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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国立蒙藏学校旧址暨中华民族共
同体体验馆举行开放仪式，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潘岳，北京市委副书记、
市长殷勇，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李群出席仪式并致辞，对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保护
工程给予高度评价。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原为明初所建常州会馆，
历经明清两代，先后作为官员府第、宗学、贝子府
等，1913年学校在此设立。20世纪 20年代初，李
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先驱在这里传播马
克思主义、培养民族干部、领导革命活动，诞生了
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
部，乌兰夫、荣耀先、多松年等一大批优秀蒙古族
青年在此接受思想启蒙，投身革命斗争，为党领
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国立蒙藏
学校在党的早期革命历史和民族工作史上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旧址分东、西两路，形成两个院落。长期以来，
由于不断受到改造、加建和损坏，虽然整体格局尚
存，结构基本完整，但构件细节、装修做法、形制样
式等已发生变化，不复历史原貌。2021年，国家文
物局、国家民委与北京市合作开展包括文物保护、
环境整治、展示利用和体验区建设等项目在内的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保护工程，使其重焕生机。工程
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注重彰显
文物的革命历史价值，统筹保护与管理、利用需
求，综合考虑文物建筑与城市街区的和谐共生、
建筑空间活化利用，是创新运用科学原则理念和
技术方法保护利用革命文物的一次成功实践。

以价值研究为基础，设计方案加强针对性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价值主要集中于近现代，
文物修缮、环境整治主要依据这一时期形制进行
恢复。通过对历史文献、历史照片、口述记载等信
息渠道，多角度挖掘，对留存的建筑结构、历史构
件、场地信息等进行严谨的考证与甄别，对历史
照片中反映的装修样式，如西一进院正房，结合
残余构件尺寸，严格按其样式比例修复。整组院
落装修尺寸和样式的确定，充分考虑革命文物的
价值属性，按照各殿座所在区位和组群关系，参
考清官式营造则例对槛框、边挺、棂条等的尺寸
权衡，兼顾与现状遗存的装修构件形式、比例的
协调与延续。“修缮修缮、打开看看”，随着地面降
坪、木柱后期包裹材料砍凿、拆除完成，设计人员
重新复核，对露出的柱径详细统计，重新权衡，测

算槛墙高度、调整装修尺寸与细节。

严格遵守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

注重保存和修复对历史史实、历史原貌、历
史格局有支撑作用的原始做法、形制、工艺及材料，
对不同时代、不同形制的做法加以识别，保护建筑
风格的多样性、建造工艺的地域性和营造手法的
独特性，留存展示国立蒙藏学校时期建筑装修的
改易，以及在物资匮乏时代灵活处理的修缮营造
方式。东院建筑墙体多为碎砖墙砌法，且砂浆松
散失效、稳定性极差，根据实际情况，对墙心变形、
鼓闪、松散的地方，使用老砖原做法拆砌，原碎砖
墙能保留的尽量保留。一进院西厢房两山为五出
五进硬心做法，通过勾缝修补的方式将这面承载
着老北京记忆的碎砖墙保留并呈现。在西一进院
正房后期覆盖地面拆除后，发现了九趟老方砖，本
着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决定对其进行保
留，依据每趟尺寸单独打磨补配方砖，其余大面积
采用新装补配，保存了历史沧桑感和真实感。

科学技术助力传统工艺的发现和运用

在延续传统建筑材料与工艺做法的同时，综
合运用三维影像纪录、激光定位技术、放射性碳
测年技术、木材切片材种鉴定、微观显微分析和
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PY-GC/MS）等科

学技术，从宏观尺度到微观材料进行检测，更加
科学、精准地掌握文物历史信息。以府门上架的
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麻灰地仗）为例，由于府门
历史上曾用作厨房门，现存彩画表面普遍发黑，
有明显的烟熏油渍结垢，伴有积尘、裂纹、起甲、
离鼓、脱落、缺失等病害，残损较为严重。设计要
求对历史彩画进行清理、保留，以加固、回帖、简
单物理清洗为主，少量缺失部分断白随色。通过
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PY-GC/MS）技术
分析、得知样品中蛋白质含量少，特别是白色灰
层，可知其制作过程中血料用量很少，是清中早
期的地仗做法。施工中，对彩画大面积缺失构件、
捉缝灰和通灰使用了净满地仗工艺来修补。这是
科学技术助力传统工艺的生动实例。

