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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目标，
不断推进博物馆高质均衡发展

对标国家“十四五”文物事业和科技创新发
展规划、博物馆改革发展总要求，出台《陕西“十
四五”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陕西省关于推进博
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按照“统筹布局、科
学规划、重点突出、分步实施”原则，积极稳妥推
进博物馆建设。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大对博物
馆事业投入，博物馆县（区）覆盖率达 91%。截至
2022年底，全省登记备案博物馆 350座，其中文
物系统 175座、国有行业系统 62座、非国有博物
馆 113 座，全省平均约 11.2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
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
史博物馆秦汉馆新建、改扩建工程等省级重点文
化项目顺利实施，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陕
西考古博物馆对外开放。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争创“世界一流博物馆”，市、县级
博物馆“百花齐放”，行业和非国有博物馆异军突
起，56家社区博物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全省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
为支撑、社区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基本构
建，大馆引领带动、区域协同、均衡谋篇的发展格
局初步形成。

以科技保护为支撑，
全面提升藏品科学管护和研究利用水平

坚持固本强基，不断加强博物馆藏品的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强
化制度建设，先后出台藏品管理、文物数字化、
库房建设、馆藏文物鉴定、文物科技保护等规
范、标准、文件 30 多项。强化平台支撑，开发陕
西省可移动文物管理平台、馆藏文物鉴定管理
平台、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平台等，实现馆藏文物
动态化管理、科学化鉴定、数字化应用。持续推
进全省珍贵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建立
市级可移动文物资源数据中心，构建符合陕西
文物资源特点的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和数字
化建设体系。

与省内9所高校联合组建“陕西省文物科技
保护创新联盟”，不断强化推进 5家国家级文物
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及33个国内文物科学实验室
和文物修复室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获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跨领域、跨学

科研究，与省社科联、省科技厅联合开展科研课
题和“两链融合”文化遗产领域专项研究，不断深
化文物保护利用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
发。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2项、
国家文物行业大奖10项。

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为指引，
不断激发博物馆内生动力

实施“博物馆+”战略，充分发挥文物资源在
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传承优秀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传播中华文明的作用，促进博物馆与教育、科
技、旅游、商业等跨界融合，激发博物馆创新活
力，使博物馆成为赋能经济发展、助推产业升级
的新动能。

立足创新抓陈列展示，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
相融合。坚持“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使命担当，精心策划“彩陶·中国”“玉韫·
九州”等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展示中国历史发展
脉络、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品展览，
鼓励策划集陈列展览、教育活动、学术研究、文物
创意于一体的分众式精品展览。推出成体系、多
专题省外交流展览，构建独具陕西特色的文物巡
联展体系。先后有25个展览入选“全国博物馆十
大陈列展览精品”，19个展览入选“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
览推介。

立足融合抓社会教育，实现功能性与趣味性
相结合。以“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为基
准，成立“陕西博物馆教育联盟”。建设首批25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施行“七个一”发
展思路。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博物馆历史文化
进校园”试点省，与教育、团委等部门联合开展
优秀文化“六进入”活动，形成以常态化公众教
育、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和特色研学教育三位一
体的博物馆教育工作方法。助力“双减”，健全馆
校合作长效机制，推动博物馆与中小学课程教
育、社会实践活动、体验式教学等有机结合。通过
虚拟展览、线上讲解和互动体验等方式让文物

“活”起来。
立足开放抓数字建设，实现智慧化与共享性

相结合。抓融合求实效，在“互联网+中华文明”
三年行动计划、“互联网+文物教育”平台、数字
博物馆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推进博物馆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持续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
的博物馆传播体系。

立足共享抓文创产业，实现普适性与专业化
相统一。挖掘整合陕西文物资源，积极推动馆企
合作，以文化促进创意发展、以创意推动文化传
承。与陕文投集团联合成立陕西“互联网+中华
文明”文博创意产业联盟。与腾讯合作“互联
网+智慧服务”平台，联合上线《国宝故事》节
目。与中国移动联合上线“互联网+革命文物”
平台。凤堰、宜君两处古梯田生态博物馆助力乡
村振兴，获全国民生示范工程，博物馆切实赋能
美好生活。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抓手，
不断拓宽博物馆事业发展维度

