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
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
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彩云之滇——古滇国青铜文化展”由山西博物
院、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昆明
市晋宁区博物馆4家单位联合主办，展品150件，旨在
向公众呈现神秘的古滇国青铜文化，倾听滇人的那
些故事，感悟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云南青铜时代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处云贵高原，海拔高
低相差极大，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复杂。众多的
山间盆地密布其间，河流、湖泊星罗棋布，复杂的地
貌条件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此外，云南特殊
的区位因素，使得本土青铜文化受到北方草原文化、
东南亚文化、巴蜀文化、越文化等各种不同外来文化
因素的影响，整体呈现为“多元一体”的文化面貌。目
前学术界大致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六种类型，即滇
西北地区、滇西地区、滇中地区、滇东及滇东北地区、
滇南及滇东南地区。

云南青铜时代的起源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未有
定论。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开展，云南全省发现了较
多青铜文化遗址，尤其是剑川海门口、大理银梭岛、
鲁甸野石山、耿马石佛洞等众多早期遗址的发现，对
探索云南青铜时代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剑川海门口遗址是目前云南发现最早的青铜文
化遗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石、陶、骨、铜等各类器物。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曾对海门口出土样品
进行了数据测定，最早及最晚年代分别为距今5000年
至距今2500年。部分学者根据海门口遗址最新的地层
关系以及碳14测年数据认为：海门口遗址青铜文化时
代早段从夏代中晚期遗址延续到商代末期。然而，李晓
岑先生研究后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测年数据跨度较
大，对其出土金属器的年代，应该采用碳14测定的下
限数据，即春秋战国时期。樊海涛先生认为：从目前考
古材料表明，云南在商周之际出现青铜器确定无疑，但
是云南正式跨入青铜时代应当是在春秋时期，楚雄万
家坝墓葬则是其比较可靠的证据。

综上所述，云南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应是春秋时
期，所谓的“早期青铜时代”，可能更多的是“铜石并
用”时期。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滇西地区早期遗
址较多，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战国末
至东汉初则是高潮期，以滇中地区的“滇国”青铜文
化为代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滇王降汉及郡县制的
推行，铁器、牛耕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逐渐普
及，本土青铜文化受到剧烈冲击，迅速衰落。东汉初
年，云南青铜时代草草落幕。

神秘莫测的古滇王国

滇国青铜文化是云南青铜文化巅峰时期的代
表，“滇”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根
据记载：战国晚期，楚将庄蹻率军来到滇池盆地，因
秦国军队阻断归途，遂率领军队留当地，变服异俗，
建国称王。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年），滇王
降汉，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此后文献中
几乎再也没有提及“滇国”，那个文化璀璨的古老王
国就此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滇国历史和滇文化面貌
都无从得知，甚至滇国是否存在也成为亘古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
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等众多滇文化遗址
的发现，使得这个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王国得以
重见天日。

石寨山墓地先后进行5次考古发掘工作，出土文
物众多。1956年的第二次发掘时，M6出土了一枚金
质蛇钮阴刻篆文的“滇王之印”，与《史记·西南夷列
传》中的相关记载相互印证，从而证实了该墓地为滇
国王侯贵族的墓地，为了解滇国与滇文化的面貌提
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呈贡天子庙墓群是滇国早期文化遗存，1975 年
发现，经多次发掘，清理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墓葬85
座，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其中 41号墓的规模最大，
出土了大量纹饰精美的青铜器。比较典型的有巫师
纹鼎，集中原文化、岭南百越文化和自身民族特色为
一体，墓主人可能是滇国早期一位首领。该墓群是滇
国早期文化遗存，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与史料记载
的“庄蹻王滇”大致为同一时期，对构筑滇文化的年
代序列，揭示滇文化的性质和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

云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
分，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云
南现已经超过76个县160多个地点发现了青铜器，出
土青铜器数量超过 10000件。总体看来，云南青铜器
无论数量、质量、影响力，都以滇中地区为核心，呈现

出一种向四周辐射的分布状态。这与史籍中对“西南
夷”以及“滇国”的记载是吻合的。

滇国青铜器是云南青铜器的巅峰，不仅铸造精
美，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尤其是与滇
西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间的联系更是清晰可见，如剑
川海门口的铜夹子、楚雄万家坝的铜鼓等一些器物类
型在石寨山都有发现。此外，通过现代科技工作者的检
测和分析，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楚雄万家坝可能是滇
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说明滇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
程中，在逐渐吸收融合周围地区的文化和技术，与云南
早期青铜文化一脉相承。战国以后，滇国青铜文化逐渐
成熟，成为云南青铜文化中的佼佼者。其高度发达的青
铜文化，不仅影响滇南、滇东北等地区，甚至辐射到夜
郎、勾町以及越南东山文化。

