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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位于祖国正北方，广袤的欧亚草原腹地，
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阴山长城”“昭君出塞”将匈
奴等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联系起来，
使这一地区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和多民族繁衍生息
的共同家园，孕育了鲜明特色的多元文化，彼此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为中华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匈奴
历史博物馆是收藏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展示独特的匈
奴历史文化风貌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殿堂。馆舍建筑
总面积 1.5092万平方米，特色藏品主要为匈奴文物、汉
代文物及昭君题材年画等，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
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

建筑与遗址，“和合”文化浓缩呈现

匈奴历史博物馆是昭君博物院第四期提升扩建重点
项目，是一座集匈奴文物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于一
体，兼顾旅游休闲与对外交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当
地的标志性博物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匈奴历史博物馆于2016年6月开工建设，2017年8月
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整体设计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仿
汉夯筑建筑设计风格，由展馆、园区下沉式入口和馆前广
场组成。展馆和王昭君墓之间以附属性纪念设施——昭君
墓神道相连接，形成新的中轴线秩序。馆舍主楼坐南朝北，
以汉代覆斗形墓冢为雏形，以两个覆斗状体量分列在中轴
两侧，两个锥体各自旋转45度，对角以廊桥相连形成环抱
姿态，体现了昭君文化中重和平、尚和谐的“和合”精神，

“金字塔”造型的主体建筑呈现仿汉代夯筑风格。
新馆落成后，昭君博物院建筑总面积近 3万平方米，

年接待观众达 43万人次。匈奴历史博物馆主体建筑外形
与地貌、古迹及文化元素相结合，以“和合”为核心设计理
念，与王昭君墓及博物馆区相协调。整体建筑雄浑质朴、宏
伟大气、庄严朴素，是自信、开放、多元、包容的“和合”文化
的集中展现。新馆以仿汉夯筑和土木印象建筑的形式，真
实地反映了建筑的结构和功能，统一的色彩与现代主义建
筑高度统一。该建筑于2021年荣获德国国家设计奖之“卓
越建筑设计类别”特别表彰奖。

见证文明交往与民族交融的历史

匈奴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文明交流
互鉴的璀璨明珠，蕴含着匈奴与中原和欧亚草原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 3480 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 400 件 （套），涵盖古今、品质精
良、种类丰富。北方系青铜器、匈奴文物，辽契丹文
物，昭君题材老月份牌广告画、木版年画以及现当代书
画等，都极具地域特色及学术价值，见证着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战国虎噬兽纹铜牌饰，是具有欧亚草原特色的重要
文物之一。匈奴牌饰多以青铜铸造，也有鎏金或以金、
银为质地，主要用于腰带佩饰或马具装饰。题材包括几
何图案、动物和人物纹饰，动物常呈现后蹄翻转的典型
斯基泰风格。

牌饰整体造型呈“P”字形，透雕虎噬怪兽图案。虎
位于牌饰左下方，呈伏卧状，张口衔住怪兽前腿，虎身
饰细线纹。牌饰右侧为一伫立怪兽，勾喙、竖耳，头上
伸出枝状角，每个角的末端都有一个“格里芬”头，长
尾下垂。怪兽枝状角向前延伸与虎臀部相接，形成长方
形镂孔，孔前方有一外勾扣舌。这种牌饰一般作为腰带
饰，成对缝缀于腰带两端，一端的牌饰有扣舌，作为带
扣使用，扣合时一对牌饰正好位于腰部正前方。而怪兽

“格里芬”纹样，是斯基泰文化的典型代表。据学者研
究，斯基泰文化的“格里芬”形象分别为：“鹰”形格里
芬、“狮”形格里芬和“鹿”形格里芬。鹰形即鹰头狮
身，狮形则为有翼狮子，鹿形为鹰嘴与鹿角的结合。活
跃在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以怪兽“格里芬”为媒介，

