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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市新活力——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历史文化展”海报

无论是“字里春秋”，还是“南北汇流”，这些展览及展出文物都
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过程。作为广州市首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南越王博物院致力于向公众宣传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举措之一便是举办相关展览，由广州市民族
宗教事务局主办的“千年南粤 同心同圆——广州市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展”近期在博物院王宫展区向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分为三大部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视频等多种方
式，系统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
政策，以及广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工作实践，引导
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理念。

“多元一体”篇章沿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轴线，选取多个重要历
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生动讲述秦以来岭南地区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与全国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实现疆域统一、政治一
体、经济互惠，共同创造中华文明。

“辉煌历程”篇章回顾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奋进历程，系统
介绍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探索与实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

“同心同圆”篇章鲜活呈现 56 个民族在广州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分享广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实践、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东西部协
作、汇聚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力量、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治理
能力现代化五大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南越王博物院充分发挥博物馆资源优势以及文化展示窗口的
重要作用，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精神落到实处，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与阐释，彰显
博物馆的力量，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做出广东努力、广东
贡献，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羊城常开长盛。

千年南粤 同心同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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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文物是南越王博物院最为重要的藏品，南越王
博物院围绕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并及
时高效地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专题展览，从而加深公众对南
越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作为南越国文字资料的重要学术研
究成果，“字里春秋——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于 2023
年1月11日开幕，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
中心）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协办，展出文物240件/套，其中带字文
物 140件/套。展览通过出土文字文物讲述古代中国的岭南
故事，对探索两千年前社会生活的细节、了解南越国与中原
王朝的密切联系、认识本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展览设“帝国南隅”“宅兹番禺”“烟火人间”“书同
华夏”四个部分，从南越国制度、都城营建、生产生活、华夏
一统等各个方面讲述南越国史。

展览主要展示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带
字文物，兼有岭南地区同时期的相关发现，其中南越木简是
出土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文字载体有青铜器、陶器、漆器、
木简等，书写方式有印、戳、刻划、墨书等，文字内容涵盖地
名、纪年、宫室名称、官职人名、刑律税法、农耕养殖、祭礼战
事等，“当时人记当时事”，这是南越人亲自记录下来的南越
国史，是最直接、最有温度的文字实证。

秦汉是大一统理想走向实现的时代。秦灭六国，兼并岭
南，行郡县制，岭南地区首次被纳入统一国家版图，随之而
来的是中原文化在岭南的广泛传播。尤其在赵佗建立南越
国后，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加快了汉越文化的交流
融合，留存在出土文物中的印记之一就是中原汉字的流行。

本次展览将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文字瓦当与同时期
中原地区、闽越地区的文字瓦当照片，以及南越国灭亡后东
汉时岭南地区的文字瓦当做了对比，从字形、吉语、表现形
式等方面，显示了岭南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以及岭南文化
在吸收汉文化后的形成与发展。

对比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南越木简的形态、词
汇、文法都与中原汉简相似，实证岭南地区逐步融入华夏民族
大一统体系的历史进程。南越国时期，赵佗大力推行民族融合
政策，重视学习华夏文化，将华夏文明的成果普及岭南各族人
民，始终如一地认同华夏文化与价值观，中原文字是其中最为
重要的载体之一。本次展览以出土文字文物为主题，充分挖掘
院藏文物及考古遗迹的多重价值，带领观众从文字中感受岭南
文化，解读岭南文化敢于开拓创新、善于包容接纳的历史根源。

为配合“字里春秋”主题展览，南越王博物院在常设展
览“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专题陈列”中开辟了“枕上诗书”微
展览，通过展出 16件表现诗书艺术的院藏精品瓷枕，以瓷
枕上的真、草、隶、篆等多种书体，以及诗、词、曲、赋等丰富
的文学形式为公众献上兔年新春祝福，带领观众一览枕上
诗书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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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博物院

活化活化
精细精细

字里春秋
书写南越故事

在盘活院藏文物资源的同时，南越王博物院积极引入
外部文物资源联合展示，以突破时空限制，促进多元文化
交流。

“南北汇流——渤海国与南汉国文物展”从 1月 4日展
至2023年3月20日，该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黑龙江省渤海
上京遗址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展览精
选178件出土文物，通过“泱泱华夏”“物阜民丰”“异域同川”

“瀚海无疆”四个部分，全面展示渤海国与南汉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宗教、对外交流等风貌，让观众在南北两地考古成
果中感受唐韵汉风，了解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展览是渤海国与南汉国遗址出土文物首次联袂展
出，也是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文物首次来到广东地区
展出。

渤海国自建国开始，遣生徒入唐就学，习唐礼，设官分
职，仿唐三省六部制设置中央机构，积极与中原加强政治、
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交往，典章制度、衣食住行多效仿
大唐。深受唐王朝影响的渤海国农业先进发达，铁器普遍应
用，手工业门类众多，包括纺织业、制陶业、矿冶业等，社会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南汉政治制度上多承袭唐制，社会生活中也沿袭大唐
遗风，从中央机构设置、地方行政制度、陵寝制度，再到崇尚
佛道、寺观林立的社会面貌，均彰显着盛唐风韵。南汉十分
重视对外贸易，外交诸邦，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地区经济、社
会和文化的发展，在“印坦沉船”及“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物
里均有南汉国货币的身影。南汉五十余载的积淀，为宋代岭
南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渤海国、南汉国一北一南，遥隔千里，文化同中原文化
高度统一、密不可分，都为地区的城市建设、发展和分布格
局产生了巨大影响。2021 年，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
址、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均入选“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本次展览两地文物联袂展出，对研究中国城市
发展史、古代建筑史、工艺史等，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展示中
华文明优秀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均具有重要意义。

