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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江西省博物馆特别推出了“丝路瓷缘·釉见敦煌
——瓷画艺术展”。20件来自敦煌的高保真复制藏品集中展
出，60件景德镇当代艺术家创作的敦煌壁画主题瓷画荟萃一
堂，以现代陶瓷语汇诠释敦煌壁画新貌，为公众带来一场古今
融合的艺术文化盛宴。

敦煌是丝路明珠，敦煌壁画艺术蔚为大观；千年瓷都景德
镇，瓷器是闻名世界的靓丽名片。敦煌壁画与景德镇瓷交融，文化
符号荟萃在一起，以现代陶瓷语言诠释敦煌壁画新貌。神秘虚幻、
深沉庄重的敦煌壁画与颜色釉变幻流转的艺术语言在窑火中熔
融、重生。这是一场敦煌壁画与陶瓷艺术交融创新的视觉盛宴。

展览探索新时代下敦煌主题的今日艺术语汇表达，以赣
地特色艺术语汇——瓷为载体，聚焦敦煌壁画这一艺术主题，
以瓷再绘敦煌新貌，是集合两座古城标志性艺术载体的对话
与链接，也是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碰撞与实验。

江西省博物馆联合敦煌研究院与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
院，以敦煌壁画为主题，陶瓷为媒介，让敦煌壁画与陶瓷艺术
交融对话。两者的交融，是两个城市文化符号的荟萃，展示敦
煌壁画之精美。岩彩壁画和瓷画，两种风格迥异的艺术材质，
共同传递敦煌之美，碰撞出新的火花，从洞窟开凿到工匠分
工，壁画绘制，线描演变，重现敦煌壁画创作之旅。

展览分为“敦煌的呼唤”“景德镇的回音”“隐藏的对话”三

个单元，共同讲述敦煌文化之精髓，创新瓷画艺术之工艺。
敦煌作为绘画艺术的圣地，吸引着无数朝圣者，敦煌壁画

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璀璨明珠。“敦煌的呼唤”单元重点展示敦
煌壁画精品，展出尊像画、佛经故事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
装饰图案画等具有代表性敦煌壁画，揭开敦煌美学的神秘面
纱，解读敦煌壁画艺术。

瓷业高峰是此都。景德镇陶瓷的高温颜色釉释放窑变的
无限可能性，丰富了陶瓷艺术创作形式，成为新意迭出的艺术
语言。“景德镇的回音”单元荟萃多位景德镇陶瓷大师之长，展
出60件套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瓷画，以瓷板画作为媒介表
现敦煌艺术，高温颜色釉以无限可能的创造性与敦煌历史积
淀的粗犷质朴碰撞融合，在创新中传承敦煌艺术。

敦煌和景德镇，一北一南，两座城市背后是两种代表性东
方艺术语言，它们共同历经人工之力与自然之力的洗礼与重
塑，呈现出充满质感的天成之美。“隐藏的对话”单元聚焦敦煌
壁画和釉变瓷画两类艺术载体，重点展示敦煌壁画与景德镇
瓷板画两种不通过创作方式的对话，为公众解答疑惑，揭秘壁
画与瓷板画的创作过程。

展览设计尊重文物艺术性、凸显文化独特性，以讲述敦煌
历史文化为中心，彰显敦煌壁画之美，打造一个敦煌壁画精品
展示空间。

整体布局上，序厅以敦煌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鹿王本生
图”为背景，正面展标墙由瓷片造型、釉面质感等元素共同构
成，点明展览主题，顶部饰以敦煌洞窟藻井图案。三者相得益
彰，融贯一体，于庄严的空间氛围中拉开这场艺术盛宴的帷
幕。展厅之间的拱形门洞，设计灵感来源于敦煌壁画原生环境
的洞窟形状，使得整个空间通透大气。

设计元素上，壁画元素串联展览，瓷板画彰显赣地风采。
提炼九色鹿、莲花、洞窟等元素，营造空间氛围；瓷器是江西的
文化符号之一，借助瓷画、釉彩为媒介，表现敦煌壁画主题，彰
显赣地特征和风采。

灯光使用上，使用切片灯，提升对艺术作品的呈现效果。
展览中使用了LED切光照明灯具，极大地突出了展品，使得作
品光照均匀，细节突出。而作品画面之外是暗区，明暗对比。于
纯净典雅的背景中聚焦展品，让公众惊艳壁画精美之时，更好
了解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工艺特征。

色彩选择上，选用赭红和驼色为主色调，表现敦煌壁画色
彩绚丽璀璨和陶瓷素胚的素净，在统一、纯净的背景衬托中，
让公众充分领略敦煌壁画和瓷板画的无限魅力。

展项设置上，现场复现釉面瓷窟，360°立体呈现全貌，让观众
近距离欣赏釉面质感和瓷画工艺，身临其境感受窑变之美；触摸
屏观看区，采用触摸屏联动投影方式，诠释四个重点壁画故事。

体验区还设计了互动装置，实现展厅与文创空间融合、展
览与教育活动互通，达到寓教于乐、展教合一。

6月 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同市博物馆升级改造
后的分馆平城记忆馆也于同日重新对大众开放。

平城记忆馆内展出藏品294件（套），重点文物25件（套），
新推出的“老大同记忆展”以历史发展脉络，展现了大同这座
城市从近代至今的历史发展进程，金大陆展览承担了该展的
设计与制作任务。

大同市博物馆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建筑面积32821
平方米，是晋北地区最大的博物馆。目前该馆实行“总分馆
制”，除总馆外已有平城记忆馆、梁思成纪念馆、北朝博物馆等
九座分馆对外开放。

