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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缘起：传承弘扬家国情怀

苏轼，四川眉山岷江岸的旷世奇才，北宋文学家、书
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一生，在坎坷
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的思想、文学和艺术集
中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智慧，展示着光辉的人格魅力。以苏
轼为代表的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以
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守其初心”的哲学思想和人格精
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和宝贵遗产。

苏轼与蜀地渊源极深，在四川成都举办“回望东坡”
展览，是一次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宋仁宗至和二年
（1055），19岁的苏轼第一次来到成都，被知州张方平视为
奇才“待以国士”，并向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宋英宗治
平年间，苏轼访游成都，寄住西郊清水河畔，座谈会友，
举酒赋诗，为当地士子讲学。苏轼对成都是喜爱和思念
的。“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乘槎归去，成都
何在”“君不见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
在浣花溪畔的四川博物院举办苏轼主题展，正应了苏轼在

《河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中“莫负花溪纵赏”的
期盼，也是当代对苏轼七夕赠成都的“情书”——《鹊桥
仙·七夕和苏坚韵》的回信，为人们在成都邂逅东坡开启
新的方式。

珍品荟聚：高山仰止，回望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特展”位于四川博物院一楼临展 1、2、3
厅，展示面积2100平方米。展览陈列了从全国各地甄选的苏
轼主题文物，通过“一门三杰孕于蜀”“跌宕起伏的一生”“千
年一遇的全才”“人间有味是清欢”等六个版块，展现穆穆家
风对苏轼成长成才的影响，以及他在治国理政、文学艺术等
方面的成就及其精神品质。展览文物种类丰富，不仅包含

《潇湘竹石图》（中国美术馆藏）、《阳羡帖》（旅顺博物馆藏）、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吉林省博物院藏）等罕见展
品以及四川博物院的宋徽宗《腊梅双禽图》、宋“诵馀”七弦
琴、芙蓉花金盏等，还甄选了瓷器、金银器、铜器、书画，含茶
具、酒具、文房四宝、琴棋书画等其他宋代文物精品。在宋人
雅集中，诠释苏东坡生活的时代，并在人间烟火的视野下解
读东坡文化和精神内涵。

“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展”位于博物院三楼，展示面积近
700平方米。展览展出了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代表性书画家作
品80件，通过“烟雨任平生”“意造本无法”“明月清风我”三
个单元，分别阐释了东坡文化所蕴含的旷达超逸的人生境
界、自然尚意的审美理想、高洁傲岸的文人风骨，全方位勾
勒出东坡精神的当代价值。

风雅之旅：看展人终成画中人

展览的色彩和环境设计灵感源自苏东坡绘画、书法、生
活用品等颜色特征，以及《清明上河图》《竹苑品古图》等，同
时提取了宋代古典建筑、家具陈设等元素，并运用屏风、纱
幔、格子门、月洞门等进行分隔，营造出虚实相间、清隽风
雅、气韵灵动的空间效果，用宋时意境烘托苏轼主题文物，
从而使苏轼其人、其事、其作在与其物、其时、其景相互映衬
中得到形象的阐释。

展览主色调为质朴素雅的米色，各单元配色分别以淡
赭（第一部分）、竹青（第二部分）、茧色（第三部分）、丁香褐
（第四部分和尾声）为点缀色，生动再现苏东坡如潮似海，跌
宕起伏，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生。展览整体风格以宋代美学
为基调，呈现简约、空灵的特征，展现其极简、淡雅的审美情
趣。图片、图表和文字生动契合各单元主题，世代传诵的苏
轼经典名句、名篇，以及后世对他的评价也点缀其中。各单
元除实物展示外，还穿插了大型动态视频与多媒体查询屏
共同提升展览体验。

展览在照明设计方面，充分考虑文物特质，除增强光亮
感之外，重点表现材质的厚重体量和细节纹饰等局部效果，
使展品形象立体生动，丰富的层次空间，充分凸显展品的文

化特性和艺术氛围。空间照明则以基础照明与重点照明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色温、光影、明暗等营造照明氛围，达到烘
托主题、突出重点的目的。

整个展线顺势而为，巧妙利用展墙、灯箱、纱幔、独立展
台、壁龛等，使参观动线顺畅且富有节奏感。展览中穿插的
沉浸式空间、大型视频、多媒体触屏、游戏、文创集市等，增
强观众带入感的同时，仿佛人在展中游、终成画中人，宛如
梦回大宋、风雅至极。

