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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至 5 月 20 日，“人间有
味是清欢——明清画境中的生活景
象”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
该展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天
津博物馆在充分挖掘两馆馆藏绘画
资源的基础上共同策划完成。天津
博物馆借出展品 37件/套，其中不乏
文徵明《林榭煎茶图》、陈洪绶《摘梅
高士图》，更有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反
映乾隆下江南的名画《万笏朝天图
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藏品
23 件/套，董其昌《云山小隐图卷》、
沈周《吴城怀古图》及唐寅《韩熙载
夜宴图》悉数亮相。

该展览的内容设计上，打破了
以往古代绘画展只重视展现绘画发
展史的局限，以绘画表现的“古人生
活”作为切入点展现中国古人的生
活，拉近观众和古代绘画的距离，真
切地体现了“让文物活起来”。

展览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撤
展前一周，市内外大批观众集中到
访，甚至为争抢开馆第一时间目睹
展品风采而竞相“冲”入展厅，人们
惊呼“三峡跑”直追“故宫跑”。展览
备受关注，究其深层次原因，除了展
品本身的魅力外，其宣传策划、社会
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也值得深思。

权威媒体与专业解读

该展览是一场艺术性极高的书
画展，因此在开展之初，策展及宣传
团队便邀请了中央媒体及市属媒体
进行了深入报道。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微博也有计划、
分阶段地对展览进行了深度解读。
专业媒体的深度报道、策展人的网
络直播、文博专家的特邀撰稿及线
下讲座，为观众们了解、喜爱该展览
打开了“大门”。

多节点覆盖 扩大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观众对于文博知
识需求的增长，每到小长假博物馆
便会迎来“观众潮”。“人间有味是清
欢”的展期覆盖了清明节、“五一”节
及博物馆的“节日”——5月 18 日国
际博物馆日。特别是在“五一”小长
假到“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博物馆
入馆人数多次达到核定承载量，这
也造就了前文中的“三峡跑”。

与往年博物馆日不同，今年的 5
月 18 日还是三峡博物馆重磅展览

“壮丽三峡”展厅改陈后正式对外开
放的日子，加上不久前开放的“三峡
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最终成就了

“人间有味是清欢”撤展前的观展盛
况。值得一提的是，“壮丽三峡”是三
峡博物馆的代表性原创展，自 2005
年开馆以来深受观众喜爱。此次改
陈“上新”从“中国的三峡、世界的三
峡”视角重构了展陈体系，展示内容
紧扣“壮丽”二字，以“自然奇观”“历
史长卷”“人文古迹”三大部分为基
本构架，打造自然、人文内容兼具的
综合性全场景式展览。整个展览共
使用文物展品321件/套（703单件），
其中一级文物 37件/套，珍贵文物占
比约 50%，展品更新率达 60%。三峡
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的 6 件是新
展的亮点。观众入馆后，不仅能感受
艺术展的风采，对于三峡的历史风
貌、三峡文物保护等知识都会有系
统、全面的了解。

全方位服务 造就良好口碑

“人间有味是清欢”撤展前一
天，在博物馆志愿讲解排班表上，该
展厅志愿讲解全面“霸屏”。这是为
了满足观众对于该展的热情，志愿
者们齐上阵，全力保障了展览的志
愿讲解工作。其实，自 4月 4日起，展
览就召集了 19 名讲解岗志愿者。截
至撤展日，志愿者们已开展了589场
讲解服务，累计服务3600余名观众。

博物馆前台接待人员始终保持微
笑，提供耐心周到的咨询服务，每天
接听电话咨询超300个，接受现场咨
询超 2000 人次。许多观众也满怀感
激，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对展览、对志
愿服务等留言点赞。