充分发挥陕西文物“金色名片”作用，实施文
物外展精品工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五年来，先后在26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展览52
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美国史密斯尼协会合作
教育传播项目入选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教育项目获国际博协“2022年
最佳教育实践案例”。积极为中外文化遗产领域
的合作贡献陕西智慧，加大与境外相关机构在文
物展览、科技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力度，中法联合
秦兵马俑保护修复和公输堂保护研究合作纳入
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
交流合作，增进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新时代，新征程，陕西文物系统将以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物博物馆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和来陕视察重
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博物
馆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博物馆服务水平再上
新台阶；不断丰富博物馆文化产品供给，推动博
物馆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不断深
化博物馆交流合作的辐射作用，助力宣传展示
陕西新发展新形象，逐步实现博物馆的“人本化
服务，系统化思维、数字化利用、融合化发展、国
际化视野。”使博物馆日益成为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积极力量，成为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和
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力量，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积极力量，成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
力的积极力量，为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贡献力量。

展览概况

西安博物院原创展览“长安有故里——
丝 路 少 年 大 唐 行 ”将 在 博 物 馆 一 层 临 展 厅
开幕。

展览的策展灵感来源于西安博物院藏唐
代三彩腾空马，以马背上的胡人少年为原型，
演绎出蓝衣少年这一人物角色。通过胡人少
年在大唐长安游历所见、所闻、所感，围绕

“长安市”“长安寺”“长安郊”“长安居”四
个集中化的场景单元，以“大唐金市”

“胡姬酒肆”“禅茶之风”“百戏杂技”“狩
猎出游”“水边丽人”“宅居庭院”“陈设
器用”八个小节，勾勒出繁盛、热烈的唐
代世俗生活百态，描绘出长安人多姿多彩
的生活画卷。通过异域来客的内心体悟与
文化认同，展现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文明
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彰显中华文明
的感召力、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
展览在内容设计上采用故事性叙

述手法，借用了蓝衣少年的“他者”视角；
在空间表达上将文物展品与半实景化场
景相互交融，辅以国风手绘插画、复原舞
蹈动态展示、互动体验、多媒体交互等
多种方式，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移步换
景，重回历史寻找盛唐时光，聆听文物
背后的故事。

第一场景“长安市 商与肆”，通过丝
路驼队、商贸器物，辅以大量史料、图
版，再现了大唐金市的繁华景象。胡旋舞
纹玉䤩尾、萨珊八曲长杯等文物，则再现

了盛行饮酒之风的长安城中胡姬酒肆浓烈的异
域风情，“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正
是这一幕的真实写照。

第二场景“长安寺 茶与戏”，选取寺院这一
场景，展示类型多样的茶器、杂技俑，以唐代茶
饮和百戏盛行两个点展现大唐异彩纷呈的娱
乐文化生活。茶饮在唐代开始普及并逐渐精
细化，举办茶会、茶宴、茶集十分流行。除了能
够以茶会友，茶已经成为人们寄托情感、表

现自我的理想载体，从物质需求提升
为精神文化需求。大唐时期上至宫
廷，下至民间社会风气开放、艺术氛
围浓郁，传统百戏杂糅胡伎，“拿来”

和创新共存，使唐代百戏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繁盛局面。

第三场景“长安郊 游与猎”选取侍
女俑、女性饰品、狩猎俑等文物，从“水边丽
人”“郊游出猎”两个场景，高度还原了大唐

春时长安郊外、曲江池边唐人踏青赏春
的悠然场景。有少年呼鹰逐兔、驱马游
猎，有女子临水照花、迤逦而行，大街
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三月三日天

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兔起马足间，
苍鹰下平畴。喧呼相驰逐，取乐销人忧。”

无不洋溢着唐人对生活的自信和
热爱。

第四场景“长安居 宅与器”回归
大唐长安人的宅居日常，庭院模型、生活
用品、日常陈设等文物展现了唐人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器皿审美的追求，这
儿既有栾栌宏敞、帷幙鲜华的宅邸花
园，又有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生活器

皿，每一个细节都映射着唐代强盛的国力和先进
的工艺技术。

本展览由陕西
省文物局、西安市人
民政府主办，西安市
文物局、陕西省博
物馆协会承办，
西安博物院、西
安市博物馆协
会协办。

展品撷萃

展 览 共 展 出
175件（组）唐代精
品 文 物 ，包 括 陶
俑、瓷器、金银器、
玉器等，这些精美
的展品是唐代制造
业与手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直接印证，不仅展现出大唐王朝的时代特
征，也能深刻感悟到东西方文化交流、浸润产
生的多样性。

