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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毗邻秦咸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博物馆建筑由著名建筑设计大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主持，建筑总体以北斗七星布局，
主馆区七座建筑各自相对独立且以廊道相连。其中，一号至五
号建筑为陈列展厅，六号建筑为文物库房及技术用房，七号建
筑为办公用房。秦汉馆总占地面积约 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9809平方米，展陈面积10362平方米，是集文物保护、陈列展
览、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旅游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具有
浓郁传统风格的现代化博物馆。

秦汉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以集中展示秦汉文明的缘
起、发展、贡献为宗旨的博物馆，旨在以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
藏为基础，以陕西地区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为实证，
并以创新的展览展示设计，重点展示秦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
展过程中的奠基作用。博物馆向所有公众免费开放，以基本陈
列为核心，不定期地规划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多
种专题教育活动，以促进秦汉新城在地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发展，展现博物馆的文化力量。

一、创新理念下的展览叙事设计

秦汉馆的展览设计，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次重要的突
破，改变了以往以时间为序的历史叙事表达，整体上以大历史
串联小专题的方式，从多个角度对秦汉文明进行诠释。基本陈
列以六大主题概说秦汉文明的主要成就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
的贡献和意义；两个专题展览“城与陵”“技与美”各有特色，是
对基本陈列的丰富和补充，也是从多个层面和多个视角来展
示秦汉文明的特质。

秦汉馆创新的展览设计理念，来自我们对秦汉文明在中
华文明发展史上重要地位的理解。基于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
我们希望在基本陈列中首先从宏观的角度，为观众架构一个
合理的叙事逻辑；同时，通过对物质文化各个层面进行解读，
来诠释秦汉文明发展的整体状态。

（一）凝练展览主题——展标解读
从秦始皇的平定天下，到汉武帝的放眼世界，“大一统”的

政治格局始于秦而成于汉，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贸易和商业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疆域辽阔、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
化繁荣、国家富庶，推动着汉王朝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
不断扩大。华夏民族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凝聚继而崛起，国家
意识不断增长，文化自信不断加强。秦汉时期不仅创立了一个
新的政治制度，成为后续2000余年来历朝历代的国家模式，而
且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也使其成长为一个有着国际
视野和情怀的国家，这正是一个强盛、自信中国的时代特征。
秦汉时期，完成了作为国家形态的天下一统，也实现了民族的
大融合与文化认同，因此也造就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展览
一方面强调了秦汉文明的博大精深和独树一帜，以及其为推
动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展览
还强调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范式”。

（二）展览内容设计的难点
陈列内容构思之初，我们碰到了几大困难：宏大的展览主

题，如何能给观众讲明白；均以馆藏文物为基础的三个展览，
势必会出现基本陈列和两个专题展览文物同质化严重的现
象；在文物不足以充分支撑展览主题的前提下，通过什么样的
方式和办法，来解决保证叙事逻辑完整性的问题；通过什么方
式来达成观众对秦汉馆的期待等等，除了宏观上的难题，还有
微观上的细节处理。

展览主题的界定。近年来，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大发
展，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热度持续升温。除了来观赏各种精品文
物，我们还可以在秦汉馆让观众看什么？秦汉馆独特的建筑风
貌和空间布局，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重要课题。秦汉馆建设之初
的定位，就是要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的秦汉时代阐释清楚，通
过展示其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说明秦汉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
重大意义。

寻找突破口，克服文物同质化现象。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本
馆相比，秦汉馆的文物总体上观赏性不足、故事性不强。同时，
博物馆的所有展览都用秦汉时期的展品支撑，势必导致同质
化现象频现。如何用同样的文物，阐释不同的主题，且使每个
展览都各具特色，是我们面临的第二大难题。因此，必须从整
个博物馆的展览体系上进行梳理，明确每个展览需要达成的
目标。“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旨在以秦汉两代制度
的开创性为核心，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交流6个方
面，清晰地梳理秦汉文明的成就与贡献。所以，对其主题的阐
释，以概念设定为主，用展板内容梳理叙事逻辑，用精品文物
作为展览内容的亮点，以多媒体装置延伸内容，以互动展项作

为需要补充的知识点，全方位地调动观众的观展情绪，以保证
叙事的完整性。同时，两个专题展览也有各自的准确定位，从
博物馆展览体系的设定上，避免了文物同质化的问题。

主辅线并行，为观众架构时空概念。与以往的展览有所不
同，秦汉馆的所有展览，都利用主、辅两条平行线索进行叙事，
主、辅线之间相互呼应，架构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窗口，并将
秦汉文明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视角之下，突出其对世界古
代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

给形式设计留出发挥的空间。形式设计作为内容设计的
重要补充和延伸，其作用毋庸置疑，且像秦汉文明这样的宏大
主题的展览，仅利用版面内容和文物进行叙事，是不充分的。
所以，在策展人与形式设计师的充分沟通下，给予形式设计最
大的发挥空间，重点在于其可以利用更形象的视觉表达，完成
对展览主题的诠释。

