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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25公里的悬
瓮山麓、晋水源头，是祭祀西周初年晋国第一
任诸侯姬虞的祠堂。这里人文荟萃，山水相
依，自然景观与文化遗存完美相融，1961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晋祠博物馆馆区面积 178 亩，文物类型丰
富、数量众多。完整保存了北宋以来历代殿、
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各类古建筑100
余座，造像 100 余尊，铸造艺术品 30 余件，北
齐 以 来 碑 刻 400 余 通 ， 诗 文 匾 联 200 余 块
（对）。为了更好地传播、展示晋祠深厚的历史
文化，打造展览品牌，在不断提升展览内容和
设计理念的基础上，“晋祠——中国祠庙园林之
典范”展通过每次展览实践的检验，已成为晋
祠对外宣传的重点展项。

数量众多、类型齐全、历史悠久、价值珍
贵的不可移动文物是晋祠博物馆的核心资
源。1990 年晋祠的保护机构由文物保管所变
更为博物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发
挥博物馆的职能越来越受到重视。2015 年，
晋祠博物馆与中国园林博物馆达成合作意
向，开始筹备反映晋祠园林古建的专题展
览。这个命题立意鲜明，构思新颖，但是如
何展现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大的挑
战性。通过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及天津大学的
专家学者合作对晋祠博物馆文物资源进行系
统梳理，最终确定了新时代文物与园林、传
统与未来的关系等展示方向，搭建了展陈框
架体系，从晋祠历史溯源、人物、神明、建筑、古
树名木、传统晋祠的未来等方面，以 105 件（组）
文物，述说晋祠这座祠堂园林的历史、文化、艺
术、科学和鉴赏价值，向观众展示晋祠文化对
后人和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2019 年 5 月 30
日，“晋祠——中国祠庙园林之典范”展在中国
园林博物馆展出，引起了广大群众、文化学
者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受到一致好评。

2019年9月，山西省文物局启动“山西文物
巡展工程”，选拔优秀展览列入项目储备库，拨
出专项资金予以支持。“晋祠——中国祠庙园林
之典范”展成功入选首批项目储备库，并被列
入 2020年度支持清单。馆方高度重视巡展合作
单位的遴选，通过展厅空间、展示环境、安全
保障等方面考量，最终选定临汾博物馆为首
展地点。为了更全面地展示晋祠的悠久历史
和深厚底蕴，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览的基础
上，依托晋祠博物馆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度梳
理展品，从晋祠历史着眼，深化展览大纲，重
点突出了晋祠古建、园林、人文特色。

展览定位解读晋祠千年历史，是弘扬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物“活”起来的生动
实践。通过前期的梳理，将展览分为三单元，
第一单元“古建瑰宝”，突出表现晋祠古建筑精
华和造像艺术，以圣母殿出土钱币、建筑构件
为支撑，结合建筑模型等表现手段，展现晋祠
古建筑的独特价值；第二单元“园林杰作”，以
图版再现晋祠的古树名木、内外八景等自然景
观，通过傅山、杨二酉、郭沫若等名家盛赞晋
祠的书画作品，表现晋祠作为中国古典园林典
范的地位；第三单元“人文渊薮”，以晋祠碑
刻、楹联匾额、古籍等为载体，表现了历代帝
王将相、文人墨客对晋祠的敬仰与守护。展品
共 114 件 （组），集中反映了晋祠古建、园林、
人文三方面内容，突出了晋祠作为中国祠庙园
林典范的展览主题。

形式设计的总体风格是以浓缩精华、突出
晋祠祠庙园林建筑特点为主，适当融入现代设
计元素。在色调上，以红色为基调，设计手法
明快简洁，主题鲜明；空间规划上按照合理布
局、疏密结合、突出重点的原则，将各类展品
分门别类纳入不同的展览环境中，做到主题突
出，类别齐全。

“晋祠——中国祠庙园林之典范”展通过临
汾巡展，打开了知名度，受到了业内的好评和
重视。2021年，展览再次被山西省文物局列入
年度重点支持巡展项目，得以向省外输出，经
多方选择、协商，最终落地陕西历史博物
馆，巡展受到两馆高度重视。晋祠博物馆对
展览组织形式和展品再度进行了优化提升，
确定展览框架不变的基础上以时间轴的形式
表现晋祠历史溯源，以近百件珍贵文物展品
辅以多媒体、交互展示、互动体验、图版等
多种形式，全面展示晋祠厚重历史文化内
涵。形式设计上突破了传统展陈参观者和展品
看与被看的模式，对展览空间进行立体建构，
通过声音与影像营造情境氛围，形成从“看
展”到“体验展”的转变。

