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选择普林尼的白鸽作为故事主角
虚构了一场拟人化的白鸽之旅

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自然史》中，普林尼在书中描述
了鸽子的形象：“这幅图片中出彩的细节是一只鸽子正在
俯首饮水，而它头部的倒影浮现在水中，同时其他鸽子正
立在水盆边缘，或晒太阳或梳理自己的羽毛”。文献中对鸽
子的精彩描述未曾有任何的实物予以佐证。随着现代考古
学的发展，在庞贝古城等古罗马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
发现了大量用于装饰墙面和地面的图案，这些马赛克作品
使欧洲许多艺术家备受启发，促使微型马赛克工艺得到一
定发展。1737年，考古学家在蒂沃利古镇的哈德良庄园发
现了一幅用马赛克手法刻画的鸽子。这幅作品解开了老普
林尼的描述这一不解之谜，并激发了罗马的微型马赛克艺
术家去创作更多版本的“普林尼的白鸽”，作为一种标志性
的画面内容大量生产。“普林尼的白鸽”装饰面板，这一展
品名称正是起源于普林尼对这个图案的描述，因此，被称
为“最完美的马赛克”。“珍宝：从文艺复兴到维多利亚——
英国V&A博物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精选两件绘有“普林
尼的白鸽”的展品，一件为“普林尼的白鸽装饰面板”，一件
则是雕饰有“普林尼的白鸽”微型马赛克装饰面板的糖果
盒。展览以这两件作品作为001号与002号展品，将展览自
始至终串联起来，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白鸽之旅。

充分利用视觉语言
构建白鸽活动轨迹与故事讲述场域

为更好地营造展场氛围，展览序厅选择“圣彼得广

场”作为巨幅马赛克风动墙的装饰元素，步入展览现
场，迎面而来随风而动的风动墙，将展览的主展品“马
赛克作品”与展览叙事主角“白鸽”活动的场域“广
场”呈现在观众面前，而风动墙波动产生的水波纹效
果则再现了广场前的喷泉，赋予了展览以水的灵动。
在此，观众随着“普林尼的白鸽”开启一场横跨欧洲
五百年的文化之旅，一股轻松与惬意映入心间，为观
众放下身心的疲惫，享受一场历史文化的视觉盛宴做
好铺垫。

为了将白鸽的元素贯穿展览始终，亦为吸引观众的
注意力，展览的四个单元分别以一、二、三、四只白鸽的
小动画构成了每个单元的展标，同时寓意了每个单元
的核心内容。第一单元为“一只白鸽从普林尼的白鸽群
中的起飞—落在展标‘欧风古韵’—飞离展标”的三秒
钟的动画，寓意着观众作为一只普林尼的白鸽，可以自
由地翱翔在欧洲大陆的上空，翱翔在英国、法国、德国、
俄罗斯、意大利的上空，欣赏这些来自欧洲王室的珍
宝，感受五大国的风土人情与历史风韵，为第二单元的
欧洲盛宴做好充分的知识铺垫与情感氛围营造。第二
单元转化为“两只白鸽从普林尼的白鸽群中的起飞—
落在展标‘奢华盛宴’—飞离展标”，寓意着进入这个场
域的观众以三三两两作伴的形式进入展区，奔赴一场
欧洲宫廷的奢华盛宴。两只白鸽的形象让盛宴启幕时
两两相伴的爱人或情侣变得更加真实，让观众的情感
更加细腻与真实。第三单元则是“三只白鸽从普林尼的
白鸽群中的起飞—落在展标‘微观之作’—飞离展标”，
寓意着观众在盛宴结束后，进入一个艺术长廊，在此由
袖珍肖像画和微型马赛克作品汇聚而成的艺术世界让

观众可以大饱眼福，开启一面观察世界的窗口。在这
里，观众感叹艺术之美之余，还可感受到文明的多元与
交融，为第四单元的“美美与共”做好充分铺垫。第四单
元“美美与共”设计了“四只白鸽从普林尼的白鸽群中
的起飞—落在展标‘美美与共’—飞离展标”，寓意着所
有观展的观众最终汇入了普林尼的白鸽群中，与普林
尼的白鸽共同去体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图
景，通过沉浸于由欧洲的鼻烟盒与中国的鼻烟壶营造
的中外文明对话的场域中，碰撞出了思想火花，尤其是
在看到由晚清鲁派艺术大师毕荣九创作的“内画玻璃
鼻烟壶”这一代表作时，山东人民的那种地域自豪感油
然而生，进而实现了博物馆展览讲好中国故事山东篇
章的目的，让山东历史与世界历史实现了隔空对话。