同时，三峡博物馆的各项保障
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展厅关
闭时间原计划统一为下午5点，但在
撤展前一周，由于参观客流骤然增
加，博物馆迅速作出调整，主动延长
关闭时间，平均每天延长开放时间
2至 3小时，确保每一位到馆观众都
能顺利参观。此外，博物馆也加大了
安全保卫力度，制定分流计划，确保
游客能够有序进入各个展厅，避免
拥挤和混乱；为了应对游客突发疾
病，除了在展厅内设置医用急救箱、
轮椅、速效救心丸等急救设备和药
品外，博物馆还紧急加强对现场安
保人员急救知识的培训和能力提
升，协调选派医务人员进驻展馆现
场，保障观众生命安全。

“三峡跑”引发的思考

前文中提到的“三峡跑”其实来
源于“故宫跑”。它是 2015 年故宫博
物院展出《清明上河图》时观众们蜂
拥看展，为争抢第一时间一睹展品
风采而出现的词语。从故宫观众的
热情，到三峡博物馆的长队，背后反
映的都是观众对优秀艺术作品的热
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渴慕。

但另一方面，“三峡跑”的首次
出现，也反映了文化供应，尤其是优
质文化资源供应的稀缺。从这个角
度而言，文化资源也需要“供给侧”
改革，推出中高端个性化产品和展
览，精心设计和策划，调整内部结
构，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需进一步
加大力度，提供更为人性化的优质
服务。吸引更多观众走进馆内只是
第一步，提供更好的服务，才是真正
的考题。比如，面对密集的人流，有
没有后续的应对措施，能不能让观
众舒适惬意地排队看展，在面临急
剧增加的观众人流时，可否效仿医
疗机构的“号源预约”的预约系统

“精确到分”，走入展厅前便在手机
端预约排队号、进展厅时扫码“签
到”，观众也不必一直站在队伍
中，要到号的10分钟再通知观众到
附近等候。合理运用最新科技手
段，既提升观众体验感，也一定程
度上消除安全隐患。相信这样的系
统在医疗甚至餐饮领域已相当成
熟，当博物馆人流达到一定程度，
可否考虑引进？这是值得博物馆人
反思的问题。

此外，各类媒体平台在博物馆
流量激增时加上的一把“火”也是一
把“双刃剑”。在最后几天“井喷式”
到访的人流中，许多观众表示信息
来源非官方渠道，而是抖音及小红
书这样的自媒体平台。虽然平台给
予流量为文博信息的传播开辟了新
渠道，但在平台上最火的展讯并不
是官方口径的专业解读，取而代之
的是《你曾为一个展览拼过命吗？》

《再不看就是十年以后了》《我不允
许你不知道》等标题。点进视频不难
发现，其中许多展品解读极易给观
众造成误会。如，仇英款的《清明上
河图》在许多自媒体口中被模糊为
了《清明上河图》，观众到馆后才发
现展出的并不是张择端版。诸如此
类的宣传不一而足。碎片化、短平快
的宣传，一方面给博物馆的展览带
来“破圈”效应，但其传播方式与文
博信息的“深阅读”也产生了本质上
的矛盾。文博信息的传播需要一定
知识储备和门槛，而自媒体的属性
却是“注意力经济”“消解权威”。如
何应对真真假假、铺天盖地的碎片
化信息，也是文博内容传播者接下
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陕西省城固县张骞纪念馆，是依托张骞墓而建的
一处陵园式人文景观，为 4A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张骞墓已于2014年6月22日经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38届遗产大会表决通过，成功列入“丝
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成为陕南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是张骞故里、神奇
橘乡——城固的宝贵文化名片。在张骞纪念馆的众多
展览资料里，有一幅经敦煌研究院授权临摹的画作

《张骞出使西域图》，是吸引游客们驻足观览的丝路文
化点睛佳作。今天，让我们穿越千年，走近这幅《张
骞出使西域图》。

莫高窟第 323窟，张大千曾编号为 128窟，法国汉
学家伯希和编号为 140窟，据研究是初唐时期开凿的
最具有代表性和特色的洞窟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图》
就在此窟。第 323窟，位于莫高窟石窟群北段下层一列
唐代开凿的洞窟其中，属于中型洞窟。洞窟分前后两室，
前室南、北壁各凿有一个小洞窟，分别是324、322窟，后
室就是323窟，窟内开阔，平面呈长方形，顶为覆斗形。
莫高窟在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未得到良好保护，加之风
沙、酸碱、氧化等环境变化对洞窟及壁画损坏较大，加之
英、法、俄、美、日等一些所谓“学者”来到敦煌，掳走经
卷，揭下壁画，损毁塑像，致使一部分洞窟遭遇破坏，惨
不忍睹，幸好《张骞出使西域图》所在的 323窟免遭劫
荡，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再见到这一千年力作。