保持革命历史时期环境氛围

环境整治工程在保证文物安全前提下突出
革命旧址的严肃性，恢复历史上国立蒙藏学校的
主要格局，最大限度保持和呈现历史真实性、风貌
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对附属非文物建筑的位置、
规模、体量、尺度、整体风貌等进行规划与设计，遵
循了主体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时代特征，以简约低
调的姿态烘托文物主体。绿化景观是院落整治的
重要内容。为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设计人员翻
阅大量资料，如徐志摩在诗文《石虎胡同七号》中
描述，以及多淑秀（蒙古族 1937届）等多位校友

的回忆，同时结合20世纪50年代航拍图，推测东
一进院曾种柿子树，东二进院曾有槐树及海棠、
并设藤架，而西院一进院落内对称种植有多棵槐
树，西三进院曾种植国槐并搭配丁香等。工程对以
上绿植进行了恢复，尽可能营造身临其境之感。

丰富文物本体展示手段

最好的保护就是最好的展示。为保留和展
示原始工艺做法、历史痕迹，并尝试丰富的展示
手法，传播文物本体的历史信息与价值内涵。如
在国立蒙藏学校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西一进院
东、西厢房现仅存少量地基痕迹，据文献得知，李
大钊曾在此组织读书会、座谈会等活动。对这处
重要的历史空间，保留和展示基础遗址，丰富了
场地体验。西一进院落历史上在府门两侧曾有转
角房，甬路正对着垂花门，两侧围墙将其分隔为
内外两院，东西厢房前有院墙围合，正房前有月
台等，院落修缮通过不同的铺地与景观设计手
法，将在历史中存在的月台、垂花门、围墙、西厢
房等场地格局信息呈现出来。在环境整治工程
中，东西院落之间原围墙边界，通过种植一排银
杏树来表示。非文物建筑设计皆与相邻文物建筑
体量协调，延续传统手法与材质，以低调谦逊之
姿态，在尊重文物院落场所精神和历史格局的前
提下植入现代空间，达到满足未来功能需求，彰
显文物本体之美的目标。

内部展示内容与革命历史氛围和场所精
神相适应

坚持“旧址就是最重要的文物展品和展示空
间”的理念。基于对蒙藏学校旧址内涵价值的深
入研究，准确定位并精心提炼陈列主题，聚焦与
蒙藏学校密切相关的革命人物、活动、事件，运用
时代语言解读革命历史，阐发革命精神的时代价
值。旧址西院设“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和“中华
一脉 同心筑梦——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主题展”，集中展出了一批珍贵的
国家一级文物，以丰富的内容和丰满的细节增强
陈列展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东院作为“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体验区”，打造了3D展映厅、情境体验
厅，主打沉浸体验与互动性，用全新方式，展示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和各民族共同创
造的文化遗产、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展览展示
主题与旧址特色相呼应，更能让观者产生心灵共
鸣，为革命文物活化利用提供了最恰当的方式。

环境建设贴近群众，让人民走近文物

沿西单北大街的西侧院落边界，是静谧庄重
的旧址与外部繁华热闹的城市商圈之间的过渡
空间。通过立面虚实结合的长廊设计，使文物院
落围而不阖，既保障安全，又兼顾开放。西侧长廊
定位为文化展示景观界面，采用均质格栅、实墙/
展墙、休憩绿化组合，承担对外宣传窗口和城市
休憩功能，向往来行人展示国立蒙藏学校历史、
民族文化等重要主题，增加遗产可读性、扩展展
示空间。同时，该界面设置面向内外多个入口，可
结合实际功能需要开合，让观众更便利走进文
物，增强对西单商业地块的文化辐射。环境整治
工程补充了文物展陈所必需的配套功能性用房
及机电、空调采暖、小市政等，提升观众的观感与
体验，满足绿色低碳需要。周边整治既是对历史
环境的延续，又是对文物展示功能的配套和补
充，将其转化成文化消费，融入商业服务，做到了
以商聚人、以文化人、文商融合、动静相宜。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保护利用是文物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精神、资政育人的重要案
例。旧址重新开放，成为展现党领导民族解放、推
动民族事业发展的光辉历史和各民族灿烂文化的
新窗口，文物古迹与城市现代生活的融合发展，也
必将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为首都
打造一处闪亮的红色文化地标。