展览以古建、山水、人文三位一体模式，
辅以现代虚拟技术进行全方位展示。展览内容
上结合展品以及学术研究成果，增加了晋祠纪
事，从西周 （公元前 1046 年至前 771 年） 至
1961年，使得晋祠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增加
了晋祠之最的内容展示，让观众能更加深刻了

解晋祠的唯一性；此外，还用图文版块展现了
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宝库”的山西古建筑之
美。展览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宋代晋祠小木作，
该展品千余年来首次离开晋祠对外展示。小木作
是北宋原物，为一座二层楼阁式建筑小样，平面
呈“凸”字形，面宽、进深均为五间，通体以本地柳
木制成。檐下斗拱为《营造法式》中的“五彩遍装”
样式。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现存的宋、辽、金时期
木构建筑中，目前保留早期小木作建筑38座。晋
祠宋代小木作在目前尚存的建筑小样中，年代
最久远，保存最完好，是国内古建筑小样中极
为罕见的精品。

在形式设计理念上，围绕“晋祠是一册历
史深处走来的优美画卷，是一篇历久弥新的不
朽文章”，以“书”的形式呈现。设计艺术风格
上，沿用红色基调。展览以时间轴的形式表现
晋祠历史溯源，系统地阐释了晋祠的建筑艺
术、历史传承、人文景观与文脉积淀，打造传
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视觉盛宴。纵贯历
史千年的晋祠古迹，它的历史、文化、艺术积
累堪比一本底蕴深厚的古书，而此次展览便是
这本大书中的几页精彩片段，让参观者管窥一
二，继而对晋祠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围绕“书”的主题，策展团队在每个展览
单元、组都以“书”的一种形象来诠释。

“开篇”：晋祠之书翻开，圣母殿、铁人、
盘龙柱等晋祠的标志性文物飞出书外，主题鲜
明，视觉冲击先声夺人。“古建瑰宝”：以晋祠
纪事轴线为背板，对实物模型的展陈方式进行
了创新。以一个从天而降的画卷作为模型布置
的背景，同时加入声光效果，将建筑白描线稿
和晋祠春夏秋冬不同美景融为一体，物换星
移，时光流逝，晋祠在四季中沉淀，在时光中
积累。通过四季演变，讲述了晋祠 3000年的历
史。实物模型不再是静止的单一表情，而是时
间与自然互相作用的多重情境。“晋祠彩塑”：
整体营造的情境是横置的一本书，书页如波浪
翻开，从波浪中出现六尊侍女像，整体画面充
满动感。“人文渊薮”：意向为展开的折页书，
上书《晋祠之铭并序》，它的徐徐展开，串联起
了本展区全部的铭文碑碣。

为了以文增信，以物彰史，进一步提升文
物活化利用效能，做好文物展览的历史文化知
识普及，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使观众
充分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将展
览打造为推动山西文化强省建设的历史文化品
牌，我们围绕“晋祠——中国祠庙园林之典
范”展的展示内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配套活
动，例如在展览期间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举办
由馆内专家和举办地的相关学者主讲的“晋祠
古典园林”“古建营造与装饰：梁枋、斗拱”等
专题讲座，探讨、学习历史、人文、建筑相关
知识，共同研究，共同进步。此外还积极开展
青少年教育活动，主要有“拓碑觅史，传承文
艺”“认识古建构建”等。通过多样的社教活
动，与观众拉近了距离，共同学习、欣赏晋祠
园林之美，在体验中感受厚重历史和人文精神。

“晋祠——中国祠庙园林之典范”展经过三
次展出，虽然在展品的选择、展览大纲和形式
设计上均有所突破和升华，但也留有一些遗
憾。祠庙本身是祭祀之所，是祭拜宗族先辈和
历代贤良的场所。晋祠作为晋国宗祠，奉祀西
周初年首任诸侯唐叔虞，滋养了三晋文脉，守
护了历史文明。展览中，晋祠的祭祀文化并没
有得到充分体现。