从黑海北岸开始，向东经过乌拉尔的萨尔玛提亚人、中
亚草原的萨迦人传到阿尔泰地区，后又传入中国北方草
原地带，形成了丝绸之路草原道上久盛不衰的艺术奇葩。

现藏于昭君博物院匈奴历史博物馆的双羊形青铜祭
具，整体构图采取圆雕手法，体现了草原食草动物的静
止状态。圆雕双山羊侧面形象，作直立相对状。羊首直
视，用圆圈纹表示山羊的眼睛，下颚有胡须，双角细
长，向后上方弯曲，圆尖耳竖立。双羊前蹄环抱，呈圆
环，后蹄立于圆环之上，双羊中间形成环状穿孔。山羊
颈部至后蹄处饰有绳纹装饰，山羊角、眼、耳等刻画细
腻、形态逼真，极具艺术特色，体现了典型的欧亚草原
游牧文化艺术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匈奴墓葬中
出土了风格相同的金怪兽、虎噬兽纹铜牌饰、虎禽搏斗
纹铜牌饰，其文化特征与斯基泰风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匈奴牌饰承袭斯基泰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又有其自
身常见的动物题材，反映了欧亚草原古代各民族文化交
流、互鉴融通的历史事实。

这些珍贵的文物是匈奴与周边各民族广泛交流、深
度融合的重要实证，是深刻揭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
史内涵的珍贵历史遗物，是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研究，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的生动素材。

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

匈奴历史博物基本陈列以“昭君出塞”“交往交流交
融”为主题，由“昭君出塞”“匈奴与中原”两个历史文
化展和“昭君文化研究与传播”“昭君民俗艺术展”等 3
个民俗艺术专题展构成。此外，还开展了“流动博物

馆”“昭君文化大讲堂”“昭博讲坛”以及互动参与等丰
富多彩的线上线下宣教活动，以多种文化视角展示历史
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魅力，讲好昭君出塞故事、讲
好中国故事。

“匈奴与中原”陈列展览，以中原文明发展历史为纲，
匈奴历史文化为脉络，通过文献史料、最新匈奴考古发现
及其珍贵文物，系统展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历
史文化，匈奴与中原地区广泛交流和深度融合的历史进
程。展览由“匈奴的兴起”“匈奴与中原”“匈奴经济文化”

“匈奴对后世的影响”四个部分组成，集中展示了先秦时期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历史阶段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中，
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匈奴和汉代文物精品1200余
件（套）。展览在形式设计上追求新理念、新手段、新方法，
凸显了中国北方地带各民族交流、互鉴轨迹，反映了文化
相亲、和而不同、和平相处的绚丽多彩历史文化。

内蒙古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得天独厚，众多闻名海内
外的历史古迹，精美的北方系青铜器、昭君出塞佳话等
是系统阐明古代匈奴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力证，
是准确揭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的珍贵实证，
是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研究的科学史证，更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典型教材。

昭君博物院已成为一本看得见、摸得着、进得去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教科书，充分展示了匈
奴历史文化和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与中原王朝之
间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等的成就。未来，将充
分挖掘和有效运用反映内蒙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形成的历程，展开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昭君文化
的对话。

文物是人们了解历史的关键，但文物历史悠
久，经历时间的沉淀和自然的洗礼变得易碎易
折，不利于文物的保护和发掘，从而影响考古工
作的进展。文物体现的是前人的智慧和对相应历
史文化的认知，需要我们对其进行严格的保护和
修复，让更多的人观赏历史文化的结晶。本文浅
谈如何在对历史文物最大程度保护的同时，对其
进行修复，传达历史文化，促使考古行业的长远
发展。

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对于历史的研究和时代的
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历史文明的体
现，见证着传统文化的兴衰。它可以表达前人对
待事物的看法和理解，使我们更好地读懂历史名
作，感受古人的精神世界，在文化长河的熏陶
下，提升自身的修养。因此，做好文物保护及相
关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历史文物的特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物是一个时代的代
表，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因为它们经历了时
间和自然的洗礼，有的文物历史相对久远，损坏
比较严重，不好修复，一些特殊材质的物品，还
需要在特定的空间进行保存，所以文物保护和修
复工作非常重要，需要专业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
知识来完成，确保文物的安全和完整。每个时期
的文物材质都不同，如：陶瓷、玉石、青铜等，
制作工艺也大不相同，使得工作人员在处理文物
时，需要采取不同手段，最大程度地还原其原
貌，让人们了解更多古人的制作工艺和艺术思
想。而这些经过漫长岁月打磨的文物，会有不同
程度的损坏，给博物馆的展览和长期保存工作带
来一定的挑战。

影响文物保护与修复的要素

文物是历史遗作，在对其进行修复时，要考
虑物品最终的呈现结果尽可能完整地表达历史信
息。而修复的不全面，不仅无法展现文物本来的
面貌，还不利于保存。因此，把控好文物的修复
工作需要不断地平衡历史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减
少科技工具对其影响，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手
段，使它的价值最大化。对于不同体型、材质的
文物，研究的价值和方向也有所不同，需要做出
不同的处理工作，对于体型较大且要在展馆展出
的，可以保留一部分时间的痕迹，但一些精密的
文物或者是书画、布匹等，需要进行专业的处
理，还原其本来面貌，并在特殊的环境中采用专
业的仪器进行分析，做出科学的保护和修复方案。

