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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引领 普及历史文化

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
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 2022年 8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最新公布的博物馆定义，再次强
调研究基础上的阐释和展示工作。因此，“黄河从草原上流过
——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高度重视展品等基础材料的研
究，多次组织专家召开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充分挖掘展品
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无论是“河套人头盖骨”“朱开沟中华第一铜剑”“鄂尔多
斯青铜器”“鹰形王冠”“西沟畔金凤冠”等社会各界耳熟能详
的精品文物，还是“阳湾遗址”“寨子圪旦石城址”“牡丹纹黑釉
剔花瓷瓶”等近来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的遗存，都成为学术研
讨的焦点。研究表明，距今10～5万年前，鄂尔多斯地区最早的
古人类——河套人就生活在萨拉乌苏河畔；距今 6.5～5万年
前康巴什区的乌兰木伦遗址，以大量的石器制品以及古生物
化石，揭示了鄂尔多斯地区史前时期的环境与文化。大致属于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阶段的阳湾遗址，以其聚落布局体现的
社会结构以及遗物特征体现的多元文化，都显示其已经处在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文明社会的前夜；而在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阶段，黄河两岸出现了包括准格尔旗寨
子圪旦遗址、神木石峁遗址、清水河后成咀遗址、兴县碧村遗
址等大量石城址，这些城址规模宏大、结构完备、功能齐全、遗

物丰富，体现了这些遗址处在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发展
阶段，是国家形成的前奏。而相对稍晚一个阶段的朱开沟文
化，则向我们展示了农牧兼营的经济形态以及早期冶金技术
的发展水平，为后来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兴盛以及欧亚草原金
属之路的交流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完善的技术储备。
鄂尔多斯青铜器虽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受以黄河为代表的大河文明影响，东周以来与中原地区交往
也更加密切，所以鄂尔多斯地区很快成为秦汉版图的重要组
成部分，汉墓壁画中也反映了当时宜耕宜牧的经济形态以及
多元融合的文化景观。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农牧交
融的历史背景，鄂尔多斯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部族的交
流舞台，一直到隋唐-宋元时期，这里都是各民族交往、多文化
融合的前沿阵地，而明清时期的走西口，更加深了与秦晋地区
的贸易往来与人员流动，并积极执行会盟制度，各盟旗紧密团
结，一起抵御分裂，捍卫了国家的统一。

鄂尔多斯的历史连绵不断，鄂尔多斯的文化深厚不绝。将
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及时通过展品陈列及辅助展陈手段，用更
加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示给观众。让观众从黄河、草原这些自
然地理信息出发，了解鄂尔多斯地区文化形成、文明起源以及
国家出现的历史过程，了解鄂尔多斯地区在中华文化、中华民
族、中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深刻影响，进一步坚定
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文明
交流互鉴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动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共
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学术引领基础上的历史文化知识普及，注重多样性、层次

性与可及性，让不同地区民族、年龄层次、文化背景的观众都
能在观展过程中有效接收到展览释放的信息，展览力求在学
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让不同知识与文化背景的观众在博物
馆获得体验感与满足感。

鉴于展品在展陈中的重要作用，“黄河从草原上流过——
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在向观众普及历史文化的过程中，特
别注重展品蕴含历史文化信息的释放。出土于伊金霍洛旗红
庆河的“上郡守寿”铜戈，内部刻有铭文，根据铭文信息可以了
解到这件铜戈铸造于相当于秦惠文王至秦昭襄王时期的战国
中晚期，在秦上郡由名为“寿”的监制官监制下完成的，这位监
制官很有可能就是秦国大将向寿。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
就是展陈中向观众普及的重点，并由此引导观众判断，秦统一
进程中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与社会性质，完成学术
研究成果的社会普及。

技术支撑 弘扬科学理念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今信息化、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的
背景下，博物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服务及科学普及机构，以“智慧
博物馆”建设为抓手，更加重视各项业务工作的技术支撑。鄂尔
多斯市博物院率先在内蒙古地区开展文物数字化工作，经过
多年的建设与迭代更新，基本可以满足现代化展陈的需要。