滇国青铜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写实主义，从设
计理念到青铜铸造无不充斥着现实主义的艺术特
征，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成组成套、崇神重礼差别较
大。从青铜器器型上来看，滇国青铜器更多的是实用
器，或是实用兼具礼仪性质的特殊礼器，而少有中原
以鼎簋觚爵为代表的器类。比较有特色的器型有农
具、仿生式兵器、贮贝器、铜鼓及扣饰等。其中有些器
物铸造精美，可能具有礼器的功用，但是这些所谓的

“礼器”器型丰富，一般没有固定的数量，并不像中原
地区的礼器成组成套，且器型相对固定。此外，虽然
部分器物如戈、矛、剑、钺、斧等器物是中原地区的常
见类型，但是其造型和装饰与中原截然不同，尤其是
如鸟头形铜啄、蛇形铜叉等模仿动物的某一部位制
作的各类仿生式兵器，目前尚未见于其他地区。

从艺术表现来看，滇国青铜器的装饰主要是以
圆雕、浮雕、线刻图案为主，主题多为人物、动物或当
时滇人生产生活、宗教祭祀等各类生活场景，与中原
范铸的抽象化、符号化的纹饰大不相同。各种动物和
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场景直观准确，用生动逼真的
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向我们展现了滇国社会各个方
面。虽然滇国目前尚未发现文字，但是这些滇国青铜
器堪称青铜铸就的滇国信史。

滇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与中原传统的范铸法有所
区别，除采用石范、泥范外，还普遍使用失蜡法。如江川
李家山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即以失蜡法制成，是国
内已知较早的熔铸法实例。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诅
盟”贮贝器仅器盖上就有127个捏蜡人物饰件，无不具
体而微、形象生动地显示出滇人高超的熔模铸造技艺。
此外，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也发达，镀锡、鎏金、镶嵌玉
石、髹漆、线刻等，这些工艺在其他地区青铜器上并不
普及，尤其氧化涂料技术即“黑漆古”，达到极高水平。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秦开“五尺道”、“置吏”，沟通了首都咸阳与今云
南东部的联系，标志着中原王朝开始经略西南，使得
汉文化不断向边远地区扩展。但是滇国地处西南边
陲，多元文化汇聚，汉文化并未深入，此期滇国青铜
器无论器型还是纹饰，都具有云南少数民族风格及
特征。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朝于此
设立益州郡，采取羁縻政策，赐“滇王之印”，令滇王

“复长其民”。郡县制设立以后，至东汉早期，滇文化
墓葬中的随葬品基本与中原趋同，滇文化逐渐融入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

汉开西南夷，设置七郡，奠定了西南边疆地区行
政区划的基本格局。西汉时期云南西部疆域已经跨
过澜沧江抵达怒江东岸。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永昌郡设立，云南的西部疆域已从澜沧江、怒江
之间延伸到了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我国西南地
区的疆域在此时基本界定，此后两千多年未有较大
的变化。两汉开发西南，促进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的交
流与融合，推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近年来，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两汉时期的封泥，
包括“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在内的各类封泥，
涵盖了汉代益州郡 24县中的 18个地名。上蒜第一小
学北侧还发现了简牍，目前清理二百余枚，辨认出

“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为探索
滇国都城和西汉益州郡郡治提供了线索，也为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

滇国与滇文化的青铜器辉煌璀璨，但是其在史
书上寥寥无几的记载和神秘消失，为我们留下了众
多的谜团。目前对滇文化的发现与解读，只是冰山一
角，相信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这
个古老王国将会逐渐呈现在世人眼前。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

彩云之“ ”：古滇国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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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布展工作结束后，展柜虽然经过
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可以正常使用，但文物
毕竟从一种环境进入另一种环境，容易出
现各种问题，所以需要对文物后续状态做
好密切跟踪。

环境平稳过渡 一般情况下展厅温湿
度与展柜标准的温湿度存在一定差距，而
且可能差距比较大。布展的时候，展柜开
启，柜内温湿度与展厅环境趋于一致；布展
结束后，关闭展柜，温湿度立即变为标准设
定值，会使文物所处环境经历较大的波折。

“风范长存——毛主席遗物展”为了避免这
种情况，经过一段时间调节，才逐步将展柜
温湿度调节到预定标准值，让文物保存环
境平稳过渡。如果展厅环境的湿度是 80%，
文物最适宜的保存湿度为60%，那么展柜湿
度设定值从 80%开始调整，每天向下调整
2%，直到调整为 60%，温度调节亦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个调节的过程越平稳对文物
保存越有利。

