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
之一，历史上始终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衔接地
带，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
日之三晋大地，文化底蕴厚重，文化遗产众多。

作为山西省重要的文化窗口，山西博物院始
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陈列以“晋
魂”为主题，通过七个历史专题和五个艺术专题，
展现博大精深、绚丽多姿的山西历史、文化、艺术。

本次提升改造工程，对标新时代，贯彻新理
念，从展陈设施、展览内容到展示形式均进行了大
幅度调整，力求呈现良好的展陈效果与观展体验。

展览以山西视角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探究
中国历史的发展，充分彰显山西在中华文明研
究、弘扬、传承中的责任与担当。全方位解读三晋

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提炼、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

相较原来的展览，本次改陈更加紧扣“晋魂”
主题做文章，从细微处着手，进一步贯彻以物证
史、以物载文的理念，在对三晋文化进行多元阐
释传播的同时，着力诠释中华民族根魂的主基
调，让观众从山西视角领略中华文明，提升文化
自信。

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结合新时代的展示需
求，新“晋魂”对展出文物进行了大幅度整合，共
展出 3431 件/组精美文物，其中 1238 件/组文物
首次与观众见面。吸纳近十年的最新考古发现成
果和学术研究成果，丰富了展览内涵，有力揭示
了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贡献。

山西博物院“晋魂”基本陈列

2005年9月26日正式对外开放，

并荣获第七届（2005—2006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历经十余载运行，“晋魂”基本陈列

在宣传山西历史、文化、艺术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

升，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迅猛发

展，博物馆事业也不例外。尤其是

随着免费开放政策的广泛实施，越

来越多的群众选择走进博物馆、了

解博物馆。展览作为博物馆最核心

的文化产品，是吸引观众走进博物

馆的第一要素。反过来，社会各界

的广泛参与，也从需求角度极大地

推动了博物馆展览的发展。

近十年来，新的展览理念、技

术、设施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同时，

考古新发现、新成果不断面世，原

有展厅硬件、展览内容、表现形式

等已逐渐难以满足广大观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

为了进一步提升展览水平，充

分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

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山西博物院

于2018年开始筹备“晋魂”基本陈

列提升改造工程，前期先做了一些

准备工作。自2020年至2022年，

改造工程分三期进行，根据上级要

求，采取边改造边开放的方式，关

闭部分改造展厅的同时，其他展厅

正常开放，继续为公众提供服务。

改造工程结合展厅建筑结构有序

进行，并充分吸纳相关领域专家和

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改造完毕后，

12个展厅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

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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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更新

展陈内容上，在各专题主题不变的前提下，
重点吸纳了最新考古发现成果和学术研究成果，
使展品更加丰富，展览更加充实。对部分展览标
题、单元结构、展出文物进行了优化调整，使主题
更加明确，逻辑更加顺畅，表述更加清晰。

历史专题中，“文明摇篮”展厅根据最新研究
成果，将西侯度文化年代提前到距今 243 万年；
扩大了对丁村遗址早、中、晚期文化内涵的解读，
增加了下川、柿子滩等遗址有关现代人起源、原
始农业起源的解读；强化了对新石器时代农耕文
明起源、聚落考古、文化汇聚等学术问题，以及考
古学史的展示；在“帝尧之都”单元中，重点展示
陶寺文化的同时，新增兴县碧村遗址、芮城清凉
寺遗址、偏关天峰坪遗址等有关文明探源的考古
发现和研究成果。“夏商踪迹”展厅由原来的三个
单元调整为两个单元，与主题的呼应更加紧凑；
增加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等重要考古新发现出土的文物。“晋国霸业”展厅
由四个单元调整为三个单元，逻辑更加严谨；为
镇馆之宝“晋侯鸟尊”打造“展中展”展区；构建以
物叙史的展览逻辑，通过代表性器物与代表性人
物的对应，讲述代表性历史事件；增加陶器、荒帷
等文物，打破了唯铜唯玉的器物展示布局，进一
步丰富了展品类型，较全面阐释了晋国历史文化
内涵；由海外捐赠入院的春秋子犯鬲纳入文公称
霸展示部分，使这一历史阶段的展示更加饱满。

“民族熔炉”展厅突出呈现了北朝时期丝绸之路
的背景；注重对长城内外、平城、晋阳古都等民族
融合重点区域的时空解读和文物组合展示，强化
中西文化交流物证的展示；围绕虞弘墓石椁营造