一

万国博览会简称“万博会”。万博会是个日语
词汇，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世博会。鲁迅并
没有直接参加过万博会，但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和
在家乡绍兴教书的时候，都参观过当时在东京和
南京举办的博览会。

民国初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他所在的社
会教育司第一科主要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
及美术展览会等事项的组织工作。他曾经参与的
几项工作，都和当时正在国外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密切相关。

鲁迅最早参观博览会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日本人很重视万博会，1867年就参加了在法国举
办的万博会，这之后，在西方掀起了日本浮世绘潮
流。明治维新时期，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日本。日本
皇家将宽永寺所在的上野山赠给东京市政府，从
此这里成为对外开放的公园。从 1877年开始，这
里连续举办过多次“劝业博览会”，成为日本展示
工业实力的窗口。后来，劝业博览会虽然转移到大
阪和京都，但上野公园仍然会经常举办各种博览
会，如东京商业博览会等。

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就是回忆他在日本
的留学经历。文章开篇就提到了上野公园的樱花
和樱花下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由此可见，鲁迅
对东京的上野公园是很熟悉的。鲁迅二弟周作人
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鲁迅在1906年参观上野
公园举办的博览会时，购买了一个景泰蓝花瓶。他
说，鲁迅曾经买过两个花瓶，一个是在北京买的，
还有一个则是在东京上野买的。

二

1906年，鲁迅在上野公园的日本商业博览会
上大饱眼福。也是在这一年，商务部头等顾问张謇
带队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同
样收获满满。受西方举办博览会的启发，清政府决
定由张謇主持，在国内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博览会。
从 1908年开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南洋劝业会
于1910年6月10日在南京正式开幕。

同年8月，鲁迅回到家乡绍兴，任绍兴府中学
堂监学兼博物学教员。鲁迅在教学中向来重视实
践。之前，他经常带领学生到杭州城外的野山上
采集植物标本。到绍兴后，听说南洋劝业会在南
京开幕的消息，他建议学校把这年的秋季远足改
为到南京参观博览会，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学校
接受了鲁迅的建议，由他组织全校师生赴南京参
观在中国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此次博览会会场
设在南京丁家桥。展品内容分为教育、工艺、农
业、美术、卫生等，京畿、直隶、山东、暨南、
四川等 16个省区也分别建有分馆，展品多达百
余万件，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比如鲁迅家乡的
浙江馆展出了绍兴老酒、金华火腿、杭州剪刀、

雨伞、纸扇等。
这次参观劝业会，对绍兴府中学生的冲击和

影响很大。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出过远门，很多人是
第一次。几十年后，当年参加过这次活动的学生吴
耕民回忆，“这次南京之行，可谓是满载而归。大家
都赞扬鲁迅，说‘豫才先生真好’，‘百闻不如一
见’，‘南京一行胜读十年书’，‘我们这些绍兴井底
蛙已由豫才先生带队游过汪洋大海了！’”

鲁迅在南京读过 5年书，所以很熟悉。当时，
他的不少老同学还在南京，徐季龙就是，他听说鲁
迅带队来南京参观，便热情招待。当时，徐季龙在
劝业会江西馆工作，临别的时候，他赠送给绍兴府
中师生每人一个江西瓷杯，杯上刻有“南京劝业会
纪念，徐季龙赠”。