南北汇流
彰显盛唐风韵

2021年9月，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举行建院揭牌仪

式。南越王博物院设王墓展区和王宫展区，占地面积近4.5万平方米，定级

文物中的一级文物达245件/套，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是

博物院院徽的设计原型。

建院揭牌以来，南越王博物院致力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等

遗址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藏品管理及征集，围绕西汉南越国史、南

汉国史、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史迹、广州城建

两千年发展史等学术专题策划展出了多个主题展览，

陆续举办了四海通达、翰墨飘香、发现良渚、小

瓦当·大世界、发现定窑等展览，其中不乏主题

新颖、内容翔实的原创性展览，收获公众热议

与好评。

2022年下半年，南越王博物院对两个展区

的六个展览区域进行了全面提升和精细改造，

并紧锣密鼓地筹备多个主题展览。2023年新

年伊始，这些展览陆续与公众见面，为公众了

解丰富多彩的岭南文化提供多样渠道。

南越王博物院不仅深耕文物收藏和展示，还与周边社区保持紧
密联系。王宫展区位于广州古代城市传统中轴线的重点区域，两千多
年以来，与周边区域紧密交融、相互依存，实证了广州建城两千多年
的重要历史。基于此，南越王博物院原创展览“老城市新活力——广
州城市传统中轴线历史文化展”应运而生，该展也是打造特色鲜明的
党员教育基地、提升党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展览由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主办，南越王博物院承办，广州市档案馆、广州北京路文化
核心区管理委员会、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提供支持。

展览精选130余张照片和相关档案、地图、文字等资料，以“老城
市新活力”为主题，带观众领略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与
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展示广州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传
承岭南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等文化事业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果。第一
部分讲述广州由古至今的建城历史、介绍城市传统中轴线的形成发
展；第二部分通过城市传统中轴线周边的红色遗迹回顾广州新民主
主义革命历史；第三部分展示广州进行城市更新改造的“绣花”功夫、
打造新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成果，呈现古老羊城焕发的崭新面貌。

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指的是“从北京路至天字码头的古代城
市传统中轴线和从越秀山镇海楼经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人民
公园、起义路、海珠广场至海珠桥的近代城市传统中轴线”，古代城
市传统中轴线全长约1.6公里，是广州市最古老、最繁华、历史文化
资源最集中、最具岭南特色的区域。近代城市传统中轴线山水相连
约 8公里，该片区是广州的近现代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传统中轴线
是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的脊梁，是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重要标
志，更集中体现了广州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的城市近代发
展史，是承载“老城市新活力”的核心地段。

北京路作为广州传统城市布局的中轴线，稳定引导着广州城
的建设与发展，它是中国古代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城市中轴线之一，
也是广州城最古老、存在时间最长的城市中轴线，南越国宫署遗址
正位于古代城市传统中轴线最北端的起点。古代广州城区以官署
衙门为中心，以北京路为中轴线向两边延伸、拓展。无论在地理还
是在历史、考古等文化意义上，北京路与南越国宫署遗址都是不可
分割的整体。

老城市新活力
呈现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深厚底蕴

近半年来，南越王博物院对两个展区的六个展览区域进行了
全面的提升和改造，其中王宫展区南越宫苑馆二楼室外展示休闲
区是新增的室外展览区，除专题展览外，新增的“我@广州原点”打
卡点更是成了该区域的一大亮点。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古代城市传统中轴线最北端的起
点，是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的广州考古原点所在，“我@广州原点”
打卡点作为重要地标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落成可谓实至名
归。新地标位于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的南越宫苑馆二楼户外平
台，其下方正是反映广州2200多年城市变迁的考古关键柱原址。地
下地上，一边是考古遗迹，一边是繁华都市，城市发展的痕迹层层
叠叠，展现着2200多年以来广州人文历史的沉淀堆积，一站便可穿
越千年，看尽古今。

新地标由模拟考古关键柱、南越王博物院院徽、“我@广州原
点”标语三部分组成。模拟考古关键柱仿照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
现的 13个文化层，展示自秦以来“原点”所在地的考古发现和历史
变迁。右上侧的南越王博物院院徽，图案源自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透
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其重环同心圆的结构以及龙凤和鸣的主题，展
现了同心和谐、包容开放的人文精神。标语“我@广州原点”，@解读
为“在”，谐音“爱”，以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表达读懂广州、热爱广
州、奉献广州的主旨。

我@广州原点
从原点读懂广州

2023年开年之际，南越王博物院推陈出

新，借原点新地标落成之际，集中推出“四展

览一地标”，内容跨越秦汉至现代，从城市原

点轴线，放眼天南地北，打开新年新气象，让

岭南文化迈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南越王博物院通过挖掘院藏文物

的多重价值，通过更多精彩的专题展览，向

公众展示南越国史最新的研究成果，解读广

州历史文化积淀，展现岭南文化的包容性、

开放性，与此同时引进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

重要文物，创新展示方式、加深横向对比，以

多主题展览系统呈现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

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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