除此之外，展览的每个单元都有白鸽的形象出现，让
白鸽作为展览的见证者与讲述者成为可能。雕饰有微型
马赛克制作而成的白鸽黄金手镯、挂坠及耳环在展现优
美的田园风光的同时，让白鸽这一形象再次呈现，强化着
观众的观展记忆。展览第二单元选择展品“微型马赛克白
鸽鼻烟盒”，借以寓意相亲相爱的情侣或夫妻，进一步强
化了此部分的展览主题。第四单元“女孩与鸽子鼻烟盒”
则以彩绘玻璃板的材质展现了女孩抱一白鸽的形象，一
种亲昵、关爱的感觉油然而生。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策划具有“世界文明中国精神”的主题性展览
成为当下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在文明互鉴中
讲好文明交流的故事，是博物馆践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亦是博物馆在新时代讲好中国
故事世界篇章的新举措。

珍宝：从文艺复兴到维多利亚
——英国V&A博物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的叙事线解读

代雪晶 徐文辰 华金刚

“珍宝：从文艺复兴到维多利亚——

英国V&A博物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作

为该展览在中国的第六家巡展地，山东

博物馆独辟蹊径，从展品研究出发，策划

了一个有故事、感性化、细腻化的白鸽之

旅展。为观众营造了一个相关度高、情感

化强的展陈氛围，也为境外引进展讲好

“中外文明对话”故事做了一个新尝试。

普林尼的白鸽装饰面板
英国V&A博物馆/藏

奢华盛宴单元场景欧风古韵
单元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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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浑融中西 绚彩华丽——清代广东金属
胎画珐琅特展”在深圳博物馆开幕。广珐琅是十八世纪以
来岭南最具中西文明交融特色的重要工艺品之一，为进
一步展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深圳博物馆联合香
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共同主办策划此次展览，故宫博物院、
天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广州十三行博物
馆、东莞市博物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圳市南山
博物馆等协办，共展出197件组画珐琅。本展览为香港中
文大学文物馆与深圳博物馆联合申报的 2022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珐琅工艺在中国的创烧是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不断
拓展的成果。康熙开海后，东西方交流日臻兴盛。广州，这
座华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更成为欧洲各类新奇舶
来品及西方科技、文化进入中国的首站。凭借地利之便和
传教士的推动，广州引入欧洲的画珐琅技术，熔中西文化
与工艺技术于一炉，发展出了全新的岭南工艺名品——
广珐琅。广珐琅曾广销欧美、东南亚和印度等伊斯兰世
界，并进贡清廷，兼及国内市场。在中国画珐琅的创烧与
发展过程中，广州在地域、人才、技术及原料等方面，始终
较宫廷占一定优势；在工艺与装饰方面，也往往领风气之
先。其创始之初的艺术水平即臻于清代巅峰，精品更可与
宫廷画珐琅比肩。十八世纪中期，粤海关开始大量承做供
御画珐琅器，并借鉴西洋技术，推陈出新，发展出中国的
透明珐琅工艺。广珐琅不仅是清代广东地区融合中西艺
术风格的工艺品，也曾深刻地影响了宫廷画珐琅、广珐琅
以及景德镇陶瓷工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科
研价值。

深度揭示早期广珐琅工艺与成就

本次展览主要分为“臻于巅峰”“粤海呈贡”“声名远
播”三大部分，聚焦广珐琅产生的历史背景、技术源流、装
饰题材、宫廷互动和外销市场等方面，重点呈现广珐琅的
早期面貌及中西文化与工艺深度融合的细节，希望借此
能让大众领略到广珐琅的主要成就、工艺之美与深远影
响，并从中汲取前人智慧，让传统的广珐琅工艺焕发出时
代的光彩。

展览从康熙二十三年（1683）海禁解除、广州成为中国
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时代环境着手，剖析广东金属胎画珐
琅产生的历史背景。其珐琅彩料、明炉等技术源自欧洲，但
在器物的装饰技法上却兼及中西，产品畅销海内外。

第一单元“臻于巅峰”重点聚焦广珐琅的早期面貌。
此次展览从海内外多家机构收藏的广珐琅文物精品中
识别出一批带有西方天主教题材、效仿清初绘画名家
且具广东地域特色的画珐琅文物。解析广珐琅产生的
时间，不晚于康熙朝的最后十年，广珐琅的制作技术融
合了中国瓷器制作的吹釉法，且对后来享誉全球的广州

织金彩瓷影响深远。广珐琅装饰的手法融汇中西，既有西
方的天主教题材、欧洲的黑地画珐琅工艺，又有中国仕
女、山水、花鸟绘画的装饰传统，并与广东本地端州款彩
屏风工艺关系密切。早期的广珐琅精品，艺术水平堪与宫
廷画珐琅比肩，技高一筹的广匠，还屡被举荐至清宫参与
画珐琅制作。