三

1912 年初，应蔡元培邀请，鲁迅到南京国民
政府教育部任职。5月，又随教育部北上，到北洋
政府教育部工作。

1915 年，巴拿马世博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巴拿马世博会的举办，是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的
正式通航。1913年，中国确定参加巴拿马世博会。
此次参展的中国展品大多是 1910年南京南洋劝
业会上的获奖产品，这是中国在巴拿马世博会上
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

除了南洋劝业会的获奖产品，1914年鲁迅参
加组织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一部分获奖作品
也被推送到了巴拿马世博会。

这次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是在1912年9月开
始筹备的，主持其事的正是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社
会教育司。从《鲁迅日记》可知，1913年3月31
日，鲁迅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夏曾佑等同事一
起到全浙会馆视察。后来，展览会选择在教育部
大礼堂举行。展品主要是全国各地小学生的字
画、编织、刺绣、玩具等，种类繁多，数量不
少。在 1914 年 4月 21 日至 6月 20 日的展览会期
间，鲁迅经常在会场值班，有时星期日都不休
息。展览会结束后，又由鲁迅和陈师曾等人组成
展品审查会，选出部分较为优秀的展品，送往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

除了美国巴拿马博览会，鲁迅还参与了筹备
1914年德国莱比锡万国博览会的工作。

1913 年，为了筹备莱比锡博览会，德国派
米和伯在北京设立了筹办处。因为这次万国博览
会的主题是墨迹、书籍，而中国在纸墨印刷方面
的历史最为悠久，因此将中国列为首位展览国。
米和伯与教育部取得联系，要求从历史博物馆商
借地部分展品。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于 11月 20日
送到教育部存放，当晚鲁迅彻夜未眠看护这批文
物。在日记中他这样记载，“历史博物馆送藏品
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博览
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宿部
中，不眠至晓。”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位于郑州商都考古
遗址公园内，是一座专题遗址博物馆。郑州
商都遗址博物院自 2022年 7月 26日正式开馆
以来，相继推出了两个小而精的临时展览

“雕画汉韵——寻找汉梦之旅”和“石窟里的
绝唱——中原黄河沿岸石窟造像高浮雕拓片
艺术展”，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数字赋能，
将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融为一体

临时展览“雕画汉韵——寻找汉梦之旅”，
展陈面积约 550 平方米，通过提取汉代壁画、
画像石元素进行细节复制展示和再创作，运用
多媒体、数字交互等现代科技手段，通过视觉、
听觉、味觉及触觉等，在为观众提升参观体验
感，同时也充分响应了“数字化对历史文化资
源活化”的号召。既有打虎亭汉墓壁画中的角
抵相扑图的数字活化再现，也有“袂起汉风”的
数字可视化，让观众直观了解汉代人的时尚造
型；既有《迎宾图》中墓主人驱车欢迎宾客、宴
请宾客和观看百戏的数字化呈现，又可以让观
众戴上VR眼镜，在虚拟世界中参观打虎亭汉
墓实景的场景体验。

“雕画汉韵——寻找汉梦之旅”展览利用
互动装置、影像、音乐、语音等多媒体技术，构
建了丰富的展览知识体系，提升了参观者的展
览体验。在视觉方面，该展览色彩丰富，既尊重
原有打虎亭汉墓本体的壁画色彩，突出主题、
提高空间感，又充分考虑汉代文化因素，利用
整体和谐、内容新颖、富有感染力的色彩，让观
众在参观时既沉浸于汉代文化之中，同时又有
新鲜有趣的体验感，吸引观众目光的同时，满
足其多样化需求，让观众身临其境与图片进行
交流。“舆辇珍馐”以黑白色调为主，沉静神秘；

