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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东据太行，西依吕梁，汾河水贯穿南北，是一座拥有
25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的
美誉。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古都悠久历史的窗
口，太原市博物馆锐意进取，走出了一条基层文博单位促进文
化自信，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新路子，并荣获中国华侨
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国家文物局第三批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
构、山西省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山西省第二批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太原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太原市双拥先进单位、太
原市退役军人服务站、太原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太原市党性
教育现场教学点、太原师范学院教育教学实习基地、太原市少
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推进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不忘初心，筑牢文化阵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太原市博物馆将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放在文化
建设工作的首位，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精神为指引，提高政治觉悟，完善相关制度，把推进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贯穿到博物馆的各项工作之中。

太原市博物馆深入贯彻落实文化发展战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视察山西时的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
神、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文博行业在推
进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党建学习
和业务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太原市博物馆党支
部通过开展一系列专题学习会、主题党日等活动，及时跟进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理论、新思
想，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力促“三
会一课”制度落到实处，做到常学常新、常思常悟、常研常得。
同时坚持每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确保党风廉政教育常
态化，时刻警示党员干部做到自省自律。通过牢固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提高干部职工的向心凝聚力，为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事业、构建文明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新时代下太原市博物馆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
干部队伍基础。

精益求精，探索业务新高度
太原市博物馆积极开办高质量展览，寻求资源共享，探索

博物馆走进校园新方向，为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贡献力量。“锦绣太原历史文化展”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对外开放，作为太原市博物馆基本陈列，是
全面阐释太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和“锦绣太原城”辉煌历史的大型陈列。成功举办的“美成天
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晋人风华——山西名家书
画选粹展”“我为青山主——傅山专题展”等展览，为民众提
供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多样的学习途径，彰显了博物馆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公众社会教育方面发挥的积极作
用。此外，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太原市博物馆与中
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

“百年薪火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红色文
献·家风主题展”，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晋祠——中国
祠庙园林之典范”展，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联合举办“王
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展，与山西博物院联合举办“大汉
楚王——汉代楚国文物精品展”，与大同博物馆联合举办“万
木有灵——非洲雕塑艺术展”，为国内外观众献上一场场文化
盛宴。

2022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教育部的重要文件
精神，有效促进博物馆公众社会教育和学校课堂对接，太原市
博物馆向全市中、小学发出邀请函，与太原市实验小学等十余
所学校完成“馆校共建、共创共赢”协议签订，“流动博物馆进
校园系列活动”相继走进太原市第三实验中学等学校，让文物
活起来，让孩子们感受厚重的晋阳历史文化，为他们带来一次

又一次特别的文化熏陶。
文化惠民，博物馆走进千万家
为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太原市博物馆积极探索，守正创新凝聚力量，不断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扎实开展文明部室、文明窗口、服务明
星创建活动，提高服务水平，涵养职业操守。坚持以“弘扬
传统文化，讲好太原故事”为基本宗旨，近年来共接待观众
60余万人次，对外讲解千余批次。

积极创新社教活动新模式，举办“凝心启智大学堂”“锦
绣太原研学课堂”等线上线下社教活动 200 余场，充分发挥
了博物馆“城市会客厅”和“第二课堂”职能。多角度展示千年
锦绣太原的文化底蕴。馆内线下活动小而精、小而美，线上活
动广而深、广而博，线上线下齐发力，极大增强了民众的文化
自信，点燃了历史文化的烟火气。通过文物三维数字化、沉浸
式交互展示、数字追踪、LED 触摸屏、墙壁趣味文化交互投
影、建筑投影、纱幕投影、冰屏投影等的应用，在各项展览中，
将新技术中的“新”和文物中的“古”完美融合，为观众奉上一
场场独具特色的文化大餐，让更多人在古今对话中敬畏历
史、敬畏文化。

积极“出圈”，树立文博新形象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太原市博物馆积极“发声”，运用媒
体力量，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古老太原历史。“抟土成
金——馆藏明清瓷器展”“盛世华荣——邵仲节牡丹主题画
展”开展以来，30余家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锦绣太原历史文
化展”“百年薪火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
色文献·家风主题展”等展览开放后，被人民日报、新华社、法
新社、太原卫视、太原日报等海内外媒体宣传报道千余次，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网红展品“心塞女俑”于 2022
年5月19日登上微博热搜，排名第六，浏览量超2亿次。