今年下半年，晋祠博物馆将与淄博齐文化
博物院合作，在原有基础上对展览再进行梳理
和补充，于 9 月“孔子文化节”期间推出。展
览在补充齐文化博物院文物藏品的同时，还将
新增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 （孔府、孔庙、孔
林） 和邹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孟府、孟庙、孟
林和邹城博物馆） 相关藏品，提炼齐晋的文化
符号、思想理念和文化情怀，补强展览中关于
传统礼仪与祭祀文化的内容，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珍贵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晋祠古典园林主题展览
创新探索策展实践

田瑞媛

“晋祠——中国祠庙园林之典范”展在中国园林
博物馆一号临展厅展出

“晋祠——中国祠庙园林之典范”展在陕西历史博
物馆展出

晋祠小木作·北宋原物

2019 年 5 月 18 日，第 43 个国际博物
馆日之际，海南省博物馆推出了自主文化
IP品牌“南溟子”。

“小生名唤南溟子，家住琼岛海博
中。这里，见证了琼州大地亿万年的沧海
桑田，承载着珠崖先民千百年的历史人
文。为了与您相遇，这一天，我已等待得
太久太久……”随着品牌发布会上舞台情
景剧的开场，一个头盘道士髻，插以黎族
骨簪，身着黎锦，脚穿蕉叶屐的可爱小童
子登台亮相。“南溟子”的出现，让所有
观者眼前一亮，不仅得到了当地媒体的争
相报道，还收获了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单位与海南省博共同打造“南溟
子”IP品牌的合作意向。

在当下的博物馆参观热潮中，博物
馆文创是吸引观众的热点之一，有的博
物馆推出的文创举措不时引发公众关
注。可以说，博物馆热之持续发展，与
文创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海南省博物
馆是我国最年轻的省级博物馆，在全国
知名度不高，馆藏文物相对单薄，文创
资源相对匮乏，不能照搬大馆与老馆的
文创之路。

海南省博物馆是国家公布的文化文物单
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之一。2019年
及之前，海南省博物馆内设机构并无专门的
文创部门，为加大文创力度，特别成立了工
作专班——海南省博物馆文创中心。当时博
物馆刚刚完成二期改陈，改陈之后的基本陈
列是全新的“南溟奇甸”展系列，由“南溟
泛舸——海南海洋文明陈列”“方外封疆
——海南历史陈列”和“仙凡之间——海南
风情陈列”三大基本陈列与“木中皇后——
海南花梨文化陈列”“香中魁首——海南沉
香文化陈列”两个专题馆，还有“琼工坊
——海南传统技艺陈列”“琼肴街——海南
饮食文化陈列”“琼崖村——海南少数民族
非遗陈列”和“琼戏台——海南表演艺术陈
列”非遗四个一共同组成。展览从诠释海南
文化、南海文明、海南风情、风物及非遗传
承的角度出发，全新展示了海南的历史文
化、南海海洋文化、民族民俗、风情风物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化展陈为旅游攻略，
且将非遗演示、文创活动融入展览，广受欢
迎。初期，文创中心以配合展览开展文创工
作为主，一方面加强非遗“四个一”的演示
活动，另一方加强与各主要非遗传承项目之

传承人、大师工作室、传统工艺作坊、传习
所的横向联系，于馆里特设“黎锦传习所”，
相互间建立了“1+m”合作机制，并使之成
为海南省博物馆独特的文创模式。后来，随
着文创工作的不断深入，认识到文创的推广
关键在品牌推介，海南省博物馆应有一个具
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为此，特邀西安“唐
妞”设计师二乔先生，为海南省博物馆设计
IP代言形象。这项工作，得到了馆领导的大
力支持。时任馆长陈江认为，海南省馆的 IP
形象创作源泉应出于“南溟奇甸”系列展，
建议循明代海南才子丘浚《南溟奇甸赋》对
海南文明之阐述和文化之定位，名之“南溟
子”，所谓“南溟”，南海也，“南溟子”，海
南之子，让其有出处，以其为南海文明的化
身、海南文化的精灵，由它去讲述海南的
历史文化和诠释南海文明，带大家去徜徉
海之南，领略海南的阳光、沙滩 （自然生
态）及其背后的椰风海韵（历史文化），让大
家喜欢海南、热爱南海。