“翾鼓曼舞”以暖色调红色、橙色为主，活泼喜
庆；“卷云藏瑞”采用蓝白色彩为主，明朗而富
有朝气，整个展览舒张有序。《宴饮百戏图》色
彩明艳，以打虎亭汉墓内大量的朱砂、朱膘、石
绿、石黄、黑墨等矿物质颜料绘制的彩色壁画
为基础色调，数字化呈现壁画的精美，向参观
者展示了汉代贵族待客的礼仪与规程。听觉方
面，在展览中加入舒适的背景音乐，轻雅的中
国传统民乐微微响起，烘托出展陈环境，渲染
了陈展氛围，为公众带来美的享受。在触觉方
面，展览中的“千灯万华”以打虎亭汉墓壁画纹
饰打造虚拟图像，观众步入展厅时，采用手势
感应，由一盏彩灯带动千盏彩灯而动，形成强
烈的主观感受和印象，视觉随机转移集中在这
些具有强烈光线的多重灯罩之中。在“衔镳驭
马”中，观众可以采用触拉缰绳的方式，感受骑
马的乐趣；在“翾鼓曼舞”中，观众踩踏地面的
圆形鼓身，对应在屏幕上会出现舞姿妙曼的仕
女；在“瑞兽珍禽”中，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大屏，
收集鳞片与羽毛，从而召唤灵兽。一系列的数

组化处理，让观众在参观时沉浸其中，激发好
奇心，增强其想象和共鸣感。

展示非物质文化技艺，
打造黄河文化精品展览

临时展览“石窟里的绝唱——中原黄河
沿岸石窟造像高浮雕拓片艺术展”，占地面积
800 多平方米，作为传承黄河文化的展示部
分，展出作品 95幅，高浮雕拓片内容极为丰
富。展览以保护传承展示河南的中小型石窟
为主，准确地将高浮雕石刻的纹理以及雕凿
的印迹等细节信息直观地以平面形式进行详
细的展现，通过黑白、明暗色彩的变化，表
现高浮雕传拓的高超技艺，将被公众关注较
少的中小石窟精美造像呈现于博物馆之中，展
示于公众的视野中。

此次展出的高浮雕拓片主要来自河南省
除龙门石窟以外的规模相对较小的石窟，时代
始自北魏，终于明朝。这些石窟多分布于洛阳
周围的豫西地区和安阳周围的豫北地区，大多
数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已面目全非，而展览
中选取的石窟拓片皆为具有代表性较为完整
的石窟，时间大多开凿于北魏时期。这些高浮
雕拓片作品为大国工匠李仁清团队所做，拓片
主要采取正投影原理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通过上纸、砸纸、上墨、揭取、粘接、修
复、装裱等一系列工艺流程，把古代石窟寺雕
刻、造像、碑、画像石、画像砖、墓志等器物，通

过作品予以保存并向公众展示。
展览中的《帝后礼佛图》，传拓墨色以近浓

远淡施墨法，结合传统平面的传拓技艺和青铜
器全形拓技艺，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表现石刻
的立体层次效果。浚县千佛洞石窟佛造像（第
二窟北壁的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该作
品细节较多，拓印时截取下来的碎片高达3000
多片，最小的有大拇指大小，传拓艺人克服种
种困难，身绑绳索，在山崖之间，以高超技艺，
充分利用墨色变化表现图像的层次感，效果清
晰、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浓淡相宜，具有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

此外，在展览中还加强了石窟艺术与黄河
文化的保护展示和活化利用，更好地讲好中原
的“黄河故事”，延续了郑州的历史文脉和民族
根脉，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生生不息，讲好黄河文化故事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作为一座新兴的博
物馆，开馆时间虽然短，但在临时展览的选择
上颇具匠心，既顺应了博物馆数字化的趋势，
又充分发挥黄河文化的优势。“雕画汉韵——
寻找汉梦之旅”展带领社会公众穿越时空隧
道，走进繁华的汉代。“石窟里的绝唱——中原
黄河沿岸石窟造像高浮雕拓片艺术展”艺术性
高、学术性强，带领人们走进物质文化遗产石
窟艺术，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浮雕传拓技
艺，展示了黄河文化的勃勃生机。

鲁迅与万国博览会
樊怡

见微知著：小展览 大天地
邢薇薇

科学实施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保护工程 创新打造首都红色文化新地标
张光玮

北魏河南巩义石窟寺和洛阳万佛山高浮雕拓片展厅

汉代《迎宾图》场景体验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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