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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征集工作是博物馆为实现其社会职能而持续
地发现和搜集展品的行为，同时可为博物馆持续补充藏品，
有利于提升博物馆藏品数量和质量。为提升规范博物馆陈列
展览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开展了选题式
展品征集工作。征集范围主要围绕孔子、儒学等相关主题，受
到展览主题的契合度、经费预算、运输和布展可行性等因素
限制，征集对象只限文物藏品无法满足当代博物馆的发展需
求。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引入了“展品”的概念，这类物品不作
为藏品入藏，仅履行登记手续，作为展品使用。笔者立足于

“大哉孔子展”的展品征集工作，梳理基层博物馆展品遴选与
展品体系构建的要点，以期为博物馆展品征集和展览策划提
供借鉴。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展品征集的态度较为审慎，不会贸
然以较大数额征集一些虽属精品但和馆藏重复性高的展品，
避免同质化。根据博物馆的定位和展览的关联性与延伸性，将
所需征集的展品分为以下几类：

儒家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物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典籍，集中展现
了孔子与儒家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孔子博物馆“《论语》主题展”的展品包括历代《论语》典籍文
献、外文《论语》译著、儒家石经拓本（拓片）和考古发掘出土的
部分《论语》木简、唐写本《论语》长卷等，此类古籍资料可价
购。中国书店在售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内府石印本《钦定书
经图说》，为《尚书》全文配插图，亦是清末民初石印技术的巅
峰作品。

碑帖拓片是书法艺术传承的重要形式，很多已散失毁坏
的碑刻，幸有拓片传世，得以令后世窥见其风采。目前已从曲
阜文物交流中心购买孔子庙堂碑拓片、孔子行教像拓片、孔子
手植桧赞拓片、成化御制孔子庙碑一函一册作为补充资料。还
可以从曲阜孔庙购买元代《曹元用代祀阙里孔子庙碑》拓片，
以体现儒家礼制对少数民族政权国家祭祀观念的影响。

与孔子相关的画像资料

从上层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孔子及儒
学崇拜，历代孔子画像的演变已经超出了孔子像本身的视觉
意义，折射出各时期对于孔子及其儒学地位的解构与重塑，是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艺术的特殊文本。大量含有孔子内容的
汉代画像石是已知最早的孔子图像实物资料，也是后世孔子
图像形式发展的渊源。孔子见老子画像题材源于《史记》中孔
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记载，独具象征色彩和仪式感。中国书店
在售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纸本旧拓一轴，可价购。曲阜衍圣
公府收藏的《大哉宣圣司寇像》《孔子为鲁司寇像》《孔子燕居
像》可以复印获得。

《孔子圣迹图》用图像的方式再现了孔子一生的嘉言懿
行，是形象化的孔子编年史，也是历代儒家学者传承儒家思想
的重要途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亦藏有明代张楷手书《孔子
圣迹图》纸本长卷，这幅手卷或系张楷序刊的《圣迹图》明代木
刻本之母本，极为罕见珍贵。所藏另外两个版本分别是清同治
十三年(1874）孔宪兰刻本（系孔子七十二世孙孔宪兰主持刊
刻的版本，翻摹自孔庙圣迹殿石刻）和 1934年北平民社影印
本。中国书店在售的日本出版的《孔子圣迹图鉴》与民国珂罗
版《孔子圣迹图》对于此系列藏品也是有力补充。已从国家图
书馆购买明代《孔子圣迹图》的相关图片和照片。

北京孔庙保存 198 座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刻有
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所题刻的内容，撰写和题刻
之人的官职、姓名，刻书的字体风格是重要研究史料。已从国
家图书馆购买元、明、清三朝进士题名碑的文献及相关拓片，
配合本馆所藏《进士题名碑录》可丰富展陈。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展品

儒家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
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全民族共同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庄
重严密的祭典和礼仪通过典章制度形成规范，与天人合一、长