《张骞出使西域图》，是第 323洞窟北壁五组壁画
中的第一组，位于北壁西侧左上方，这幅壁画为初唐时
期绘制，龛内的塑像经过清代重新彩绘，已失唐代原
貌。壁画共有5个故事情节和画面，表现了汉武帝刘彻
获得匈奴祭天金人和张骞出使西域等的情景。这幅故
事壁画，从组画的右上角开始，至左上角结束，情节呈

“U”字型发展。壁画上的墨迹，据考证为民国时期来临
摹壁画的师生无意间洒落的，给壁画的完整性带来诸
多遗憾。

在画面的右上角，绘一庑殿顶大殿，正面自阑额上
竖立一匾牌，上书“甘泉宫”三字，殿内并列二金人像，
即指匈奴祭天金人。在甘泉宫外，画有一王者手擎香炉
跪拜顶礼，左右侍立臣属六人，躬身合掌持笏顶礼膜
拜。下有榜题文字四行：“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匈奴，并获
二金人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

关于汉武帝获匈奴祭天金人的事，史籍的记载，首
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和《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事
件发生在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年）春，霍去病
在讨伐匈奴的战斗中，取得大胜，匈奴内部昆邪王杀死
休屠王，率众五万余人投降霍去病，缴获休屠王的祭天
金人，班师回朝。史传中没有记载如榜题中的“列于甘

泉宫”“常行拜谒”等内容，而与榜题最为近似的记载，
是《魏书·释老志》所记：“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
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
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
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

在组画的下部，描绘的是张骞出使西域临行辞别
时的景况。画面右侧为一王者骑于马上，左右臣属八
人，或持曲柄华盖，或饮马于前，或随从于后。左侧绘
一人双手持笏跪拜辞别，身后为二从者，持双节立于
后，再后为四匹马及一马夫，马背上驭载行装物品及
丝织物等，榜题上书：“前汉中宗即获金人莫知名号，
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问名号时。”以上榜题
所称，与史实不符。获金人为汉武刘彻时，武帝庙号
为世宗，而榜题中前汉中宗应是汉宣帝刘询，刘询于
公元前 73—前 49 在位，而张骞出使西域发生在公元
前 138年—前 115年间，早于宣帝时期。

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与金人
名号根本无关，并且金人是匈奴祭天的神，不是佛像。
把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传入扯上关系的还是《魏书·释
老志》：“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
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在组画的左上方绘有两个画面，其下绘一人骑马
行于旅途，二人持节骑马随于其后，榜题文字漫漶，表
现的应是张骞一行在旅途中行进的情景。其上绘一城，
城内有佛塔，张骞一行三人行至城外，另有二比丘向城
内佛塔礼拜。榜题上书“□大夏时”，这表现的是张骞到
达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问佛名号的情景。

当时的大夏国，佛教已十分盛行，到处都有僧人和
寺院，张骞来到大夏国受到礼遇，得知在大夏国的南边
还有一个名叫身毒（即今天的印度）的国家，身毒国有
佛陀像。但是，张骞往西域大夏求佛名号的历史故事，
在《史记》《汉书》中并未记载，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可
能比较早，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在西汉晚期或东汉时
期，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
存口受《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卢，是为佛教传入汉地
之始，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汉明帝永平年间，建白马寺，
译《四十二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张骞出使西域图》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情景，
艺术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而形象的历史画卷，颂
扬了张骞通西域的伟大历史功绩，唤起人们对张骞的
景仰和缅怀。画作虽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意在把佛教
由东汉时期出入中原的历史，通过依托张骞画作提前
到西汉建元时期，至少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年，亦可见凿
窟、绘画人对佛教的虔诚用意。壁画虽有与历史史实不
符之处，但可以见得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历