建在大同市东城墙带状公园南侧下沉广场的平城记忆
馆，与梁思成纪念馆相对而立，占地面积约1210平方米。馆内
原设四个展厅，通过展示大同的历史变迁，为观众留下了属于

大同的城市记忆。
展陈着重考虑与老大同历史记忆的内容相呼应，以历史

发展为引，展现大同这座城在晚清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城市记忆。同时通过立体化、形象化的展陈手段，使之形成陈
展环节上的一串串亮点，引发观众的参观兴趣。

展览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从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建国
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城市记忆进行陈列。每个历
史时期对应不同的色彩，分别代表了历史的记忆和城市的
发展。

进入展厅，首先看到的是“沧桑的故土”单元，这里主要
展示了鸦片战争以后，整个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所呈现出的城乡生活旧影与民生百态。空间以灰色调为主，
同时利用旧城建筑造型元素辅助展板进行呈现。展厅设置有

展项“大同晚清时期古城老照片播放系统”，利用视频影片的
形式再现晚清时期大同城市的丰富轮廓，加深了观众对大同
的认知。“萌动的边城”单元主要表现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大
同，近代工业的发展带动大同城市面貌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展厅以褐色为设计基调，展现大同近代发展的历史记忆。新

中国成立后大同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了
质的飞跃。“奋进的岁月”单元的色调也由前面的灰色逐渐转
变为红色，展示出新中国成立后大同社会生活的鲜明变化。
展厅设置有展项“大同工业企业老照片播放系统”，以视频影
片的形式播放大同工业企业老照片，引领观众重温建国初期
大同企业的辉煌历史。“变革的时代”单元主要展示新时代下
大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展厅色调由红色转化为浅蓝色，
突出展示大同科技与经济的新发展。展厅设置展项“大同时
代变革视频播放系统”，展现了大同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
革后，一派繁荣昌盛的局面。

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记忆，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城
市记忆是时间流逝所留下的痕迹。“老大同记忆展”利用不同
时期的实物展品辅助图文展板与媒体视频影像，向观众翔实
展现了大同在晚清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方方面面的变化。

在展览设计过程中，将学术性与趣味性、静态与动态、传
统与现代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运用多元化的陈列语言和先
进的表现形式，达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展陈效果。

大同市博物馆：老大同记忆展

5月18日，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往事——20世纪初哈
埠社会生活展”推出。新展通过博物馆全新的二层空间和提升
后的一层展厅，使整个展览串联在一起，重现哈尔滨民风民情
以及哈尔滨时代变迁的历史过程。

黑龙江省博物馆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建筑面积15691.74
平方米，馆各类藏品63万余件。博物馆主体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哈尔滨莫斯科商场旧址，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黑龙江省博物馆作为一级博物馆、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窗口，是文
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宝库，是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交流展
示平台，是承载黑龙江恢宏历史与璀璨文明的“百科全书”。

“哈尔滨往事”展览紧紧围绕“人、路、城”三条叙事线索展
开，重点突出二十世纪初哈尔滨市作为东北亚地区最大的国
际化大都市的四大特点——多彩、前卫、活力、包容，进行框架
结构设计。

在布展中，金大陆设计团队通过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
以及模型沙盘等多种表现手段，以达到设计与主题相互呼应，
内容和形式融为一体的完美视觉效果。

进入序厅，迎面设计的是展览的主标题，形象墙通过玻璃
雕刻的形式展现哈尔滨当地的建筑元素。观众透过透明玻璃
可以看到松花江铁路大桥，左侧穿过建筑呈现的则是哈尔滨
极富特色的民俗画面。

继续向里走，远处为松花江的背景画面。走廊通过水纹灯
营造出一种波光粼粼的视觉效果，松花江环境音效更为整体
空间增添了沉浸式的体验。

市井烟火单元复原了哈尔滨老字号商业街道，林立的商
铺、交错的街巷、熙攘的商贩、浓郁的市井气息、多彩的城市风
格，勾勒出一幅近代哈尔滨繁荣的图卷。

建路兴业部分左侧主要介绍中东铁路，右侧主要介绍东
省特别区，两侧通过俯视柜和版式相结合，介绍展示内容。

凝固乐章单元以展现建筑艺术形式为切入点，通过模型

复原、三维动画等多种形式，将哈尔滨美轮美奂的教堂、领事
馆等建筑呈现在观众面前。

纸媒风云单元通过图文、文物、场景复原、多媒体等方式展
现丰富的馆藏文献，并以重要时间或重要事件的相关文献报道
为亮点，呈现出20世纪初哈尔滨出版业发展的繁荣景象。

哈尔滨是中国现代冰雪体育运动的摇篮，是中国最早的
人工滑冰场诞生地。艺术之光单元设有滑冰场景复原场景，以
前景衔接地物的形式制作了一个逼真的滑冰场，使观众颇有
身临其境的感受。

在侨民生活单元，设计团队将文物和硅胶人、艺术品相结
合复原生活场景，并通过多媒体手段成功营造出浓郁的家庭
氛围和思乡情怀。

“哈尔滨往事——20世纪初哈埠社会生活展”是带有本土
文化、侨民文化和融合文化印记的主题展览，通过运用文物、
图版、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技术等多种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示了
哈尔滨城市恢宏的发展历程。

整个展览空间布局合理、流线顺畅，在空间划分上既强调
合理性，又注重文化的个性与创新，通过现代丰富的表现手段

展示出哈尔滨在中西文化对流的城市历史等方面独特的文化
魅力。

“釉见敦煌——瓷画艺术展”展陈巧思
罗永顺 赵涛

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往事——20世纪初哈埠社会生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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