幼有序的儒家价值观念一以贯之，对传统礼仪的形成和发展
影响深远。可选取反映祭孔大典与祭孔乐舞、释褐簪花礼两项
礼仪活动的相关展品进行展示。

祭孔大典与祭孔乐舞：祭孔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纪念
孔子，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祀典，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祭孔
乐舞是在祭奠孔子及弟子的释奠礼中施行的配以乐、歌等元
素的舞蹈，也是儒家礼乐思想的反映。现已从国家图书馆购买
与清代、民国时期北京孔庙祭孔大典相关的老照片。

释褐簪花礼，据《宋史·舆服四》记载，“簪戴，幞头簪花，谓
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太
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赐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
清代的新科进士们先行朝谢之后前往国子监拜谒祭酒和司
业，国子监祭酒和司业在彝伦堂为这些新科进士们释褐簪花
礼。《徐显卿宦迹图》是明代余士、吴钺共同绘制的图册，记录
了明万历年间吏部右侍郎徐显卿的宦迹，其中就包括科举进
士的赐宴与簪花的图绘。真迹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价购复
制品以补充展陈。

反映儒学风貌、人文景观、历史典故的现当代艺术品

书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绘画作品形象反映
着思想家的时代背景和生平，也是各年龄段观众都容易接受的
艺术形式。国家博物馆在“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中专设了
一个展厅，展出四十余件国画、雕塑等美术作品。在现当代艺
术绘画作品收藏方面，荣宝斋与中央美院美术馆首屈一指。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品丰富，涉及古今，兼顾中西，包括美术
的各个领域，藏有中外艺术大师、当代著名美术家的画作；荣宝
斋美术馆亦收藏大量古代和近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可与这两家
美术馆征集或借展一批当代艺术家创作的书法或绘画作品。

复制难以价购或借展的文物

服饰展品是研究祭孔制度和礼仪的重要实物资料。2020

年由山东博物馆、孔子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衣冠大成——明代
服饰文化展”以30余件明代服饰精品为线索，实景复原了明代
书画中的人物穿着和场景布置，重现明清时期的尊孔之风和
祭孔大典的盛况。考虑到丝织品文物的脆弱性与运输途中可
能产生的风险，在借展或复制均有难度的情况下，可用图片作
为补充。因此可以考虑向孔子博物馆购买明代服饰复制品，配
合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所藏《明宫冠服仪仗图》丰富展览内
容。同时借助新媒体技术、计算机控制模块技术等科技手段还
原帝王视学场景，构建特定历史时刻的仪规空间，加深观众对
历史场景的视觉体验与直观认识。

多角度反映儒家历史文化的当代媒体类展品

收集有关的音像、影像资料形成电子馆藏不仅有利于完
善馆藏体系，还有助于还原儒家文化的实际功用和社会价值。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传播，可以征集
重要学术会议、论坛等相关海报和印刷品、新闻纪录作为媒体
类展品，例如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
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等。社区内张贴的反映“尊老爱
幼”的宣传画也可体现中华民族尽孝、爱家的仁爱思想，已与
国子监社区沟通，开展相关资料征集工作。

孔子的形象在当代影视作品中也屡见不鲜。2010年由周
润发、周迅、陈建斌领衔主演的电影《孔子》，讲述了春秋末年
诸侯割据，孔子奔走在列国之间的历史故事，可收藏DVD和
海报作为媒体展品。

单一地将文物作为征集对象已经不能满足博物馆展览
之需。基层博物馆展品来源较为单一，在征集工作的初始就
要明确主题，考虑展览的多样性、展品替换休眠期的需求，具
有前瞻性地推动征集工作，通过不断扩大“展品”的内涵和外
延，为征集来源提供新的思路，多层面地展示展览主题的文
化史维度。在此前提下开展藏品征集工作，也有利于在展览
陈列、藏品管理、文物保护等领域与民营博物馆深化合作，实
现优势互补。