三彩腾空马 1966年出土于西安市莲湖
制药厂的一座唐墓中，主要由骑马俑和腾空马
俑两部分组成，骑马俑是一名胡人少年，表情
恬静自信，胯下飞马跃动潇洒，一动一静的碰
撞产生强烈艺术视觉效果。

马在古代军事、农业、交通中都占有重要
地位，三彩马是唐代陶器的代表之一，遗存数量
较多，色彩一般由“白、黄、绿”组成，常见造型有
立马俑、载人马俑、踢腿马俑。这件三彩马少见的

腾空造型需要匠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高超的
艺术造诣，同时又使用了当时珍贵的舶来品蓝钴
为釉料，更加突出其罕见性。

骆驼俑 骆驼因其耐渴耐热、行走速度快
等特点成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
具，被誉为“沙漠之舟”，大量唐墓都曾出现骆
驼俑。

西安博物院院藏唐代骆驼俑包括彩绘
胡人骑卧驼俑、彩绘小憩骑驼俑、

三彩骑驼奏乐俑等，骆驼俑
造型一般为站立或坐卧状，
背上驼鞍、驼囊、驼载物等，

骑驼俑、牵驼俑多为行
走、休息或奏乐状等。

随着丝路文明交流
的频繁与深入，骆
驼俑艺术加工成

分增加，形式更加丰
富多样，骆驼俑既是现实与艺术的
产物，也是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交
流、丝路兴盛的缩影。

胡旋舞纹玉䤩尾 1981
年出土于陕西省唐昭陵，䤩尾
呈圆首矩形，玉质白润，正面
雕刻出一名男子在圆毯上跳
胡旋舞，舞者长发卷曲，高鼻
深目，面带微笑。

唐代 乐 舞 文 化 高 度 发
达，以胡旋舞、胡腾舞、柘枝
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盛极一
时，胡旋舞以起舞时急速旋
转而得名。“胡姬貌如花，当

垆笑春风”“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唐诗中
的胡姬，皆明朗洒脱、歌舞飞扬，充满神秘的异
域风情。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单柄银杯 1983年出
土于西安市马旗寨，通体为八瓣花形，八条内凹
线将杯体分成外鼓的八瓣花形，四瓣为男子狩猎
图，四瓣为仕女戏乐图，杯把为单柄环形，此杯纹
饰精美、工艺精湛，在金银器中是不可多得的艺
术品。

随着东西方陆上贸易的频繁往来，带把多曲
银杯于初唐传入中国，为中亚粟特人使用的典型
器物，杯身錾刻的仕女戏乐与男子狩猎图纹却是
典型的唐代本土题材纹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
流与融合在这件银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撰稿：关琳 卢颖）

弘扬核心价值，坚持改革创新
不断推进陕西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陕西省文物局

近年来，陕西博物馆事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习近平总书记对

文物博物馆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为目标，以

解决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抓手，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博物馆事

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文物局的悉心指导下，在陕西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相关部门的鼎力

支持下，在全省文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全省博物馆基础不断夯实、布局不断优化，科学治理能

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不断提升。博物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动脉”和“引擎站”的作用日益彰显，博物馆逐渐成为人民

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省博物馆年均举办展览800余个、接待观众4900余万人次。

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 大唐长安——陕西唐代文物精华展

陕西考古博物馆

在上海参加IP授权展 联合省教育厅共青团等举办“记忆与荣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西影电影博物馆 优秀历史文化走进美国华盛顿国际学校

大唐长安，中国古代最大的都城，人口近

百万，纵横八十余平方公里，海纳百川、咸聚

四海。她是万邦来朝的政治中心，众商辐辏的

经济中心，文明交融碰撞的文化中心，张扬着

兼容、博大、开放、进取的大唐气象。九天阊阖

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她的魅力吸引着各

国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传教士汇集于

此。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她的

魅力吸引着各种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成恢

宏壮丽、繁盛热烈的大唐文明。

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见证了

“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繁荣景

象。持续不断的丝路贸易不仅带来了远方的

物产奇珍，还带来了异域的多彩文化，无数

被长安文明吸引的追梦人从西域纷至沓来，

最终长居长安。长安以她自由、开放、包容的

胸怀气度接纳他们成为新长安人，而他们也

在这座异彩纷呈、多元文化汇聚的理想之城

逐梦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