在文物数字化工作基础上，“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
多斯历史文化陈列”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在展览陈列、宣教服
务等业务方面，联合技术团队，以需求为导向，以问题为目标，
加大技术投入，组织技术攻关，不断提升展陈水平与服务质
量。半地穴房屋是新石器时代常见的住居形态，尽管相关研究
已经非常深入，但普通观众还是很难理解残存遗迹与历史真实
之间的差距，很多博物馆也为此进行过各种尝试，效果良莠不
齐。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在这类遗存展示过程中，除了常规的图
片展示、复原展示之外，还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依据遗存实际情
况，对房址进行了数字复原与展示，观众可以通过小视频，清
楚观察到新石器时代先民从房屋选址到废弃的整个过程，对
照其他相关陈列信息，完整了解史前居民生活的生动画面。而
对于秦直道这样重要却单调的历史文化遗迹，展览中除了地
图展示、保存现状图片展示之外，还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让
观众坐在模拟的马背上，真实体验2000多年前的高速公路，在
尘土飞扬与马蹄列列中感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伟大与自豪。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博物馆重要的展示对象，而非物质
文化遗产很难单纯地采用陈列的方式进行展示。对于明清时
期蒙汉杂居、农牧兼营背景下出现的蒙古族短调民歌与汉族
晋陕民歌混搭而成的“漫瀚调”，本次陈列除了常规的乐器介
绍、乐谱陈列等手段展示外，还采用视听展示手段，观众可以
通过电子触摸屏，直接选取自己喜欢的曲目视听，而这种科技
展陈手段，则通过视觉、听觉等多种感知途径，让观众了解了
这种单调枯燥但意义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观展的升温，博物馆的讲解服务
显得捉襟见肘，遇上黄金周、暑期、春节等节假日，讲解工作者
们超负荷工作都很难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针对这种现实问
题，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在普通平移机器人
的基础上，通过科技研发，将其量身打造为能够满足博物馆讲
解工作的宣教“同事”。在预设的讲解路径中，通过节点控制、
方向控制等手段，将机器赋予“人”的品质，可以很好地引导观
众观展。更为人性化的亮点，是研发人员预先录制讲解员、专
家、儿童等的声音，建立声波模型库，将浩瀚的讲解内容储存
到机器人中，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风格的讲解
员，通过拟合声音的效果为自己讲解。而机器人导览员还具备
不知疲倦、口误为零，情绪稳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讲解工作的紧张与压力。

科技没有国界，更没有学科的界限。“黄河从草原上流过
——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紧紧围绕博物馆业务的需求，积

极了解最新的科技进展，加大博物馆业务工作的科技含量，支
撑博物馆工作的开展与发展。

艺术呈现 传播精神思想

科学没有国界，艺术也没有国界，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是相
通的，人们会用不同的思维去欣赏不同的美。鄂尔多斯市博物
院将蕴含历史、文化、科技、艺术信息的展品，通过学术研究进
行知识普及，而这个普及的过程，除了必要的技术支撑，还需
要多样的艺术呈现，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展体验。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的艺术
设计之美体现在方方面面。作为展览主题元素的黄河和草原，
无论是在旧石器时代萨拉乌苏古动物群的复原展示还是体现
明蒙朝贡贸易的马市，都是一望无际、蓝天白云的风格，在这
样宏大场景的设计背景下，历史的涓涓细流显得娓娓道来。

当然，展览元素的设计还体现在更多细节方面。仅仅是作
为辅助讲解的导览机器人，工作人员还给她添加了“花边小裙
子”，这个花边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主色调的选择上，采用
了契合主题的绿色，既是草原的本色，也是驰骋欧亚草原的鄂
尔多斯青铜器的基本色调。而形态设计则将传统的柿蒂纹和
蝙蝠纹巧妙地结合起来，寓意“事（柿）事如意、福（蝠）运连
连”。机器人导览员还佩戴着和讲解员一样的工牌，连续的编
号，这些细微的设计，使机器更像人，更具有亲和力。