“展中展”区域，进一步强调山西在当时中西文化
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新增龟形银茶盒、唐三彩等
唐代文物，诠释北朝为盛唐奠基的历史因果。“佛
风遗韵”展厅更加强调佛教文物的艺术性，捐赠
入院的两件流失海外的北魏云冈佛头和一座唐
代邓峪石塔进入主展线；增加五台山佛教文物和

北朝铜佛像等文物。“戏曲故乡”展厅进一步强化
了主题呈现，去掉了原展览中的“二十四孝”“八
仙”等展品，扩大了宋金元戏曲壁画、砖雕文物的
展出数量，充实了晋地四大梆子戏的内容展示，
新增戏曲乐器、戏曲服装等展品类型。“天下晋
商”展厅替换了原“明清晋商”标题，进一步彰显
晋商的历史地位；新增开辟万里茶道、实业救国
等展示版块；加强了关于晋商会馆、关公信仰等
的解读和展示，新增明代金漆木雕关公像、清代
黑漆螺钿花卉四条屏等文物。

艺术专题中，“翰墨丹青”展厅围绕中国书画
的特性，重点打造展示语境，营建艺术氛围。该展
厅兼具举办书画类临时展览的功能，增加了中国
书画基础知识的多媒体展项。“瓷苑艺葩”展厅调
整原有叙事结构，突出晋地瓷器的展示，重点打
造“三晋窑火”单元，增加原始瓷、早期青瓷展
品，增加河津固镇窑、兴县西瓷窑沟窑等遗址最
新出土的瓷器。“方圆世界”展厅突出先秦“三晋
货币”的展示，对三大窖藏进行集中展示，并根
据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更新钱币释文解读；同时
注重对中国货币史的展示，为了直观表现钱币
的重要作用，特以 4.3 万件方孔圆钱（未计入新
增展出文物量）营造密集展示区。“玉蕴华夏”展
厅替换了原“山川精英”标题，使融入国人血脉
的玉文化独特内涵更加突出；按照礼玉、佩玉、
生活用玉的单元展示逻辑，新增或更新展品。

“土木华章”展厅，依托山西丰富的古建筑文化
遗产，重新构架叙事逻辑，以时代为序，以物叙
史，遴选重要考古发现和重点建筑标本，以点带
面，打造“早期营建”“大唐遗构”“千年法式”“精
工华筑”四大版块，讲述中国古代建筑史话，展
现古建筑之美；序厅背景更新为传统金漆工艺
制作的敦煌莫高窟第 61窟五代《五台山图》；新
增偏关天峰坪出土的距今4800年的门轴石、忻州
九原岗北齐壁画《门楼图》、明清建筑壁画和新入
藏的建筑琉璃和砖瓦构件等。

内容优化

展示形式上，本次提升改造在保持原有展厅
建筑空间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根据内容的优化调
整，在展览布局与形式设计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注重实物呈现+辅陈解读+数字化延伸的多层
次展示形式、注重展品信息的系统化呈现、注重展
品的组合展示、打造重点文物的“展中展”展示方
式，力求通过形式上的创新更好地呈现展览。

扩充空间，延伸展线。通过对原有展墙和展
柜的改造，增大空间利用率，使 12个展厅的实际
展出面积增加470余平方米，展线延长约180米。
根据展览内容的更新调整展示空间布局，优化展
览流线，使观展更加舒适顺畅。

保留“经典”，优化设计。原“晋魂”基本陈列
是全国十大精品陈列，各序厅的创意，顶、墙、地
的形式设计和材质应用，许多专题场景和艺术
品，均堪称“经典”，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本
着致敬“经典”的态度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本次
提升改造在保持各序厅原有风貌的基础上适当
予以调整。比如保留了丁村人生活场景、春秋争
霸战争油画等展项，位移了城濮之战场景、窑工
场景、岩山寺金代壁画金漆画、应县木塔模型、悬
空寺微缩景观等展项。通过一系列优化处理，使
原有经典展项“焕然一新”，更上层楼。

吸纳新技术，运用新材料。展陈设施和设备
提升是本次提升改造的一个重点。在展柜方面，
展柜采用最新的材料、结构和开启方式，历史专
题的通柜和独立柜为保留原有拉丝木质风貌，增