“潘淳指制”款饰板是目前唯一宫廷珐琅匠人写款的
画珐琅作品。潘淳，是清代的画珐琅名匠，最早见于康熙
五十五年（1716）广东巡抚杨琳奏报访送烧珐琅人的奏折
中。饰板体量硕大，四周的墨地珐琅对称花枝具伦敦黑地
珐琅工艺的特点；开光内绘“二乔教子”“昭君出塞”，构
图、设色、技法与康熙朝画家禹之鼎风格相类。这组画珐
琅融东西方艺术元素于一体，当属广珐琅巅峰时期的精
品之作。

本部分还特别展示了几件宫廷珐琅以及早期广彩作
品。因为广珐琅的成功创烧，不仅引发了广东最负盛名的
广彩的产生及在西方的广为流行，而且对宫廷画珐琅的
成功烧制及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推动
作用，深刻改变了清代陶瓷的总体风貌，对中国陶瓷的发

展影响深远，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地位。这是此前学界很少涉及的视角。

从广珐琅看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

广珐琅与宫廷、西方社会形成了多元良性互动，展现
了中外文明交流的新气象。本次展览所展出的文物既有
针对国内宫廷所需的供御金属胎画珐琅，也有针对外销
市场而生产的独具异域风情的广珐琅，文物造型、纹饰充
分体现中西融合的特点。第二单元“粤海呈贡”主要展示
粤海关“成做”进贡的画珐琅面貌。乾隆十三年（1748）之
后，宫廷所需铜胎画珐琅多由粤海关承做。此时的广珐
琅，器型、纹饰、釉色多与宫廷样式靠近，但在装饰题材上
又发挥广东领风气之先的优势，加入洛可可艺术风格元
素；新创的透明珐琅器也成为粤海关的进贡特产。

展览的第三单元“声名远播”着重呈现广珐琅的全球
贸易市场。广珐琅的足迹远布欧美、东南亚及伊斯兰世
界。针对不同地域市场的需求，广珐琅在装饰、功能等方
面均有调适。销往欧美的广珐琅烛台、带加热炉的茶壶、
茶盘等，是适应西方生活的设计；销往印度等地的广珐
琅，以带托盆的执壶与玫瑰水瓶为主，符合伊斯兰文化特
征。十九世纪以后，广珐琅不仅进入暹罗皇室、寺院，其工
艺还被越南阮朝引入宫廷作坊。

展陈设计理念创新

此次展览的创意感较强。首先，主题装饰与色调均选
取广珐琅文物的典型纹样与釉色。如第一单元墙体颜色
选自早期康熙广珐琅上的胭脂红色，第二单元粤海呈贡
色调选取供御广珐琅的黄色。另外，又选取广珐琅器物上
多次出现的锦纹、折枝花卉等元素对展厅内墙体进行装
饰，营造了舒适的观展体验。

其次，单元展厅空间划分各具特色，尤其是门框设计
取材自广珐琅上普遍流行的开光造型。如第一单元的倭
角形开光门框、第二单元的海棠形开光搭配冰裂纹窗格、
第三单元的扇形窗等。展厅内还设置有观影区，以卡通短
视频介绍画珐琅品的制作工序；同时设置有触摸屏，观众
可以手动查看精品文物的高清细节，增强了互动感。

深圳博物馆一直以来围绕社会关注话题，立足学术
策划兼具艺术观赏性的高质量展览，本次展览围绕中西
文明交流互鉴主题，既汇集了海内外学术成果，又体现了
深圳的研究成果。广珐琅的创烧与发展历史，正是这一宏
伟画卷中的精彩华章。新时代背景下，同处粤港澳大湾区
的香港与深圳的文博同行,将以更宽广的胸怀，立足学术
研究，关注社会需求，深入开展多领域合作，积极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努力拓宽多元互动的人
文交流格局，为大湾区文化建设助力赋能。

合江省政府旧址博物馆
揭牌开馆

郭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周年之际，合江省政府旧址博物馆 6月 30
日在黑龙江佳木斯开馆。佳木斯市委书记丛丽、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党组书记宫秀丽与合江省时期革命先辈后代代表李晓星、彭幼
平共同为合江省政府旧址博物馆揭牌。

合江省政府旧址始建于 1934年，2022年 6月，旧址修缮工作正式
启动。为了还原古建筑原貌，更好地延续和传承红色历史，威联公司把
这座近百年的建筑进行“修旧如旧”的保护性修缮，严格遵循保护建筑
修缮规定，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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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其历史真实性，保护文物的安全与
价值。在修缮过程中，遇到施工工序多、各工种交叉作业协调难度大，
防腐、暖气、机电安装工程等难题，都得以有效解决。严格按照建筑原
有的特征、材料质地、工艺进行修缮，并对整体项目进行细化，集中体
现建筑特色，有重点、分层次、分阶段，逐步修缮，克服各种困难，秉承
工匠精神，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