2022年是上海博物馆建馆70周年，上海博物馆于当年12
月 17日至 2023年 1月 1日举办了“瑞色凝光——上海博物馆
秘藏缂丝莲塘乳鸭图特展”。为了完好无损地展出这幅曾经登
上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栏目的南宋朱克柔传世最大单体缂
丝文物，上海博物馆陈列设计部会同文物保护中心、保管部等
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了文物展柜的陈列方案，并最终研制成功
用于展览中。这也是特殊文物展柜设计跨部门合作的一次尝
试，并对展柜设计与制作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在临时展览设计中，展柜设计是文物展陈设计的重要环
节。文物的属性决定了展柜的设计及制作必须以文物保护和
安全为前提，它首先要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其次，文物展柜
本身也应具备一定的审美属性。文物展柜设计不同于一般商
品的展柜设计，展陈空间中的展柜需要根据文物的尺寸、材
质、形状等物理特点来进行设计，每个展柜大小尺寸都存在着
差异性和特殊性。本文从这件文物的特性出发，对其展柜的设
计思路进行分析说明。

《莲塘乳鸭图》是南宋缂丝名家朱克柔一件不可多得的缂
丝精品，他融合宋院体画的技艺于缂丝工艺之中，形成了独特
的缂丝艺术流派，世称“朱缂”。《莲塘乳鸭图》画心纵 108.4厘
米，横 109厘米。入藏上海博物馆后，由工作人员装裱成单片
式样，最终成品尺寸为纵 191厘米，横 127.2厘米。这件作品通
过纤细的合色花线来调色，以缂丝技法体现水墨韵味，形成了
自然晕退的效果。古代缂丝的原料成分为蚕丝，属有机物蛋白
质，保存不当极易滋生虫害，况且《莲塘乳鸭图》由于历经千
年，表面极其脆弱，在温湿度稍有变化的情况下瞬间就会损
坏。对于这样一幅高危文物，上海博物馆组织相关专业部门成
立联合团队，共同制定展陈方案。

首先，考虑到文物表面局部有破损，不宜垂直展示。其次，
对于一幅近两米长、宽一米多的缂丝文物，平视是最安全的展
示手段。设计团队在经过缜密的研究商讨后，最终确定以下几
点为主要制作需求：文物要贴近玻璃面展示；展柜内放置被动
调试剂；密封性能要好；放置文物的衬板要能布展方便；为了
展柜的美观，四边需留出5厘米厚的玻璃；有一个配套的展柜
运输设备；顶面玻璃需完整一块，中间不可有任何加强构件。

期间，陈列设计部会同文物保护中心对上述需求进行了
调研和初步设计工作，并将制作要求发函邀请展柜厂商制作，
进行比选。在确定制作厂商后，进一步深化设计要求，以期展
柜的整体高度尽可能贴近文物，这也产生了新的结构工艺方
面的难题，主要包括下列几点：文物内衬板应采用什么厚度？
抽屉抽出时如何减小震动？在整体外观厚度不超十几厘米的
前提下，如何隐藏移动装置和固定装置？四周一圈五厘米高的
围边玻璃如何与顶玻璃美观连接且安全？如何保证衬板四周
略微凸起的挡条和文物一个平面时，文物能够方便提取？在一
个较低的展示平台上放置展柜，其转运车在翻转过程中重心
怎么能到达平衡点？如何确保展柜在转运过程产生的倾斜角
度不至于玻璃破裂？如何确保大面积的顶面玻璃既有强度又
不弯曲？展柜的锁具如何在如此低的高度里安装？转运车中的
柜子在移到平台时如何保证两者之间高差？如何确保比较重
的转运车落在展厅地面不损坏地面材质？

带着这些问题，设计团队与生产厂家进一步攻克技术难
关，调整图纸，将所有部件精简到最适合的尺寸，最终制作出
展示运输一体化的展柜系统。该系统由展柜主体、放置车、转
运车三部分组成。

展柜主体作为作品展示的主要结构体，分别由低反玻璃

罩、高强度底板、合金外框、静音滚轮、密封条、片式调湿剂、
抽屉框、温湿度显示器、滚轮及可调支脚、密封底板等十一个
构件组成。低反玻璃罩与合金外框采用中性高强度结构胶粘
合成一体形成玻璃罩合金外框；作品平放于高强度底板之上
并放置于抽屉框内，构成抽屉框组合体。当开启两侧防盗锁
后，抽屉框组合体可沿两侧均匀布置的静音滚轮推出玻璃罩
合金外框；密封底板与密封条组成密封系统，以保证整个展
柜的密封性。