史功绩在初唐时期、在西域、在丝路、在敦煌、在佛教
徒、在凿窟人、在绘画人、在供奉人等的时间、空间、人
群中的影响巨大，正是基于此些认知才诞生了这幅旷
世奇作《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在于，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
识，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第一次实现了华夏民
族、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
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的养
蚕与缫丝、冶铁、凿竖井等技术陆续传往西域，特别是
丝绸、茶叶、漆器、玉器、铜器传列西方，极大地改革推
进了西域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西域的土产如汗血
马、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
（蚕豆、豌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
毛皮、骆驼、狮子、鸵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
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
术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为汉王朝“据两关、列
四郡”经营河西走廊、统辖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开启
汉西外交奠定了基础。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
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
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从我国甘肃、新疆到今
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通，他所开辟的道路于
1877年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美丽的“丝
绸之路”，这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之路、友谊之路，张
骞被汉武帝刘彻授封“博望侯”，是对他博闻远见的高
度肯定和褒扬，张骞身为使者，以诚信、坚韧、智慧的人
格魄力传汉风到西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此
后，汉武帝刘彻赠予太子刘据一座名为“博望苑”的别
苑，正是汉武帝期望太子刘据能够以张骞为榜样，拥有
广博瞻望的眼界与学识，成长为胸怀寰宇的汉国帝王。

《张骞出使西域图》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幅关于张骞
出使西域的绘画，诞生在敦煌，足以见证敦煌在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和重大的影响力，该图是研究丝
绸之路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
也为今后创作关于张骞出使西域历史事件的美术、文
史、影像等艺术作品提供了意象基础，我们要持续保
护、研究、活化运用好这一历史瑰宝。

2023 年 12 月 19 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在
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按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
念，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着力构建保护体
系，着力健全保护机构，着力完善保护机制，着力筑牢
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文明互鉴。

博物馆里珍藏的具象文物和文化遗产，是灿若星
辰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金色名片，更是每一个
中国故事形象的见证者、亲历者和讲述者。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作为海南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是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
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海南）
南海博物馆坚持以保护为主理念，不断加强文物阐释
研究，以展览为抓手，通过学术研讨、联合办展、社会
教育活动、文化创意转化等多方面协同发展，有效推
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南海文化的展示与利用。

立足南海，积极探索深海考古模式

海南省是水下文化遗产大省。南海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始于 20世纪 70年代，自 20世纪 80年代中国水下
考古创建以来，中国国家文物管理部门组织专业人员
在南海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工作，以西沙群岛及相
关海域为主，发现“西沙群岛水下文物调查”“南沙群
岛水下文化遗产调查”以及“华光礁一号”“珊瑚岛一
号”“金银岛一号”“石屿二号”等 138处水下遗物点和
沉船遗址，其中124处在海南省海域范围内。

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我国已初步具备了深海考
古所需的技术装备和人才队伍。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会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动打破学
科、行业边界，通过整合资源配置、协同发展等手段，
积极探索水下考古新思路，开展跨学科合作，尤其是
考古和科技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探寻更多未知
的水下遗存，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赓续中华
文脉。2019年3月，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共建“走向
深蓝——南海海域深海考古”专题展。2021 年，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合作
石屿二号沉船遗址试掘项目，共采集出水遗物 147件
（片），为元代青花瓷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和素材。2022年深海考古项目在南海西北陆坡1500
米处发现2处古代沉船遗址，遗存文物数量庞大，品类
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该项发现也
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进入深海时代。2023年5至6月、

9至 10月，2024年 5至 6月，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
署和工作安排，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国家文物
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对二处沉船遗址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
分别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作为工作母
船，以“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为载具，每次执行约
20个潜次。此次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
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
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
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
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
合、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向世
界先进水平迈进，对于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

