷瓶的造型、纹饰以及制作工艺特点
判断，应是西夏时期灵武窑的作品，是
西夏时期北方党项部族在鄂尔多斯活
动、以鄂尔多斯为腹地蓄力发展的重要

物证，也是彰显西夏强盛文化的艺术精品。
6.荷叶形玉杯。国家一级文物，长 9.05厘米、宽 7.2厘米、

高 3.8厘米、口径 7.15厘米，重 0.085千克。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出土。莲花瓣形敞口，浅腹，圜底，上饰有莲花脉络纹饰，有一
兽形耳，连接口沿和底部并延伸至玉杯的另一侧。采用浅浮雕
和镂空的雕刻技法，器身圆润有光泽，使整个器物看起来浑然
一体，一气呵成，装饰华丽，雕琢极为精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
征。玉杯当属宫廷珍贵的玉雕艺术品，是元代玉器中不可多得
的艺术精品。它白玉质地，器身圆润有光泽，装饰华丽，构思精
巧。整体为圆雕荷叶组成，大片弧状边缘卷拢荷叶为杯体。叶
萃卷曲成环形杯把，花果相接，好似淡雅幽香扑面而来，有如
诗云：“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花气洒香
清厮酿。”

今后，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将努力干事创业，在历史、文化、
考古、博物馆等方面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业务提升工作，开创
鄂尔多斯文博事业新局面。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认真、细致、准确地研究鄂
尔多斯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树立、弘扬和宣传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以“多元一体”理论、各民族交
流交往交融理论武装头脑，来编写、出版、传播历史知识，从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
起贡献力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我们要认真做好考古调查、考古
发掘和考古研究工作，尤其加强对“两个文化”“三个品牌”的
研究和阐释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
古学而不断努力。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是鄂尔多斯不可替代的城市名片和窗
口，是鄂尔多斯故事的讲述者，是鄂尔多斯的文化会客厅。新
时代下，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立足本地特色历史、文化、文物优势，继往开来，砥砺奋进，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为鄂尔多斯文博事业的快速、
健康、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历史文物时代价值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让文物活起来

窦志斌 甄自明 高兴超 奥东慧 王丹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鄂尔多斯博物馆

“农耕、游牧·碰撞、交融——鄂尔多斯古代史展”主题墙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内蒙古黄河流域古代文明展”展厅

民俗体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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