加了实木贴饰工序和工艺；为保证钱币、玉器等
小件文物的陈列效果，展柜的进深统一缩小，并
增加双面柜、龛柜等特制展柜。在玻璃方面，展柜
玻璃和特殊展品围挡玻璃全部采用最先进的低
反射玻璃，使用面积近 2000平方米，接近“裸展”
的观展体验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在灯具
方面，展厅和展柜灯具均采用国内领先的灯光技
术，经专家论证和现场实验，三期工程选定统一
品牌、规格和参数，确保效果一致、维保规范。

重视文物安全，保障参观安全。一是为原件
展出的壁画、荒帷等土质文物，以及书画、漆木器
等有机质文物配置恒温恒湿设备或营造恒温恒
湿环境，实施定期检测和适时维护保养制度。二
是为“裸展”的文物、文物复原场景、建筑模型等
制作护栏、围挡，同时配置红外感应报警装置，张
贴提示标识。2021年改造完成的“夏商踪迹”“佛
风遗韵”展厅，开放一年多时间，“裸展”的商代大
方鼎、邓峪石塔、唐代石造像等状况稳定。三是对
小件文物和特殊文物量身定做展台展架，凡金属
等刚性材料的钉、钩、托、架等在与文物接触处均
采用软垫层保护，防止硬碰硬接触；展出的有机
质文物均采用低色温灯具。四是对原有高低不平
的展厅地面进行了找平处理，优化导览导示标识
系统，在出入口、转折处设置导引标牌和电子投
影标识，在电梯、楼梯、挑空栏杆等涉险部位清除
障碍、贴饰安全提示标识，确保观众流动通畅和
参观安全。

形式创新

本次提升改造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观展效
果的提升。在新理念的指导下，从宏观到微观进
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展示效果有了明显提升，
更方便观众欣赏展览、理解展览。

展览艺术化呈现。一是根据内容方案开展形
式深化设计，确定空间与平面布局、展览流线，确
定顶、墙、地改造方案，确定展柜、展台、展具、辅
陈展项及其他设施、设备的配置，制定施工制作
方案。二是根据展示主题、展品特色、时代背景等
确定各展厅的色彩主基调和配色，确保色彩搭配
科学、典雅、和谐，持久耐看，维护方便。三是通柜
展示文物讲究前后、高低合理布局，以及展台、文
物托架和辅陈图版的有机搭配。四是形式设计与
灯光配置方案同时制定，布展中专业灯光师跟进
调光。

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延伸。挖掘价值，有效
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是新时代文物展示利用的根
本遵循。本次提升改造中，一是注重传统辅陈手段
的应用。在保留前述原有经典之外又增加一些新
的展项：唐代五台佛光寺斗拱1：1模型、辽代大同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天宫楼阁（局部）、金代应县净

土寺藻井、金代朔州崇福寺弥陀殿门窗（局部）、元
代芮城永乐宫全景沙盘，并将山西南部工程制作
的部分金丝楠剖视古建筑模型充实到“土木华章”
展区。二是所有辅陈的文版、图版等，重点突出文
物细节的展现和隐蔽信息的解读，如铭文的展示
和释读、文物的功能用途解读等。三是更加重视现
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如采用宽屏、弧幕、折屏投
影技术展现“帝尧之都”、侯马晋都、治玉工艺、万
里茶道等；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复原“柿子滩人的一
天”，营构逼真的原生态环境意象。四是注重文物
的故事性呈现和通俗性解读，应用触屏技术和大
量二维码，延伸展示内容，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透物见人、见史、见精神；汇集大量科研成果，如晋
国大事表、三晋成语典故等。

增强互动体验。利用现代设备和多媒体技
术，适度配置动手体验、互动游戏等展项，集知识
性、观赏性、趣味性于一炉，极大提升了展览的诠
释方式、观展体验。在钱币、书画、陶瓷、玉器等展
线尾声，都设置了印模采集等互动体验项，尤其
是戏曲故乡设置的微窗观听戏曲展项，分成人和
儿童两个版块，很有亲和力，也颇具吸引力。

效果提升

徜徉在山西博物院，探寻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感知三千年

前的晋国功业，体悟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解读称雄世界500年的晋商精神……

百年晋博风华正茂，珍贵文物书写传奇。走进新时代，迈步新征程，山西博物院用心镌刻历史

印记，倾力打造“有温度的博物馆”，努力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结合、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不断提升三晋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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