除了平面设计和空间设计之外，交互设计也是整个展览
的亮点。为了增进观众对文化遗产的了解，激发观众对文化遗
产的热爱，很多展区都设置了交互体验展台。旧石器时代展区
内有“石器辨认”“功能分析”“相关物品”等测试性互动体验，
新石器时代展区内有石城址三维展示，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通过触摸屏了解不同石城址的规模、结构、布局等。文姬
归汉是当时汉匈交往的重要印证，蔡文姬嫁给南匈奴左贤王
十二年，曹魏政权建立后，将其赎回中原，而她创作的《胡笳十
八拍》，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名篇，展览中设计了独立的空间，
用音频、视频的方式，再现文姬归汉的佳话，观众可以根据自
己喜好选听《胡笳十八拍》片段。

整个展览用统一的顶层逻辑设计，不断向观众传播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传统精
神。同时，也多层次地再现了不同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的居民
在鄂尔多斯地区开放自由、多元包容、融合共生的生活场景，
向观众传播一种积极的思想和理念。

除了展示环节，艺术呈现还贯穿于整个展览的阐释环节。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特征是大量写实的动物纹题材，同时另一
个特征是整体器型相对小型化。在展示这些通长五厘米左右
的青铜鸟形饰时，特意从动物写实的阐释角度出发，将大约三
十多只同类展品，整体摆出一个飞鸟的造型，既是一种展示手
段，更是一种特殊的阐释途径。类似的展陈、阐释手段还用在
了同样体型较小的青铜镞、青铜带扣等展品上，展示的同时，
着重对展品的功能用途进行展示。而在沙日塔拉遗址出土玉
琮的展示过程中，将其周围环绕小型玉片，通过艺术呈现的方
式阐释玉琮这种沟通天地的重要礼器的功能与价值。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精心打造的“黄河从草原上流过——
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紧紧围绕黄河、草原、历史、文化这些
核心主题，共用 4000多件（套）文物，其中珍贵文物 727件，辅
之文字、图版、场景、多媒体、互动体验设施等多种展陈方式，
通过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以及生态环境科
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数字技术为底层基础，结合影
像复原、虚拟现实、声音拟合、深度学习等科学技术，在阐释和
展示两个环节充分利用多种艺术呈现手段，集中展示鄂尔多
斯悠久而灿烂的古代历史文化。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结合实际情况，以通史陈列展陈提升
改造为契机，牢牢铭记党和人民的嘱托，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
搏，在新征程取得新胜利，在新时代高奏新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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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的时代凯歌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开幕

鄂尔多斯，中国北方耀眼的明珠，历史悠久、美丽富饶，自古以来，鄂尔多斯草原就被黄
河“几”字湾紧紧怀抱，夏商之际，欧亚草原的金属之路先于丝绸之路凿空东西，秦汉以降，
绵绵长城又横亘其南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胡焕庸线从这里穿过，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
在这里交错，中原农耕经济背景下的中原王朝与游牧经济背景下的北方部族在这里碰撞、
交融，黄河文化、草原文化、长城文化在这里交汇，多个时代的草原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历
代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因此，鄂尔多斯高原成为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游
牧文化、长城文化、丝路文化等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代表性地区，成为历代以来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的部
署与支持下，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大胆创新，坚持学术
引领、技术支撑、艺术呈现，在国庆七十四周年之际，奏响时代凯歌，唱响中国旋律，推出“黄
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陈列力求通过有限的展陈空间，依托展品，
借助丰富的展陈手段，穿越古今，向观众展示一幅时空立体画卷，普及鄂尔多斯的历史文
化，弘扬前沿先进的科学理念，传播丰富理性的精神思想。

三面黄河一面墙地图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展厅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外景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展厅

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展区

六胡州贸易复原场景

秦汉-隋唐时期序厅

汉代壁画、画像石及多媒体互动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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