锐意进取，拥抱文博新技术
党的二十大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太原市博物馆顺应数字化发展新要求，推动新兴技术
在博物馆内的运用，进一步推进博物馆数字化建设。

太原市博物馆利用三维扫描、近景摄影测量、高清摄影等
高保真无损的测绘与摄影技术手段将馆藏珍贵文物进行数字
化分析处理，完成了 377 件（套）馆藏珍贵文物多维度、体系
化、专业化的数字化保护工作。运用新技术将文物数字化既顺
应了新时代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要求，也提高了馆藏文物数
字化保护水平，为藏品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馆内走廊运用互动投影展示技术，以视听语言和人屏交
互为主导，通过视觉体验——墙壁交互动画、地面特效交互展
示北齐市井人文场景，脚下“步步生莲”，耳边不时传来清脆的
驼铃声，让观者感受北齐时代的精神面貌。步入展厅，有特色
的戴庄金代砖墓以沉浸式的方式展示墙壁建筑动画、地面交
互投影、冰屏视觉展示、纱幕视觉等，通过现代数字化技术，交
互投影表现金代戏剧文化，展示古代生活和市井文化以及当
时的艺术品位，让观者身临其境。

此外，为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体现其“第二课堂”
的作用，太原市博物馆将连廊部分开辟为社教活动区域。社教
区设置LED触摸屏，通过馆藏精品文物及太原八景等具体信
息的数字化处理，让观众寓教于乐，在沉浸式、触摸式学习体
验中了解文物及其背后所承载的悠久历史文化，在趣味互动
中增强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使博物馆为发扬优秀传统文
化贡献力量。

新时代下，作为基层文博单位，太原市博物馆将坚定不移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推进高质量陈列展览，积极运用新技
术、新方法，将其融入博物馆的日常工作之中，真正落实好博
物馆的基本职能，立足文物保护，发掘文物价值，多手段完善
陈列展览，努力用心服务公众，为创新文化事业发展道路提供
宝贵的实践经验。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武侯祠是
国内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刘备、诸葛亮及蜀
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国影响较大的三国遗址博物馆，距
今有 1800年的历史，有“三国圣地”之美誉。公元 223年刘
备下葬成都南郊惠陵，因陵而建汉昭烈庙，南北朝时武侯
祠与惠陵毗邻，清康熙十一年（1672）重建武侯祠，奠定了
以刘备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为核心的现有格局。在中轴
线上以点、线、面为基础，构成祠、园、景三位一体的空间序
列，并与园林景观相互融合呼应，呈现“祠园一体”的整体
格局以及“宁静致远”的艺术氛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现分
为文物区（文化遗产区）、西区（文化体验区）和锦里古街
（民俗区）三个部分。

2021年10月1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首个以刘备与诸
葛亮生平事迹为核心的常设展览“明良千古——刘备与诸
葛亮君臣合展”经八年磨砺，终破茧而出。展览由成都武侯
祠博物馆联合襄阳市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凉山彝族自治
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永陵博物馆等文博
单位举办。以新颖的史学叙事角度，讲述一段匡扶天下的
奋斗历程，谱写一部明君良臣的壮阔史诗。

再现三国，填补君臣合展空白

“明良千古——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合展”通过“乱世浮
沉·以待天时”“君臣共济·蜀汉立国”“兴复汉室·鞠躬尽
瘁”三个部分，在历史主线的脉络下，展现刘备、诸葛亮各
自生平，既有刘备半生创业的艰难、武担山称帝的鼎盛到
夷陵之战兵败的遗憾，也有诸葛亮从隐居南阳、出山扶主、
南征北伐到星落五丈原的传奇人生。