定期巡查 展览之初，文物对展览环
境还未适应，各种设备运行不久，存在着许
多不确定的因素，文物工作者要定期观察
展品表面是否发生明显变化，并对文物的

展出现状作出科学评估。
“风范长存——毛主席遗物展”制定了较

为完善的文物展陈及管理制度，展陈文物档
案既有文物名称、编号、质地、现状、完残程
度、展示条件、展出日期等文字信息，也有文
物现状、展示状态的图片信息，还有文物交接
人员及文物保管部室主任、馆长签字。文物管
理人员按照规定，每周两次到展厅巡查，检
查、记录文物展示状态、温湿
度环境及是否有虫霉等异常
情况。设备维护人员定期检查
设备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后，
及时报告部室主任，再协调馆
内相关人员一起解决，并做好
问题解决过程及结果的记录。
无法解决的问题报告馆领导，
经馆务会讨论决策后，再拟定
解决办法。

文物保存过程中，经过
长时间的适应，无论是本体
的物理状态，还是与环境的
关系，都形成了一种平衡，若
轻易改变这种平衡，就会对
文物造成伤害。陈列布展过

程中，文物保存状态必然要经历一些变化，
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这些变化控制在最低
限度。这往往并不需要多么高精尖的技术，
更多的是需要文物工作者的耐心和细致，
只要我们在工作中时刻以文物为中心，牢
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多思多想，就能
实现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完美结合。

（作者单位：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布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文物本体、
环境、管理等各个方面，文物工作者需未雨
绸缪，做好布展前的预案。

展柜清理 现在的展柜一般都是在工
厂制作，施工现场安装，材料上往往附有大
量灰尘，而灰尘对文物的危害相当大。进行
展柜清理，一是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同的材
质要用不同的清洁工具，才能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二是要注意人员自身的防护，新
展柜内往往残留大量有害气体，较长时间
在展柜内工作，可能对人体产生一定危害。

“风范长存——毛主席遗物展”要求展
柜制作方交付使用前，对展柜进行一次全
面清理。在此基础上，文物管理人员又进
行了三次细致的清理。第一次是展柜交付
之后，对展柜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展柜
的零部件到每一个角落，进行一次彻底清
洁。第二次是展柜内的文物展示台架、背
景配置到位之后，对展柜内空间各面再进
行一次全面清理，经过这次清理，展柜内
的含尘量及污染物基本达到文物布展的
要求。第三次是将文物放入展柜后，展柜
密闭前对一些重点部位如展台、玻璃，在
确保文物安全前提下，再进行一次细心清
理。除了这三次较为全面的清理，还根据

展柜各项指标检测情况，进行一些有针对
性的清理。比如检测发现展柜内的硫化物
超标，那就必须找到污染源，并采取相应
的清理措施。

展柜试运行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
物，避免文物展览过程中遭受因设备故障
造成的环境频繁波动，展柜正式启用前，需
要有较长时间的试运行和调试，检测、记录
各种运行数据，如温湿度、照度、紫外线、污
染物、密闭性等等。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才
能发现展柜各项性能是否达到文物保护的
各项标准。

“风范长存——毛主席遗物展”采用的
是订制展柜，每个展柜都根据所放置文物
的大小、保存要求来制作。文物工作者不仅
要向展柜制作方提供文物图片、尺寸，还要
提出文物保存的具体要求，如照度、温湿度
控制范围等。试运行过程中，文物工作者在
展柜中放入照度、温湿度记录仪等设备，每
天在相同时间记录2次，并将记录结果与展
柜自带的温湿度控制仪上显示的结果对
比，连续一个星期，再根据控制要求综合评
估展柜性能是否达标。密闭性是展柜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关系到展柜内小环境是
否能保持长期稳定。所以，在试运行期间，

这项数据的检测很有必要。为此，馆方特邀
专业检测机构对此次展陈所用的展柜密闭
性及空气质量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测，并出
具检测报告。

展品清理及环境预调节 陈列布展
前，文物长时间放置在库房，表面或多或少
存在一定灰尘，影响展览效果。布展前，文
物工作者根据展出文物材质、形状的不同，
采取不同方法，对灰尘进行清理。有些文物
表面比较光滑，物理强度比较高，清理起来
也比较简单，如瓷器、金属，用细软的布绸
擦拭即可；有些文物强度低或表面凹凸不
平，则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较为适宜的
清理方法，如纺织品类的文物，可根据情况
采取吸附或者其他方法除尘。