“南溟子”推出后，在业内立即引起了较
大反响，一些兄弟博物馆也跟进开发。而海
南省博物馆后续也加大了更深层次开发力
度，如拍摄《南溟奇遇记》系列短视频，让

南溟子在线上讲述海南故事；举办“南
溟”动漫节、开发“南溟子”系列文创产
品等等。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向。

其一，用南溟子文化 IP 讲述海南故
事，创立海博堂文创品牌，打造“博物馆
的最后一个展厅”

2020年10月1日特设文创商店——海
博堂。这是海南省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
厅，当观众看完展览来到这里时，馆内所
有文创产品，尤其是“南溟子”的衍生文
化产品，观众都可以择喜带走。此处，除
了销售文创，还可举办以“南溟子”为主
题的文化沙龙、雅集、市集、文创课堂等
相关活动。

其二，以南溟子为IP，开发具有海南
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满足观众多样化消
费需求

文创中心依据海南地域特色，结合
馆藏文物元素先后设计开发了特色文
创产品 117 款，其中有“南溟奇甸——
可以吃的文物”系列文创产品 23 款、
南溟子矿泉水、纪念章文创产品 8 款、
三羊开泰系列文创产品 7 款、黎锦系列
文创产品 7 款、沉香产品 32 款、黄花
梨产品约 40 款。为不同观众群提供更

多消费选择。
其三，结合展陈策划主题，创意南溟子

文化小剧场，丰富观众精神文化生活
在馆内“琼戏台——海南地方表演艺

术”展厅中，设有专门的戏台，用于不定期
举办各种海南地方戏。文创中心巧用此戏
台，办起“南溟子文化小剧场”，以表演、活
态演示等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另一面的海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仅 2020年就举办文化小剧场
17场。

历经数年的运营与开发，“南溟子”渐成
博物馆业内及 IP 研究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例。
国内外知名企业也乐于与馆方合作，如海南
的椰树牌矿泉水专门开发了“南溟子”文化
品牌、德国宝马集团的海南中国文化之旅，
也打起了“南溟子”之牌，共青团海南省委
的“筑梦大道”推广与宣传也借助了“南溟
子”……

应该说，海南省博物馆推出的“南溟
子”IP，既回避了馆藏开发文创资源之不足
的弱势，又大大提高了博物馆的知名度，是
边陲年轻博物馆一次比较成功的文创突围。
下一步，馆方将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开发，让
文创讲好博物馆故事。

穿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灵“南溟子”
——海南省博物馆的一次文创突围

侯雪梅

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是聂耳纪念馆的
首要任务和重要职责。多年来，我们聚焦如何

“讲好故事”，结合博物馆、纪念馆自身特点优
势，深入调研思考，积极探索实践，不断创新内
容形式，以可移动展览的方式突破地域局限，
将尘封于库房、禁锢于展厅的文物藏品、史实
资料价值最大化，以移动展览为传播手段，让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广为传承、润泽初心。

由玉溪市博物馆（聂耳纪念馆）制作的“中
国的声音——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荣获
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本文以
策展人视角从展览立意、表现形式、外延设计
等方面系统解析“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所要
表达的思想主题及所具有的研究、教育、社会
价值，最终达到让展览透物见人、见事、见精神
的目的。

策展立意多元

“中国的声音——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
属于革命历史题材范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历史性，要求展览内容的表达必须真实、严谨、
客观。在展览实践中，我们将藏品的实物展陈
与现代审美的创意设计有机融合，既弥补了藏
品审美功能的不足，同时辅以现代设计和创意
元素有效提升传播流量和影响力。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是叙事型展览，展
览分三重立意构思：聂耳故事、国歌故事、聂耳
和国歌的故事。第一重“聂耳故事”是基础，是
创作国家第一歌的前提，为国歌的诞生起决定
性作用；第二重“国歌故事”是结果，是聂耳将
人生理想与时代需求相统一所进行的艺术创
造，具有重大的社会及时代价值；第三重“聂耳
和国歌的故事”是升华，前两者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辩证统一，第三维度是文化凝练、精神升
华、价值延伸，使“聂耳和国歌”经受住时代发
展、环境变迁、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考验，成为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中国人独特的
精神标识。