第一单元“乱世浮沉·以待天时”分为“创业时艰”和
“隆中耕读”，呈现了群雄割据背景下，刘备不折不挠的创
业精神和诸葛亮躬耕陇亩，以待天时的少年壮志；第二单
元“君臣共济·蜀汉立国”分为“君臣际会”“武担称帝”“白
帝托孤”，讲述了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广揽名士、开疆
扩土，终成一番霸业，但折戟夷陵，弥留之际将江山社稷悉
数托付于诸葛亮；第三单元“兴复汉室·鞠躬尽瘁”分为“开
府治蜀”“安抚南中”“北伐曹魏”“诸葛奇思”“星落五丈
原”，叙述了蜀汉新主幼弱之际，诸葛亮总理朝政，竭股肱
之力，效忠贞之节，终致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展览填
补了国内长期以来二人生平展的空白，是一个让历史建筑
遗址重生的展览。

精品荟萃，还原真实历史图景

展览以三国历史文化内涵为特色，从代表性的文物切
入，采用信息组团、分级传播的设计理念，将最新考古发现
与阐释融入博物馆语境之中，深入探究三国历史文化，尊
重文物原生语态，帮助观众还原真实历史图景。

在展品选择方面，强调考古文物的史实叙述、历史元
素的传承转化与古代工艺的现代表达，共汇集了国内6家
文博单位的代表性文物224件（套），涵盖纸质、木器、石器、
陶瓷器、青铜器、金银器等类别，在拓展文物信息互动、体
现三国文化精髓的同时，全面还原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
局下的三国时代。

展览通过文物揭示时人生活面貌、社会组织、价值主
张、精神信仰等，与展览文本的情境相融入，为观众提供更
为全面、客观的展览内容。展出的馆藏文物说唱俑，又名

“俳优俑”，表情生动活泼，动作诙谐夸张，右手执鼓槌高
扬，乐趣天成，是两汉时期天府之国人们富足的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体现。说唱俑右侧是“汉代摇钱树”，摇钱树
是一种在两汉三国时期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器物，其独一无
二的纹饰，复杂且繁复的枝叶，表现着祈求财富、平安和升
仙长生的寓意，目前已知出土的数量不到200株，四川则是
其出土数量最多的地区。

文物不仅承载着厚重深沉的历史，还体现了历史文化

名人的影响力，如展出文物东汉四耳蹲蛙青铜鼓，整体作
覆釜状，鼓面中心饰太阳纹，鼓面边沿一周等距排有六只
青蛙，其中有三只背上各背一只小青蛙，造型生动优美。相
传诸葛亮南征时在军中创制铜鼓，既用于营中煮饭，还用
于敲击报警，犹如在战鼓声阵阵中传颂着诸葛亮“五月渡
泸”“七擒孟获”的典故。

全新模式，展陈园林深度融合

展览开创了古典建筑与现代展陈深度融合的全新模
式，在策划中充分考虑博物馆建筑美学、园林景观与展陈
空间设计的多样性，深层次沁入与互融。展厅中央设计的
中庭式园林景观，以同心圆为轴，使蜀汉历史与川派园林
产生更为深度的融合。园林布局以水池为中心，高低错落
的英德石分布周围，点植苍松、古槐、石竹其中，配以蜀葵、
杜鹃，以大花蕙兰扣题，山池花木之成景为主调。展厅分区
均衡、节奏疏密有致，一侧始终保持开窗透景，将室外景色
引进室内，自然光、人为光共同构建空间律动。

为表现这段历史和两位历史人物的性格、际遇和生活
细节，展览广泛运用了场景式体验和多媒体展现，在文物
和文字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中的闪光点进行提炼性呈
现，将厚重的历史与明朗的园冶融入展览空间之中，为观
众打造更为亲切的观展氛围。而“窗含惠陵”展项，更是将
多媒体与实景相结合，为观众提供全新的“园展交互”观展
体验。

赋能传承，让历史与当代相遇

为了给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将视觉与
听觉、无形与有形、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制作科学清晰的
导览导视系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引入云端观展平
台、开发文创产品等，使历史元素与现代时尚相连接。其中，