公益讲堂：专家学者倾情奉献

展览期间，四川博物院特别策划推出系列学术讲座。
邀请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赵冬梅，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
万平，四川大学教授周裕锴、舒大刚，四川博物院研究员
魏学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志岩，西华大学
教授潘殊闲以及西南民族大学博士张卫忠 9位专家学者，
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及考古学研究成果，从饮食文化、物质
文明、书画审美、巴蜀文化、人文精神等不同维度，解读
中国历史上“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之苏轼影响千载的
精神财富，展现风雅大宋的历史文化面貌，为公众带来精
彩的学术盛宴。

自2022年12月8日至今年2月21日，该系列讲座已线
上举办 8 场，分别为 《苏东坡人生智慧对当代社会的启
示》《苏东坡与宋代饮食》《人本、情本、民本：苏轼的人
文精神》《苏轼书画艺术与审美》《苏轼与巴蜀文化》《苏
东坡时代四川地区的物质文化——以北宋墓葬为例》《在
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苏轼》《苏轼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智
慧》。这些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讲座，反响强烈，观众
踊跃提问，专家们一一细致解答。据统计，该系列讲座在
四川博物院官方微博平台和看度新闻平台的观看量达
130.3万。增进了公众对于苏轼与三苏文化、巴蜀文化的
了解与认知，使苏东坡这位出身蜀地而名扬千古的文化巨
人变得可亲、可感、可敬、可爱，成为“川博讲堂”致力
于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公益
学术讲座品牌的又一成功实践。

社教研学：寓教于乐，精彩纷呈

为更好地宣传阐释本次特展，四川博物院分别针对青
少年和成人推出了系列社教研学活动，吸引广大学生和社
会人士积极参与。

馆校合作：“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四川博物院与
成都市部分中小学校合作，共同组织学生观展后从自身观
点及个人特长出发，结合课内外对苏东坡及三苏文化的学
习与了解，完成形式不限的以“我心中的苏东坡”为主题的
展示作品。各学校师生积极参与，目前已收到以成都草堂小
学、成都石笋街小学为代表的书法、绘画、小报、剪纸、蜡染
等送展作品数百件。

主题研学：《人见人爱苏东坡》。特展期间，四川博物院
和博格仕教育围绕历史人文、文学鉴赏和艺术鉴赏与实践
三个主题共同推出《人见人爱苏东坡》系列青少年主题研学
活动。开展的三门课程《东坡带你游北宋》《东坡带你学宋
词》《东坡带你赏宋画》带领幼儿和青少年走进苏东坡生活
的时代，认识一个全面、立体的苏东坡以及北宋社会的方方
面面。既帮助学生通过课程看懂展览，又呼应学校语文、德
育、历史、美术等学科教育，还针对 5岁至 7岁、8岁至 12岁
的观众进行分段设计和实施。目前，参与的学生约 440人。
学生覆盖全省，受到广泛关注。

主题活动：“宋朝成人雅集”。针对成人群体，四川
博物院结合展览特别推出四期主题活动“宋朝成人雅
集”，每期包含一个主题，分别为古琴、中国式插花、青
绿山水画和点茶，再配以沉浸式观展。活动吸引众多观
众积极参与并感叹：“观看展览是视觉上的享受，而雅集
活动更能让人全身心地体会宋代传统文化。”“宋人将花
卉赋予花德，以花寓意人伦教化。四川博物院的宋代插
花活动为我们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美学对话。希望今
后能多开展此类活动。”

文创集市：沉浸体验“触梦宋潮”

为拉近文物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走进历史回望东坡，
四川博物院积极创新发展模式，以展览为主题联合社会企
业共同打造“触梦宋潮”沉浸式体验宋人生活美学文创嘉年
华。把东坡文化体验区和以“清明上河图”为背景的沉浸式
文创集市置入展厅最后的空间，成为展览不可分割的部分，
丰富多彩且富有创意的互动活动给广大观众带来了全新的
文创体验。展览配套 IP人设形象——触梦巴蜀国潮少年“巴
小蜀”变身少年苏东坡，带领大家沉浸式观展互动。用宋代
的“交子”购买文创、打卡集章、闻香点茶、挂画插花、雕版拓
印等现场体验项目，让观众穿越千年感受宋代文人的雅致
生活。

除了一饱眼福的珍贵文物、生动有趣的体验活动，四川
博物院还准备了丰富的文创礼品，让观众把文化带回家。文
创团队以馆藏文物为依托，配合展览原创开发 10余种文创
产品，此外还汇集了全国多家文博单位近 300 个品类的
4000余件（套）产品亮相本次展览。既有以展览“四事四艺”
为创意的宋式茶器、香器及花器，还有“人间有味是清欢”

“一蓑烟雨任平生”“但愿人长久”“老夫聊发少年狂”等触梦
宋潮定制款可乐，“少年东坡抚琴”“少年东坡与红烧肉”“少
年东坡读诗词”“少年东坡吃荔枝”系列明信片以及《苏东坡
全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苏轼奏译书牍研究》等，品类丰
富、琳琅满目。