环境因素会对文物造成不可磨灭的损害，即
使它本来的环境没有被外界所破坏，也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产生一定破损，影响人们对其欣赏和价
值判断。相关工作人员应明确目标，在修复的同
时保留其历史文化，为考古工作者研究提供可靠
的资料。

历史文物的保护

抢救性保护。在受到破坏或者已经损坏严重时，需要相关
部门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及时抢救，使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
保留历史气息，这需要工作人员具有极高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
专业能力。在紧急情况下，抢救性保护工作对文物来说，是一
种急救措施，需要运用专业技术，对其进行保护。

预防性保护。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在技术和概念上有所不
同，但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历史文化，让后人欣赏到前人
智慧的结晶，从不同角度看待物品的价值，感受古人的精神世
界。提前预防文物的破损，减少人为干预，更好地保护文物的
样貌，营造科学、合适的保护环境，才有利于其保存。预防性
保护就是提前根据文物的特性，采取科学的手段，间接干预保
护环境，减缓文物的腐蚀，降低突发性状况的发生。

发掘现场的保护。发掘现场是文物的第一现场，需要进行
提取和清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工作人员具有高度的专业
素养，耐心仔细地对现场进行整理，减少破坏，最大程度地还
原现场。对挖掘现场进行保护时，周围建筑也要进行维护，防
止突发事故发生。而在运输过程中，也需要专业的保护措施，
避免再次造成损害。另外，还需要专业的人员对路线进行优化
处理，最大程度地保护文物的原样。

历史文物的修复

考古修复。修复是现代人对文物进行一定的干预措施，对
其进行整理，还原本来的样貌。考古修复在对挖掘出来的物品
进行修复时，主要作用在陶瓷制品方面，提高其考古价值，为
考古人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便利。一些文物出土时，如果不采
取一定的修复措施，很容易被快速氧化，失去其原本价值，无
法更好地进行研究和展示。通常工作人员会采用石膏和环氧树
脂黏合剂对破损的瓷器进行紧急修复，实现文物的可识别性，
为后续的修复提供便捷。

博物馆修复。博物馆不仅是展示文物的平台，传统文化的
宣传阵地，还肩负着对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的职责。一些受损
的文物，在展览展示前需要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对其进行修复，
还原到之前的样子，才能加深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感受，让博物
馆的功能充分发挥。其次，博物馆拥有大量的文物，需要专业
的团队以及先进的技术进行保护和修复，高效解决突发事件，
确保文物的安全性。

传统修复。传统修复是还原物品本来的样貌，补全文物的
缺失，尊重物品在历史中的积淀，将历史文化进行可持续性传
播，遵循创作者在制造文物时的初心，运用传统的手艺对文物
进行修复。如：工作人员在对书画进行复原时，进行的接笔和
上色等工作，人为的干预，对褪色和损坏的部位进行修复，为
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现代修复。受西方文化影响，现代修复手段采取科学的技
术对文物进行还原，减少人为干预，保留其真实性。文物是人
们研究历史的最好途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将现代化手段引入文物修复工作之中，多样的保护和
修复技术手段可以有效避免人为的意外伤害，提高文物的价值
和独特性。

文物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特定时期的文明，相关工作人
员对文物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和修复措施，最大程度地还
原，让研究人员对其进行更好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
了解历史文化，感受前人的精神文明。所以，对文物进行提
前保护，减少不可逆的损害出现，保护文物的研究和观赏价
值，降低现代手段的干预，将使文物承载的文化更好地传达
出来。

近年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做到一手抓发展，一手抓安全，夯实
了安全管理工作基础。多年来，博物馆各类
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可靠，无火灾事故、安全
事故、责任事故等发生。作为博物馆专职安
保工作者，仍要不忘初心，脚踏实地，扎实
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方能行稳致远。

明确目标任务，强化责任落实

突出要点。博物馆明确了“加强安全管
理能力、工作能力和应急能力建设，做好设
施设备正常运行等工作，确保安全工作零
事故”和“在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宣传报道
等方面切实加强博物馆意识形态阵地安
全”的年度安全目标。馆领导实行一岗双
责，即抓好分管工作的同时狠抓安全管理，
亲自部署矛盾排查调处、阅批群众来访意
见等，调查研究、督查检查。