故事呈现多维

展览内容采用分—分—总结构，从三个维
度诠释何为国歌，为何而歌，透过珍贵图片和
展品呈现国歌由诞生、传颂到弘扬传承的动态
发展过程。

“聂耳故事”采用编年体，以时间轴为主线
讲述人民音乐家聂耳出生—成长—奋斗路上

的动人故事。“国歌故事”采用纪事本末体，将国
歌故事分为三个单元“国歌溯源—国歌诞生—
国歌嘹亮”，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普
及知识→历史陈述→激发情绪→引发思考。“聂
耳和国歌的故事”将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展
示新时代的“我们”如何传唱、传播、传承、传习
聂耳故事和国歌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
将自己的“小我”融入时代洪流的“大我”之中。

此外，展览采用大量数字符号化表达，用
简洁明快的数字语言，提升说服力，增强辨识
度。“聂耳故事”采用阿拉伯数字“23”贯穿
故事始末，其表达内涵为主人翁“聂耳”23
年短暂的生命时光，形式设计上采用字号大
小、颜色明暗、字体反差等手段突出数字符
号；在内容上或明示、或隐喻，以图文结合
的方式将聂耳故事与数字符号“23”融合，
便于受众理解、记忆。“国歌故事”采用阿拉伯
数字“46”贯穿始末，表达内涵为“国歌-义
勇军进行曲”奏唱时长；形式上除采用字号大小、
颜色明暗、线条粗细等对比的方式外还采用图
压字或字压图的设计来加深观展印象，成为受
众记忆点，使其展开丰富联想，帮助深刻理解
展览主题思想。

展览语境多样

“中国的声音——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
定位于可移动展览，发挥馆际交流、知识普及、
信息提炼、藏品挖掘和文物观赏作用。展览以
图、文、物三元一体共同叙事，互为补充，相互
佐证，同时兼顾展览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叙事完
整性，力求在内容上高度浓缩凝练，在叙事结
构层次上简洁清晰。

文字“语言”：文字在展览中能有效帮助受
众理解展品，文字表述和文体形式的有效运用

使其成为受众思考点。展览中的文字编撰大多
以说明+记叙为主，本套展览的重点在每篇章
起始处运用具有“韵律”的、强烈情感的，同时
能准确阐释本章主旨大意的文体来区别于展
览正文中的说明文和记叙文形式，如：第三章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新时代的使命”中“传唱”
“传播”“传承”“传习”四组词语从横向、纵向两
个纬度概括本章主旨，分别是：“传唱让聂耳和
国歌的故事广为流传”“传播让聂耳和国歌的故
事广为人知”两段文字横向概括“聂耳故事”“国
歌之声”外在的、广泛的传播形式、渠道，扩大
辐射范围，全面提升“聂耳和国歌故事”的知名
度，是外在的推广、宣传形式；“传承让聂耳和国
歌的文化延续辉煌”“传习让聂耳和国歌的精神
凝心聚力”则纵向概括“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作
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力量自上而下的、内在
的有序流传，它是系统的、全面的、深邃的。

物的“语言”：“物”（展品）是展览的主体、
展览的灵魂，是历史的见证和社会记忆的载体，
通过实物展示，对记忆载体进行深度阐释，让历
史文化更有传播力。“物”的价值通过“展”的形
式得以充分发挥，其内蕴的信息与知识含量成
为关注的核心，是受众驻足点。“中国的声音——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所展出的213件藏品，均
是策展人根据展览立意、故事叙述严格挑选，
能够更加准确佐证相关人物、事件、情节。

图的“语言”：图片兼具“文”和“物”的特
点，它既是客观世界的记录，也能辅助受众直
观理解展览和文物，并能有效提高展览的可
看性，是陈展空间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展
览中，它可作为单独叙事出现，也时常作为背
景来建构展品与展览主题之间的关系。作为可
移动展览，图片相较于“物”来说更具流动便携
性，不受环境限制；相较于“文字”而言，它更直
观、易于理解，受众接受度更高。在“中国的声
音——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所展出的图片
中，利用视觉传达、阐释、叙述的重要功能，我
们可直观感受主人翁聂耳的生活环境变迁、
人事物关系变化、思想成长历程及其社会、时
代的发展。

弘扬聂耳精神，奏响时代强音。我们将持
续深入探索展览形式，丰富展览内容，讲好聂
耳和国歌的故事，让广大观众更加深刻了解国
歌曲作者的成长经历，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厚
植中华民族音乐之魂。

“中国的声音—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策展思路解析
白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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