“三国寻宝”“小诸葛进校园”“《领阅·武侯祠》”等活动，帮助
观众还原真实历史图景，让三国文化走出博物馆和书本。此
外，文创产品开发以三国文化为设计基调，汲取三国英雄人
物特点，广泛征集创意，满足观众对文创产品的需求。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赓续文脉，赋能传承。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将继续倾力打造三国文化品牌，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尚德、尚
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举办更多优质展览，以工匠精神
打造传承三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国家级样本。

系统管理：高位统筹构建网格化总体框架，
“四有”管理联动多方协同共创

为保障本届大赛工作公平公正、合理有效地展开，北京市
文物局、申遗办、大赛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构建网格化总体框架，并编制《北京银行杯·2022北京中轴
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工作及评审手册》，完善赛道设
置，五大赛道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彼此之间密不可分，形
成完整、系统的整体赛制。

一是有策略。本届大赛以培养群众基础为目标，从五个方
面构建大赛与配套活动执行策略。第一，抓青年、抓娃娃，让年
轻群体在青年时代形成对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的思想；第

二，抓规模、抓平衡，在扩大公众覆盖面的同时，对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追求男女平衡、年龄段
平衡、各行业领域的平衡；第三，抓故事、抓数据，做好各赛道数
据分析工作，深度挖掘参赛选手背后的故事，为北京中轴线传
统文化价值传播做好内容积累；第四，抓老外、抓传播，大赛通
过内宣与外宣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多元数字化手段，不断扩大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第五，抓赛事、抓活动，大赛不
仅是一场有规模的赛事，更是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公共文化活
动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到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之中。

二是有原则。在大赛专家组委会的带领下，严把“意识形
态关”和“文物安全观”两大关口，遴选优质示范项目建立北京
中轴线文化传播内容库。坚持凸显生活化、坚持展现数字化、
坚持彰显国际化、坚持突出创新化，通过评审专家与参赛选手
共同遵守，形成意识形态上的高度集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

三是有标准。所有赛道严格遵循《北京银行杯·2022北京
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工作及评审手册》《北京银行
杯·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意识形态管理办法》
等相关标准，强化组委会领导机制，确保大赛上下贯通、执行
有力。通过强化例会制度、严格赛事评审、严把意识形态，以及
资深专家层层审核，保障大赛成果的公平、公正和代表性。

四是有保障。大赛组委会设立了传播中心、版权保护中
心、成果转化中心三大中心，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
打造数字化标杆城市提供有力支撑。从大赛筹备到评审期间
联动东西城两区政府、新闻媒体等，形成整体协调推进的工作
格局，统筹协调解决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全方位保证大赛进
程与结果的公平、公正、公开。

延展跨界：创新生活化、数字化、国际化文化场景，
“四联合”描绘中轴文化蓝图

大赛不仅深度挖掘北京中轴线传统文化内涵，还创新构

建了更加生活化、数字化、国际化的中轴线文化场景，实现中
轴文化的延展跨界。

一是活动与赛事紧密结合。自大赛启动以来，大赛相关配
套活动贯穿赛事全程。截至 2022年 11月初，大赛共举办 16期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大讲堂”、9期“北京中轴线社会大讲堂”
等公共文化活动，以及中轴线文创市集、中轴线老字号探访、
腾讯“迷你鹅训练营”等公共文化活动30场，累计覆盖人群超
2000万人次，“中轴线文化”“北京中轴线”等成为网上热搜词
汇，得到广泛好评。

二是线上与线下深度联动。本届大赛创新开设“数字文
创”赛道与VR视频子赛道。数字文创赛道从形、声、物三个维
度征集北京中轴线元素数字文创作品，将古老的中轴线与潮
流文化相融合，推动北京中轴线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承与
创新。VR视频则通过沉浸式视觉体验的方式，挖掘北京中轴
线文化价值，展现中轴线魅力。借助数字科技，邀请公众参与
共建共创“数字中轴”，通过多元表达，宣传北京中轴线的文化
内涵与时代价值。