加强文物研究阐释，推进历史文脉传承

文物见证过去，而利泽当今。为了更好地保护文
物，延长文物寿命；发掘和研究文物艺术、科学、文化
等方面的价值。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遵循文物保护
修复基本原则，对馆藏文物开展保护修复研究工作，
并逐步形成以南海文化元素为核心的专业化文物收
藏理念，设计搭建“藏品信息管理系统”，打造藏品信
息融合平台，建立文物资源动态管理机制，将馆藏文
物资源进行合理集中调配。截至目前，馆内各类藏品9
万多件，以南海海域出水陶瓷器为主，年代跨度大，器
型丰富，釉色种类繁多，纹饰多样，装饰技法丰富，尤
以深海出水文物为亮点，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此外，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持续深化学术研究，推动研究
型博物馆建设。开馆至今，不断加强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大学、天津理工大学、洛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成立
海洋文物工作站、组建出水陶瓷器基因库、开发“小型
贝类三维交互展示系统”、创建出水文物保护修复重
点实验室等方式，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人才培养方
面相互借力，不断加强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不断创新
水下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转化，持续推进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传承。

创新文物活化载体，构筑南海文化表达体系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不断创新文物活化载
体，以利用促保护，在把握好活化利用尺度和界限
的基础上，走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道路，通过打造特色系列展览品牌、强化博
物馆教育功能、创新文化遗产阐释新途径等手段，
构建南海文化表达体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创新展览展示，助力文化传承，留住文化根脉。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立足自身使命和功能定位，不断
创新展览陈列形式，丰富展览内容，依托丰富的馆藏
资源，通过构筑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陈列展览体
系，用先进的陈列理念，指导展览由为“物”服务向为

“人”服务转变，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达成向大众
传播文化知识信息的目的。开馆至今，共计策划实施
南海人文历史、自然生态等系列主题 37 个境内外展
览，其中，“南海人文历史陈列”荣获第十六届（2018年
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精品奖”，“南
海人文历史陈列”和“做海——南海渔家文化展（海
南）”“诗画彩瓷——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长沙窑瓷
器展”分别入选国家文物局2019年度、2020年度、2023
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项目。

“博物馆+教育”盘活文化遗产资源，释放文化活
力。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首批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及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
基地，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
融合实现资源流动、教育流动，实现各要素配置整合，
充分释放文化活力。一是搭建多元一体的博物馆教育
知识体系。以“主题社教”“研学活动”“志愿服务”三大
类别，以“流动博物馆”和“走进博物馆”两种渠道，深
挖南海文化基因，构建博物馆教育知识体系，满足不
同年龄、不同层次人群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开馆至今，
共计开展一千多场社会教育活动，辐射观众人数近
137万人次；开展志愿服务超1500场次，服务时长累计
12000余小时。二是创新文旅融合模式，与“南海之梦”
游轮合作，推出全国首家“海上流动博物馆”。将馆藏
文化资源转为旅游资源，精心打造集展览、文创、社教
等于一体的特色旅游产品，给大众带来充满人文气息
的旅游体验，辐射受众达4万余人，延伸扩展了博物馆
教育功能，实现蓝色国土教育从“看展”“看景”走马观
花式的被动接受，到“读海、探海、爱海、护海”理论实
践联动式的文化教育。

“文化创意+创新”解锁文物密码，深度阐释文
化遗产。为加强文物资源的研究阐释，提升文物传
播力影响力，让文物更好融入生活，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遵循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充分
发掘南海历史文化遗产内涵和历史艺术价值。开馆
至今，持续设计开发“华光礁一号”“南海拾贝”

“南海礼物”“耕海牧渔”“海上丝绸之路”五大系列
700 余款原创性文创产品。通过设计有温度、个性
化、“跨界联合”的文创产品让南海历史文化遗产资
源以另外一种方式鲜活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让博物
馆里的文物“重新活起来”。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将深入学习领会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精神，立足于本馆自身使命和功能
定位，重点做好文物研究展览、国际交流合作、水下文
物保护等方面工作，争取打造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借助平台力量，全面提升文
物保护利用和南海海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着力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
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

守好南海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主阵地
辛礼学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三峡跑”引发的思考
刘竞希

《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解读与溯源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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