放置车分别由框架、限升降位挡板、升降滚轮、可锁定静
音轮及可调支脚等部件组成。调整放置车框架上平面至展台
高度并保证水平状态，当展柜主体的抽屉框组合体逐渐推出
时，操作者逐一升高左右升降滚轮，顶住抽屉框组合体的框架
下平面，直到抽屉框架组合体完全推出展柜柜体。

转运车分别由框架、翻转框、可锁定静音轮、电动推杆、下
锁定座、控制按钮、上锁定座、备用延伸线板等八个构件组成。
使用过程中，先调整转运车脚撑，使翻转框内侧下平面与展台
等高并锁定翻转车脚轮及脚撑；拆开翻转框的前挡板，展柜主
体从平台缓缓推入翻转框，锁定翻转框前挡板，按压控制按钮
使翻转框向上翻转，直到电动推杆停止动作时翻转完毕；翻转
完毕后旋入上下锁定座，收起转运车脚撑，解锁脚轮推行。

展柜系统各部件在布展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先
把转运车就位于展柜主体长侧面方向位置，通过控制按钮使
电动推杆水平翻转，打开翻转框前挡板，随后通过转运车底部
微调设备，使高度和平台保持水平，展柜主体由底部滑轮推
出，再缓缓把它推至平台上，待展柜主体全部平移至平台后，
放下可调支脚进行支撑固定。然后打开展柜主体短侧面的抽
屉，通过事先准备好的放置车，操作者从最靠近展柜的一侧逐
一升高左右对称升降滚轮顶住抽屉框下框架的边槽，直到抽
屉框架组合体完全推出展柜主体。把框架上部文物衬板取出，
在下部放置调试剂，随后放上文物衬板，最后小心放置文物。
为了防止出现文物随着温湿度变化产生起拱翘边，而不利于
进出抽屉，在文物单片的四角用透明的三角压角来固定。一切
准备完毕，操作者将抽屉缓缓推入展柜主体中，整个文物入柜
完成。文物入柜后，在柜外加装木饰面装饰，同时围上精美的
木围栏。

这套展柜一体化的系统，是上海博物馆为了这次特展而
专门定制的。在为这件国宝文物设计定制展柜的流程中，参与
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

首先，这是上海博物馆首次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制定特殊展
柜的制作方案，期间大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明确制作需求，
可使设计师对文物展柜的设计有更加全面的认知。其次，通过
这次特殊文物展柜深化设计，笔者认识到作为一个从事博物馆
文物展览的设计师，脑海中始终要有文物的全貌，要慎重考虑
文物在布展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以确保文物安
全为第一前提进行展柜设计。第三，设计师要做好馆内各部门
对展柜生产方的沟通者，架好沟通桥梁，提高双方沟通效率，生
产方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馆方意图，做出精准的设计图纸。

此次针对特殊文物进行的展柜设计制作，也为今后同类型
的文物展柜设计提供了借鉴思路。对于特殊类型文物的展示，
设计师在考虑展示美观性、展柜安全性的同时，还要清楚文物
入柜、展出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这些都是文物展柜
设计的难点，设计师必须考虑周全。每件重要文物的独特性和
特殊性决定了展柜的唯一性，这种类型文物展柜的设计制作充
满考验，将其本身称之为“高级定制工艺品”也并不为过。

唐山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是唐山博物馆事业发
展的风向标。自 2012年完成改扩建后，唐山博物馆坚持每
年至少举办一个原创展。受疫情影响闭馆期间，博物馆整
合馆藏瓷器资源，策划推出“开新启昧——民国唐山‘启新
瓷’特展”。展览线下开放后，各地观众前来参观学习，感受
唐山制瓷业的发展与变革。许多曾经投身于陶瓷行业的唐
山市民，对启新瓷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