展览期间，文创咖啡厅特别推出了特展主题咖啡，并策
划“人间有味”主题文创活动。通过场景设计，让公众用一杯
热饮的时间感受“人间至味”。更有博物馆与话剧的首次跨
界融合，推出的沉浸式文博版话剧《苏东坡》，展中有戏，戏
展穿插，动静结合，让观众了解更加全面生动立体的苏
东坡。

数说展览：热度攀升，好评如潮

“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苏轼主题展”引起了媒体和
社会的持续关注。据四川省文物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2月8日，互联网上“苏轼主题展”相关讯息达19010条。在
新浪微博和抖音平台上，“苏轼主题展”均登陆同城热搜榜。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中新社、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光明日报、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贵州广播电视
台、河南日报等 94家媒体聚焦关注，形成展览宣传矩阵，实
现海量扩散覆盖。

本次展览还通过微博、微信、网媒、APP、论坛等平台进
行全网传播。其中，微博平台相关讯息达10999条，共覆盖用
户约3.5亿人次。类型多样的微博话题也从不同角度解读文
物特展，助推展览热度，话题阅读量总计近3000万。

此外，除了《苏轼特展》系列学术讲座直播，四川博物院
还联合多家单位推出两场展览导赏直播，均取得较好的传播
效果。其中，2022年11月29日联合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看度
开展的直播，其官方平台观看量达100万人次。同时，还联动
央视频、新京报等全国40余家主流媒体和百度、搜狐、快手、
抖音等10余家主流平台以及成都市23个区市县融媒体共同
开展直播，全网获得400万人次的播放量。而四川博物院于今
年 1月 10 日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栏
目、央视频、CCTV纪录新媒体矩阵、看度、四川观察、四川
人民艺术剧院等同步开展的《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东坡留
言》直播，全网播放量超200万，社会效益显著。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人间不可无一”的存在，更是四
川“难能有二”的骄傲。眉山有三苏祠和三苏纪念馆，全国各
地也有很多苏东坡的遗迹，一些博物馆也珍藏有苏东坡的
真迹或苏东坡题材的墨迹与文物，但这些资源一直很分散，
没有进行整合。“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苏轼主题展”的举
办以及相关公益讲座、文创集市、社教研学活动的开展，不
仅是对各地苏轼相关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一次有机整合，更
是在文化发展新形势、新常态下紧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以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治蜀兴川、讲好中国故事注
入强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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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四川省委宣
传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四川省文物局、中共
眉山市委市政府共同主
办，四川博物院、四川省
诗书画院、眉山三苏祠博
物馆、四川省图书馆联合
承办的“高山仰止 回望
东坡——苏轼主题展”自
2022 年 11月 29日在四
川博物院开展以来，吸引
了众多观众前来打卡。癸
卯兔年春节期间，更是每
天接待上万观众。随着相
关学术讲座、文创集市、
社教研学等活动的同步
开展，展览更是好评如
潮，热度持续上升。

展览分为“苏轼主题
文物特展”和“当代书画
名家作品展”两个篇章。

“苏轼主题文物特展”汇
集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
术馆、上海博物馆、吉林
省博物院、旅顺博物馆、
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苏
州博物馆、三苏祠博物
馆、四川博物院等39家文
博单位珍藏的苏轼主题
相关文物274件（套），其
中一级文物39件，是四川
博物院举办的展线最长、
展厅面积最大、沉浸式体
验场景最为丰富的大型
专题展览，并且首次将
《潇湘竹石图》《洞庭春色
赋·中山松醪赋》卷、《阳
羡帖》三件苏轼罕见真迹
及宋徽宗、董其昌、仇英、
郑燮、张大千等名家真迹
齐聚一堂。“当代书画名
家作品展”由四川省诗书
画院邀请全国各省市的
代表性书画家围绕“东坡
文化的当代诠释与演绎”
展开主题创作。两个篇章
古今联袂展出，带领人们
穿越历史烟云，从文士风
雅的北宋，沿着千年文脉
走向文艺繁荣的今天，感
悟新时代背景下的东坡
精神。

苏轼《阳羡帖》旅顺博物馆藏

“当代名家书画展”展厅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局部）吉林省博物院藏

苏轼《潇湘竹石图》中国美术馆藏

《人见人爱苏东坡》系列青少年主题研学活动现场

文创集市

特展系列学术讲座海报 展厅观众络绎不绝

“苏轼主题文物特展”展厅

文博版话剧《苏东坡》

“苏轼主题文物特展”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