经过清理的文物，最好按照保存环境
要求，按类别集中放置在一个或几个地方。
一方面是为了布展时提取方便，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让文物适应从库房环境到展柜环
境的过渡。因为受条件限制，很多文物在库
房保存的温湿度和展示环境的温湿度不完
全相同。如果一件文物保存在库房的湿度
是 60%，而展厅环境是 50%，那么最好在
50%-60%的湿度环境中过渡一段时间，这
样就可以避免文物保存环境的急剧变化。

布展过程中如何进行文物保护
陈新征

陈列布展是文物从一种保存状态变为另一种保存状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物的位置和环境短时间内都发生幅度

较大、次数较多的变化，势必对文物造成一定伤害。这如同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地方久了，突然去另一个地方，就会感觉不适

应，常常就会因水土不服而生病，文物也是如此。但只有经历这样的曲折，文物才能在展示展览中实现价值再现。文物保护

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在这种“变”的过程中，对文物实现最大限度的保护，尽量让文物受损伤的可能或程度降到最低。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风范长存——毛主席遗物展”展陈面积2000多平方米，展出文物1000余件。展览施工过程

中，文物保护工作者践行文物保护的最新理念，高标准、严要求，与各方一起紧密协作，保障了陈列布展过程中的文物安全。

布展前的准备

现在展览的布展时间一般不长，但文
物从库房移到展柜中，不仅要面临多次的
交接，也面临环境的变化，文物受损的概率
成倍提高，对文物工作者提出了考验。

文物提取交接 陈列布展首先要避免
的就是文物在提取交接过程中发生物理上
的碰撞损伤，所以在文物提取的时候，先要
用合适的包装材料、采取正确的包装方法，
对文物进行简单的包装，注意包装材料表
面不能太光滑，也不能对文物造成污染或
在文物表面残留。文物提取最好是一物一
提，一人提取，一人接收，一人做好交接记
录，三个以上人员运送。交接人员要十分细
致小心，根据文物的形状及受力点，采取适
当的手势拿取文物。展厅拆包的时候，护送
人员应该将文物包装方法及拿取方法告知
拆包的人员，避免发生意外。

那种认为文物在库房交接给陈列部门
之后，就万事大吉，与文物保管部门就没有
任何关系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甚至在文
物放入展柜后，进行摆放设计的时候，文物
保管员仍要参与其中。

文物运输 文物从库房到展厅一般要
经过一段路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方
人员聚集在一起，除有保管部门的人员以
外，还有陈列部门的人员，展示制作公司的
人员以及安保、设备调试人员，人多手杂，
文物也最容易受到伤害。所以，除了做好安
全保卫工作，防止发生文物失窃的情况外，
还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防止文物运
输过程中剧烈颠簸，二是防止温湿度发生
急剧变化。

文物运输要尽量做到平稳，最好将文
物放置在合适的容器中，周围用海绵之类
的物品填充，多人一起搬运，上下楼如果没
有电梯，最好是并行，避免一前一后导致容
器内的文物发生倾斜碰撞。陈列布展的时
候，尽量不要选择外界温湿度与库房温湿
度差别很大的时候进行文物运输，像雨雪
天气或南方夏季的正午都不太适宜。

文物摆放 布展人员一定要有文物安
全意识，文物上手前戴好口罩及手套。口罩
既是对文物的保护，也是对与文物接触的
人的保护。手套一般宜选择轻薄的棉布手

套，表面摩擦力比较强，而且拿取文物的时
候有较强的触感，增强文物拿取时的安全
性。布展人员在对文物状态把握不准的时
候，一定要询问文物保管人员，也可以请
文物保管人员给予帮助。文物摆放的时
候，一般是找好着力点或按在库房的放置
方式放置，但为了展示效果或受展柜空间
限制，有些文物需要改变原来的放置方
式，这可能会因受力点的改变对文物结构
造成损害，这时就需要运用一些托架予以
辅助。这时文物保管员、托架设计人员、布
展人员要密切沟通配合，为文物找到最佳
的展示方式，既保证文物安全，又达到展
示效果。布展完成后，关好展柜，相关各方
按照规定一起做好清点、记录。“风范长存
——毛主席遗物展”陈列的文物虽然已经
由保管部门向陈列部门办理了移交手续，
但展柜开启仍然规定须文物保管部门、陈
列部门、安保部门人员一起到场，这既是
安保方面的要求，也是为了避免其他人员
因对文物情况不了解而擅自移动文物，造
成文物损害。

文物布展

展后跟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