旧址修缮后，在其内部建设合江省政府旧址博物馆。这项工程是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三江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历史第一卷》中写道：“特别是在佳木斯，由延安转
移来的一大批文化机构及许多著名文学艺术工作者云集于此，文化活
动十分活跃，佳木斯曾被誉为‘东北的小延安’”。通过对革命旧址内涵
文化价值的深入研究，尊重历史、深挖历史、还原历史，决定在旧址博
物馆设立东北小延安主题展览，由前进区委书记黄远志牵头，与区宣
传部部长肖武民、文旅局局长李佳男成立工作专班，并聘请市政府原
秘书长富宏博担任展览总顾问。

展览精心谋划，聚焦旧址所处历史时空中的革命任务、活动、事件，
以保证文物安全为前提，注重对革命旧址原有历史信息的延续和革命文
化的传承。主题展览由延安决策战略转移、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合江大
剿匪、决战黎明等十个展区组成，建筑面积 1722平方米（一期），展厅
1400平方米，展品千余件。坚持以物证史，让文物和老照片讲好佳木斯历
史故事，真正做到有址可循、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

展览展出了当时东北书店印发的《新民主主义论》，1948年 5月 4
日东北书店首卷精装本的《毛泽东选集》，陈云同志发给中共中央政治
局的简明报告的原稿，更有张闻天、李延禄、李范五等珍贵的生平资
料。一件件珍贵文物和实物记载的荡气回肠的感人事迹，可以使观众
了解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这段辉煌的历史，并将红色革命精神一代一
代地传承下去。

在展馆的布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和创新，根据展示内容结合传统
工艺研发了手工掐丝彩色铜版画，突出展示佳木斯老火车站、东北银
行以及省政府旧址。掐丝画面的主色调与底色采用了现代新技术及配
色技巧，画面清晰，色彩丰富艳丽。既有工笔画的精巧细致，又有油画
的实景质感，也有水彩画的空灵透明，在底色的衬映下，主题突出，寓
意深刻，将旧址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序厅是博物馆的重点展示空间，主题浮雕在多次论证会中得以确
定，画面中毛泽东旧居窑洞、延安宝塔的出现代表着延安精神，而壶口
瀑布标志着延安精神亦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地向祖国各处蔓延，直抵
东北三江平原佳木斯。因东北的重要战略地位，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
派出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在内的20名中央
委员、候补委员，率领两万干部、十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挺进东北。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
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全东北的工作。中共中央
东北局根据战争形式的需要，决定组建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分局。
中共中央北满分局辖松江、嫩江、合江、黑龙江、绥宁五省，佳木斯市是合
江省会。遵循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北满根据地的
方针，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迅速改变了合江地区的面貌，把一个政治混
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东北地区的一个巩固的战略
后方。同时，突出了延安到佳木斯的路线，演绎着延安文化大军的到来给
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带来空前文化繁荣，抬头望去，巨大的党徽照耀着
每一位驻足观看的观众，让人心生感慨。

面对复杂的工艺和资料的缺乏，策展人员没有退缩，查阅资料、研究
分析，制作小样仔细推敲，采取几种制作工艺穿插融合的方式，实现了最
终方案。在制作东北书店和东北银行门脸的展厅内复原时，查阅了大量
资料，经专家指导，并去实地考察，反复推敲后确定方案，通过精湛的塑
形手法和做旧技术，结合灯光还原，得以完美呈现。在剿匪半景画场景
中，除了聘请省内知名画家执笔创作，多次斟酌修改，精益求精，还根据
现场情况既视感调整视频，校对内容，以期达到最佳效果。在制作大型光
电地图时，经过无数版手稿的碰撞后确认了最终设计方案，且在工厂制
作多种材质、厚度、灯光颜色的小样进行效果对比、推敲，完美展现了
1946年春解放战争初期在黑龙江省境内的省级建置地图。在“七个第一”
展项中，我们创新性地定制了老式电影放映机模型，利用投影机，与年代
老电影放映小屏相结合，给参观者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为确保在党的
生日这天展览可以顺利启动，不断抓节点、抢进度，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尤其是进入决战阶段，施工团队发扬了敢打硬仗、勇于拼搏的精神，以最
快的速度、较好的质量完成了此次陈列布展工程。

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侧面
“浑融中西 绚彩华丽——清代广东金属胎画珐琅特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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