展览主体由三个单元组成，包括“我”从哪里来——启
新瓷开篇、“我”是谁——启新瓷绽放、“我”到哪里去——
启新瓷归宿。第一单元主要介绍启新瓷厂的始创历程。第
二单元主要介绍启新瓷的造型、装饰技法和制作工艺流
程，将启新瓷分为西式造型和中式造型两类，重点展示了
中式造型中的嫁妆瓷。第三单元主要介绍启新瓷厂发展中
经历一系列重大变革，最终更名为唐山陶瓷厂。

嫁妆瓷是启新瓷厂生产的中式造型产品中的主体，也是
特展的重点，此次展览中有近一半的展览面积用于展示嫁妆
瓷。清朝中晚期，瓷器是北方地区婚嫁的必备之物。在婚礼上，
瓷器往往作为撑门面的主角摆放在醒目位置。这类瓷统称为

“嫁妆瓷”，包括瓶、罐、壶、痰盂、皂盒、卷缸、笔筒等不同器物。
嫁妆瓷必须是绘制同一画面的一对瓷器，寓意“成双成对”，绘
画图案反映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大多为神话故事、历史故
事、吉祥图案、花鸟等，为婚姻增添喜庆和祝福。

掸瓶是嫁妆瓷中最常见的器型。北方大多将插放掸子
的瓷瓶称为“掸瓶”，其尺寸有大中小之分，行家们通常用

“件数”来区别（“件数”本指陶工制坯时所用瓷泥块的数
量，后用来描述器物的高度）。其中“300件”和“150件”较为
常见，前者器高约 55厘米，后者器高约 45厘米，具体高度
因瓷器腹径的不同而略有差别。

除了通过布展设计体现文物的器型之美、纹饰之美，
本展览的亮点着力于讲述文物故事，充分挖掘瓷器纹饰上
的文物故事及独特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有三娘教子、
怀橘奉亲、桃园问津、郑玄文婢等。

展出的两件嫁妆瓷掸瓶上绘有三娘教子的典故。主要
讲述了明代儒生薛广外出经商，托友人给家中捎回五百两

银锭，但这位友人独吞银两，散播薛广已死。薛广家中大
娘、二娘闻讯后改嫁他方。三娘靠帮人纺织艰难度日，供养
非她亲生的幼子薛倚读书。薛倚被同辈奚落，不想去上学，
三娘苦心相劝，绞断织线，怒打薛倚。最终薛倚知错，发愤
读书，考中状元。此时，薛广也衣锦还乡，一家团聚。这一民
间故事曾被明末清初戏曲小说家李渔写入《无声戏》，后又
被改编为京剧曲目。

除了在展览中用图文展版叙述文物故事外，博物馆还
将文物故事拍成了通俗易懂的儿童剧，由馆内工作人员负
责编写文物故事的儿童剧剧本并搭建布置演出场景。这种
展教一体的模式，不仅让参与演出的孩子们能够身临其
境，进而体会文物故事的教育意义，也可以让其他观众更
直观地读懂文物故事，领会故事寓意。此展教活动定期通
过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发布招募通知，组织儿童进行彩排、
演出，深受家庭参观团体的支持与好评。

为弘扬传统文化，扎实做好“讲好文物故事”的工作，
提高博物馆公共服务能力，唐山博物馆正在进行瓷器纹饰
相关文物故事的编辑出版工作。旨在介绍文物背后的历史
与文化，挖掘瓷器纹饰中的精彩典故，深入浅出地释读传
统故事中蕴含的道理，发挥文物和传统故事的社会教育作
用，让观众在欣赏文物的过程中传承发扬历史知识与传统
美德。“讲好文物故事”社教活动也在唐山中小学校园同步
开展，馆校合作模式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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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笔记

特殊文物展柜设计的一次实践
袁启明

唐山博物馆“启新瓷”特展
讲述文物故事

张海超

展示运输一体化的展柜系统 《莲塘乳鸭图》展区场景

“三娘教子”掸瓶

■展示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