三是空间与内容融合联动。大赛通过层层选拔，借助
北京中轴线文化元素，既创新展现大量文物活化内容，还
以成果转化中心为核心，实现了空间的延展。一方面，以宏
恩观为基地，同步推动中轴线数字馆、中轴线主题邮局、中
轴线主题书店、中轴线主题银行等实体建设，打造中轴线沿
线文化主题空间；另一方面，在活动期间推出大赛布包、口
罩、书签等组合伴手礼套装、中轴线遗产点主题月饼、中轴
线主题邮折套装等文创产品，让公众看到创意成果落地、
乐享主题创意空间，共同打造中轴线文化符号、传播中轴
线传统文化。

四是资源与参与者多维联动。实现专家、学生、社会机构
“一把抓”的同时，实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
界融合。创新突显文化遗产和非遗的内在依存关系，将文化遗
产保护与赋能美好生活相结合，更加彰显世界遗产保护中的
中国贡献；而“老号新生”“数字文创”等赛道，用当代多元文化

表达和科技手段对文化遗产内涵进行了创新阐释。

文化传播：组建全媒体矩阵，
广泛传递大赛声音、展现中轴风采

一是扩大海外传播布局。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多媒介、
“国内+海外”多范围的传播方式，加强对国外公众的文化传
播。大赛举办期间，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
体进行多次专题报道。“绘城”赛道还推荐部分获奖作品直通
法国卢浮宫国际儿童画大展进行展览展示，向世界传递中轴
声音、用儿童画笔讲述中轴故事。

二是增强国内传播效能。大赛以“2022北京中轴线创意大
赛”“北京中轴线”等公众号、大赛官方微博、抖音号、视频号等
新媒体平台为核心载体，深入挖掘各赛道、各参赛选手亮点。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对大赛进行多维
度、多层次的深度报道。此外，联动聚焦宣传热点提升大赛传
播度和影响度。大赛优秀摄影作品、中轴线果蔬雕刻等内容在
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1周年活动中进行展览展示；
中轴线大讲堂官方宣讲及媒体策划采访在《北京中轴线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当天进行重点报道；“中轴视角”VR
赛道优秀作品在“数字传承，链接未来”纪念《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主题活动中进行专题展示。通过与重要
事件节点的联动，提升大赛传播力和影响力，增加大赛曝光度
的同时，吸引更多民众积极参与和互动。

新的一年，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
室、大赛组委会将按照“推动参与 促进传播 创新示范 成果
转化”的工作思路，扎实走好“三步走”战略的最后一步，吸引
更多人爱上中轴线、助力中轴线文化传播，让世界听见中国声
音、中轴声音；进一步强化落实生活化、数字化、国际化要求，
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推动公众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
遗产保护更广泛、更深入、更创新；创新国际传播策略，实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创造性表达。

新时代文物工作

深 品 精 品深 品 精 品

推动参与 促进传播 创新示范 成果转化
——第二届“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完美收官

吴敏

为进一步落实《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

(2020年7月—2023年6月)》任务，做好中轴线历史文化

价值传播与推广，激发公众参与中轴线申遗的热情，向海

内外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

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在综合考虑首届大赛成果经验

的基础上，围绕“目标导向、传播导向、赋能导向、转化导

向”，主办了第二届“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

赛”（简称“大赛”）。大赛于2022年6月11日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当天启动；7月20日至9月30日面向国内外公开项

目征集；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完成了各赛道的评审工作。

此次大赛累计报名作品76419件，为首届大赛的2.16倍。

187名智库专家遵循“守好意识形态关、扛好价值引领关、

把好作品遴选关”的原则，经过多轮严格评审与激烈讨论，

最终确定优秀示范项目276件。

截至目前，大赛成果丰富多元，达到了预期目标效果。

整体呈现“三升两高”的显著特点，即国际公众用世界语言

讲好北京中轴线故事的参与度有效提升，青少年对北京中

轴线传统文化的知晓度显著提升，公众参与北京中轴线文

化价值挖掘的满意度明显提升，世界民众对北京中轴线价

值传播的关注度持续增高，参赛选手对北京中轴线文脉传

承的投入度赓续升高。

文博发展新征程
携手步入新时代
——太原市博物馆发展新模式

苏玲玲

八年磨砺，
打造一个让历史建筑遗址重生的展览

尹恒 李尚霖

“明良千古——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合展”序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