（三）展览的内容架构
基本陈列位于规模最大的三号建筑，展厅分上下两层共

3530平方米，展线长 1200米，展出文物共计 730余件（组）。展
览共8个部分，陈列内容以新秩序的创建为核心，从政治确立、
经济发展、思想奠基、文化创新、科技助力、交流互鉴6个方面，
分述秦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种成就和作用，向观
众充分展示其发展的程度与高度。

序厅：展览以“‘制’启华夏”开篇，将秦汉时期中国版图的
变化置于当时的世界格局之中，说明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各种制
度奠基时代的重要性。秦汉制度文明的开创性，翻开了中国历
史的新篇章，也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中国版图的确立，

“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创建，以“儒学”为主体的政治思想的奠
基，以及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都是在秦汉时期完成的。这一时
期，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华民族凝聚力量崛起，包容、吸收
外来文化并放眼世界，使中国迈向一个强盛、自信的新时代。

第一单元：制度——秦汉文明的基石
以制度文明的建构为核心，说明制度的创立是秦汉文明

的基石。历经春秋战国500年的风雨，秦始皇初创“大一统”的
政治格局，经过西汉王朝200多年的努力，到汉武帝时期完成
了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贯彻，基本确立了影响中国古代社
会发展2000余年的政治体制。新制度的创建，是秦汉社会发展
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社会其他层面发展的核心力量。

第二单元：蓄力——农耕经济的迅猛发展
在“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引领下，秦汉时期的农耕经济获

得了迅猛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与蓄力勃发，奠定了基
础。长期战乱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人口减少，物资匮
乏，生产力大大下降。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确立，中央政
府全面掌控国家发展的经济命脉，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小

农经济支撑下的国家经济发展渐入正轨，国库日渐充盈，为汉
武帝时期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蓄力，国力
增强，成为汉王朝打开国门眺望世界的重要保障。

第三单元：入世——儒家思想的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冲击了原

有的社会秩序，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讨
论，促生了百家争鸣。秦王朝强权政治导致的后果，促使汉王
朝的统治者进行深刻反思，调整国家管理思路，推崇儒学，使
之成为推行教化的思想工具。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成为集
权国家的统治思想。太学兴起，经学普及，广开学路推动文化
传播，更使儒家思想根植于民心，儒家政治的发展与确立，使
儒家“入世”成为必然。

第四单元：创新——文化力量的展现
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紧随而来的秦汉时期是中

国文化发展史上大沉淀、大创新的时代。“书同文”翻开了中国
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了中华文化一脉传承的基石；在儒家
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史学、文学、哲学、目录学、堪舆学等取得
了丰硕成果；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安定祥
和。社会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促进了文化力量的彰显，也为汉
武帝时期打开国门传播文化思想创造了条件。“大一统”的政
治制度，促进了汉字的统一。

第五单元：动能——科技成果的助力
不论是哪个时代，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力，是整个社会持续

向前发展的助动力。秦汉时期，科技成就耀眼，相关学科体系
形成，多项生产技术趋于成熟，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时
期。在中央政府管理下的大型工程不仅体量浩大，而且充分体
现出那个时代科技的发展水平；造纸术、天文历法、医学等学
科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那个时
代所展现出的发展动能，是国家强大实力的充分体现。

第六单元：互鉴——中国对世界的探知
国运昌盛，经济繁荣，秦汉王朝与域外世界逐渐展开了大

规模、全方位的交流与互动，从草原丝路、陆上丝路到海上丝
路，域外多彩的世界进入了中国的视野，中国多姿的生活也吸
引着域外人口的迁入。古代中国认识世界的新格局打开了。自
此，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始终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和合融
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第六单元重点展示西安市汉长安城
北渭桥遗址出土的古船，船体各部分用不同形式的榫卯连接，
其中相邻两列船板先用长方形内嵌式榫板拼接，再以圆形木
钉贯穿船板与榫板，榫板斜向成列。这种大量使用木榫板、木
钉并联船板的技术，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而在罗马时期的地
中海区域曾被广泛使用。这条古船的出土，填补了汉代船舶发
现的空白；同时，这种时代相近、距离较远的两个地点使用相
同技术的现象，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象征。

尾厅：展览以“中国大宁”结尾，与观众一同坚守国家自
信、文化自信。秦汉时期，文明的创造和文化的发展，耀眼夺
目。政治体制的创新，经济、文化、科技的繁荣发展，提升了国
家实力，为一个自信、强大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
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范式”。前人努力营造的“中
国大宁”，亦是我辈坚守的方向，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
开来的力量源泉。

二、实验基础上的展览形式表达

展览的形式设计，以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为基础，在空间
上建构方圆同构且聚散有度的关系，将整个展览空间在统一
性秩序的规划下，依据各单元内容的不同进行了有序调整，达
成了稳中求变、变且有序的目标，符合展览主题内容的表达。
展览运用9大多媒体装置，作为叙事的另一条线索，与具象化
的文物、展板内容相配合，营造空间的仪式感，张弛有度地引
导观展节奏，将秦汉文明庞大的主题阐释得生动、形象且具
体。将实验性很强的数字化装置应用于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
的主线，是一次大胆尝试，以数字化图像来助推各个展览板块
对主题内容的释读，使展览打开了从小展品到大历史的全新
解析和观赏视角，也在技术和感知层面上突破了传统文物展
示的基础模式。