落实责任。2022 年初，博物馆召开安
全生产工作例会，明确了本年度安全生产
责任及安全生产任务，馆领导与 15 个部
门分别签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2022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暨平安建设责任
书》，内容包括消防安全、文物安全、安全
生产等，将安全责任层层落实，贯穿各项
工作始终。

纳入考核。博物馆党委、纪委切实履行
“两个责任”，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文化旅
游委《干部接访下访群众工作实施方案》的
要求，高度重视信访工作，把信访工作作为
党风廉政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年度目标

任务考核内容，认真开展信访矛盾排查化
解工作。对安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破
坏安全设施、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给予相
应处罚；发生安全稳定责任事故的部门在年
终考核中一票否决，取消部门负责人和该部
门年度考核评先评优资格；对于因失职、渎
职导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部门及负责人、
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一案双查”和

“三责同追”。

加强安全学习，增强责任意识

组织培训。为增强干部职工的安全生
产意识，全力以赴保障观众和文物安全，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组织安保干部、物业
人员学习《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重庆市文物安全检查督察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对所有专业技术人员和新
进人员进行岗前安全培训；组织人员参加
辖区街道、应急管理、国家电网、燃气集
团等单位组织的专项安全培训；要求各部
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加强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和培训，组织学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积极参加全馆安全培
训，认真做好防火防盗、防震减灾工作，
强化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安全防范技能。
通过学习，职工的防范意识、自我保护能
力、安全管理水平均得到不同程度的
提高。

逢会必讲。除召开专门的安全管理会
议以外，安全工作逢会必讲，特别针对安全
生产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因势利导，警钟长
鸣，增强红线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和责任落

实，有效增强了全员安全管理责任意识。

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规范管理

完善制度。去年上半年，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
操作规范、安全生产应急预案、设施设备
日常检修制度、门禁管理办法、停车管理
办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进一步明确了工
作流程，并针对实际情况开展讨论、分
析，制定了较详细的危险情况分析和相应
的防范应急措施。特别是供外来单位使用
的《安全管理承诺书》及相关安全用电、
高空作业等配套文件的进一步推广使用，
从制度上规范了外来施工、维修、维保、
布展等单位在博物馆有序作业，进一步确
保了文物安全、人身安全和设施安全。

强化执行。从职工安全教育、技能培
训、安全大检查工作入手，加强监督管理，
强化制度执行，有效促进了安全生产工作
的顺利进行。在大型活动、展览改陈、安消
防、设备维护保养工作中，始终把安全工作
放在首位，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具体工作
之中。

夯实日常工作，强力狠抓落实

安全管理责任重于泰山。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始终把安全管理工作抓严抓细
抓实。

一是按照《安全管理工作要点》和重庆
市文化旅游委属单位联席会议有关安全管
理工作的要求，去年举行消防演习2次、灭火
和反恐防暴实战训练各12次，切实加强了博
物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严格落实门卫、

值班、巡逻制度，对所有外来人员进行安全
交底；监控室实行24小时双人双岗值班制
度，每月完成一次安消防设施功能性实验、
燃气安全报警检查、金库门开闭检查等。

二是在元旦、春节、清明等节假日前开
展安全大检查，对全馆的安消防设施、公共
动力设施、配电设备、管道线路等进行了全
面的安全检查；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安全隐
患检查 28次，专项安全检查 11次，消防检
查 32 次，以及开展安全生产专项工作督
查。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确保隐患整改率 100％。此外，还接受重庆
市公安局、市文旅委、消防支队暗访 2次，
均无安检遗漏及消防隐患情况。

三是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落实专
项行动。按重庆市文旅委相关文件精神，博
物馆先后发布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关
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 2022 年汛期及暑期旅游
安全工作方案》，成立夏季安保专项行动工
作领导小组，按要求及时上墙“三个公示
牌”，重点对消防、危化、灾害防治、综合治
理等隐患排查整治。

四是定期召开信访工作专项会议，及时
掌握馆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信息，按照“分
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全面推行
信访工作目标责任制，真正做到责任、措施、
工作“三到位”。

接下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将进一
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大防风险、保
安全、促和谐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守安全
底线，部署发动各方力量全力抓好安全管理
工作。

博物馆安全管理工作举措
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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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历史博物馆：

集文物之精粹，讲述匈奴与中原交融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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