第一单元：两大多媒体数字装置，说明了在风起云涌的大
变革时代秦国改革的意义，将观众行为纳入展览的实验性空
间，给予观众一次“关乎建立何种文明”的社会实验和思考；

“大一统”秩序的创立与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意
义重大，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对广袤土地的有效管理，是

“一天下”政治为社会发展植入的“定海神针”。以制度为核心
引领的社会全面发展，由此开启。

第二单元：多媒体装置“官山海”的设计，为观众解读了在
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经济发展状况，观众可以通过辩论互动台，
了解均输法与平准法实施的必要性。

第三单元：创意多媒体艺术装置“升太平”，为观众解读思
想统一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随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
一声呐喊，真正由平民创立的国家开始懂得，统一并非只是政
治上的统一，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和认同。简牍映射下的
思想解放，历经众声鼎沸的争鸣和焚书殆尽的喑哑，终于确立
了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是中华文明从“升平”迈向“太
平”的关键过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建太学、知
识女性，2000多年的文官体制由此肇始。儒家思想就此植根于
民心，让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长久屹立。

第四单元：作为中华文化圈形成的内在纽带，文字以其编
码性质促成了中华文明“德化天下”的教化秩序。这是文明的
云端记忆库，也是文明传承的核心力量。在时空更迭中构建出
不断生发与存续的中华编码，永恒书写着中国人对世界的最
终理想。本单元的多媒体装置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第五单元：多媒体装置“中国机括”为观众解读在“一天
下”制度的设计下，没有动员不到的力量，也没有到达不了的
地方。中华文明以强大的科技实力，造就了早期世界文明发展
的齿廓涡轮。路通八方、纸书万国、星数引航、纵观自然，以举
目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开拓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全球意义
的大交流。

从第五单元到第六单元的过渡空间，大型的多媒体装置
“天人合一”，将观众置身于两层的挑空空间，切实地感受中国
传统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天人合一是
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并将之植入社会生产、生
活的理想表达。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哲学先贤确立并经后世不
断充实完善的这一命题，正是东方哲学思维模式最系统、最完
整的表现。横跨两层的数字帷幕，360度沉浸视听效果，在四季
更迭的层层推进转换中，观众可以体会自然与人世间的各种
不可言说的秩序和对应。

“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改变以往以时间为序的
内容叙事逻辑，以政治制度的创新为核心，从6个不同立面对
秦汉文明进行的阐释，既从宏观上帮助观众理解秦汉文明之
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意义，又从细节上运用不同的陈
列语言，深度挖掘了展览主题的内涵，基本解决了三个展览之
间文物同质化严重的难点；也以“打开窗户看世界”的方式，建
构了秦汉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之间在空间表达的平行关系；
通过对各单元色彩关系的梳理，达成了与各单元内容间的相
互呼应，在视觉上依靠色彩的变化突破了展览内容的局限；展
览原创9大多媒体装置，将形而上且抽象的秦汉文明大主题，
通过原创的、颇具科技感的数字媒介的方式，与具象化的文物
及团组内容形象化，带给观众以视觉震撼。

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
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
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
格。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的基本陈列，在充分解读秦汉文明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上，采用多种视觉呈现及交互的
方式，为观众解读秦汉文明之所以“立中国，启世界”的重要意
义。 （执笔：彭文 侯苏洋）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基本陈列

“天下同一——秦汉文明
主题展”开展

策展组
馆长导语：

2023年12月29日，陕西历史博物馆分馆——秦汉馆策划的第一大型展览“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如期开展。秦

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的时代，是中国学术思想奠基、中华

传统文化体系形成的时代，是“中国”作为国家表征被周边“世界”广泛认知的时代，更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得以充分彰显的时代。为了立体展现秦汉文明的博大精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陕西历史博物馆策划

了“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等系列展览，以迎接陕西历史博物馆分馆——秦汉馆的盛大开放，并为今年“国际博物馆

日”主会场活动添彩助力。“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通过制度创立、经济发展、思想奠基、文化创新、科技助力、交流互

鉴等六个方面，用732件（组）精美展品，讲述秦汉时期是如何从政治一统逐渐达成国家、思想、文化认同，最终壮大成为一个

开放、自信、强大的多民族国家的故事。展览强调秦汉文明的突出成就，彰显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范式”作用。

秦汉馆外貌

展览序厅实景

“打开窗户看世界”概念下的辅线设计

展览主线内容架构

第二单元“蓄力——农耕经济的迅猛发展”展览现场

第三单元互动场景

第六单元“互鉴——中国对世界的探知”展览现场

多媒体装置：中国机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