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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五千年，煌煌文明史。我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存，异彩纷呈的彩塑壁画，闻名天下的石窟造像，蜚声
遐迩的自然资源，遍布全国的革命文物。博物馆于历史长
卷中撷取亮点，于浩瀚沧海中拾取遗珍，凝练成各具特色
的陈列展览。

2023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 4万余个、教育活
动 38万余场。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文博热”持续升
温，全国 6800 多家博物馆观众超 5000 万人次。“文博热”
的背后，是社会公众对于文化的强烈需求，去博物馆看展
览，已经成为公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办公众欢迎的展览、把优秀的展览推介给公众，是
博物馆人的职责和使命。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西
安，第二十一届（2023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以下简称“十大精品”）推介结果，再一次点燃了公
众对博物馆的热情。

稳步提升 参评展览量多质优

为加强优秀展览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全国博物馆展
陈水平，国家文物局于 1997年启动“陈列展览精品工程”，
组织开展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到今年
已经连续举办了21届，在博物馆界和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
和好评，成为备受文博系统内外瞩目的知名文化品牌。“十
大精品”也成为全国博物馆界翘首以盼的一项殊荣。在激
发全国博物馆持续发挥教育功能，不断增强科研能力，逐
步提升展览水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十一届“十大精品”推介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指
导，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与往届相比，
本届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申报数量创新高。本届推介活动得到中央及军队系统
博物馆和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的积极响应，申报数量
达132项，其中境内展览117项，出入境展览15项（出境展
6项、入境展 9项）。涉及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评审方式再完善。根据近几年的实践经验，本届推介
活动办法对初评方式进行了修订，评审方式由线上调整为
线下，初评评委由来自主办单位的自然评委、从中国博物
馆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和“十大精品”专家库中抽签产生的
评委共30名组成。经过审阅申报材料、观看视频、现场评
议、实名投票、媒体公示、国家文物局审核等环节，最终
遴选出进入终评的项目。

入围终评展览主题鲜明，题材丰富，类型多样，地域
分布均衡。与往年网上评审相比，展览水平明显提升。同
时为适应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今年入围项目数量较
往年有了明显增加。

公平公正公开是“十大精品”一贯的原则。推介活动
办公室严格按照“推介办法”和活动要求，对每一个展览
项目都进行认真审核。今年有 2 个项目因不符合推介要
求，经评审委员会研究，取消其推介资格。

蔚为大观 现场汇报妙趣横生

5月的古都西安，室外用骄阳似火来形容毫不为过。而
室内，“十大精品”终评汇报会现场气氛热烈，妙趣横生。

“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中国是茶文化的发
祥地，茶文化体现了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人文精神，也体现
出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包容。历时 3 年筹备，跨越 6000 余
年，汇集国内外考古文博单位收藏的与茶相关的展品555件
（组），故宫博物院“茶·世界——茶文化特展”，色调雅
致、陈设古朴，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当代数千年间的
茶文化发展、普及历程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涵盖
茶叶、器物、书画、古籍、家具等门类，展示出中华茶文
化在全球产生的影响力。

山东，岱青海蓝，山海相望。泰山在这里崛起，黄
河在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山东博物馆“海岱
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以山东省文物为实证，叙
说着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祭祀与战争，展示着古代文明
发展与近现代奋斗的历程，首次全面反映山东古代文明
发展历程。

透亮的天空、广阔的草原、雪白的山峰、湛蓝的湖
水、幽深的山谷、粗砺的荒野……沿着青藏高原东麓直
至香格里拉，是一片由独特地形和纬度造就的色彩丰
富、对比鲜明的土地。云南省博物馆“追寻香格里拉
——青藏高原东麓的迁徙史诗与流动对话”展览以“迁
徙”联结当下，以实物链接个体话语，通过 260 件实物展
品、8 个深度口述史访谈，采用三条叙事线：少数民族民间
文学史诗叙事、历史叙事、考古学叙事，从历史学、考古
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揭示青藏高原东麓地
区藏缅语族人群的迁徙流动及文化融合。

安徽博物馆“山河安澜——淠史杭灌区主题展”展厅里，
有一幅名为《最后的凝视》创作油画，油画描绘的是工程建设
总工程师黄昌栋为工程呕心沥血，42岁英年早逝，临终凝望
工地告别，并留下安葬在此地遗言的感人场景。

新时代的博物馆，不仅要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也要继承矢志不渝的革命文化和展示波澜壮阔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淠史杭灌区骨干工程建设历时 14年，
江淮儿女用原始的工具建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灌区
工程，创造了渠走丘陵、引水上岗的“人间天河”奇观。
历史上的贫瘠之地成为今天的鱼米之乡、江淮粮仓。如
今，淠史杭灌区灌溉安徽、河南 1060万亩良田，为区域内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水源保障。

一天半的汇报会紧张而热烈。
每一个汇报人都是精心准备，精神饱满，显示了对活

动的重视和尊重。馆长亲自上阵已经屡见不鲜，厅长局长
冲锋在前也已稀松平常，但地方主要领导汇报还是第一
次。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所在地陕西佳县县委书记开场一
句陕北民歌，博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

“还要继续看吗？”“看！”部分项目因时间关系宣传片
未播完，主持人暖心地询问现场观众，是否继续。

汇报精彩，评委也按捺不住，时时发问。主持人不得
不对评委提出要求——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一个项目提
问不能超过2个。有评委表示“痛苦并快乐着”，痛苦是因
为难以取舍，快乐是因为个个精彩；也有评委表示，干货

满满，目不暇接。

有目共赏 推介展览百花齐放

近年来，博物馆通过新技术应用、跨界融合等方
式，不断创新展览展示手段，不断完善陈列展览的当代
表达，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等方面
不断下功夫，加强文物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挖掘阐
发，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展示中华
文明优秀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探索讲好
中国故事的当代表达。

本届推介活动竞争激烈，从脱颖而出的 37个推介项目
中，可以窥见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高速发展、博物馆陈列展
览水平的不断提升。

这些展览在主题立意、内容研究、展陈水平、技术手
段、社会教育等方面亮点突出。地域和层级分布较为均
衡，涵盖东、中、西部地区和省、市、县级博物馆；展览
题材丰富，涉及历史文化、专题、自然等不同题材及基本
陈列、临时展览、专题展览等多种类型。

大馆老馆推陈出新，基本陈列厚积薄发。山西博物
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馆
不断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方式，用文物说话、讲中
华故事。

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大变革和大发展，由政治一统逐
渐达到民族、文化、国家认同，为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以大历史
串联小专题的版块式内容架构，多角度阐述秦汉文明在社
会各领域的发展态势及其之所以“立中国，启世界”的重
要意义。

于“晋魂”里观岁月流逝，天地沧桑。2020 年以来，
山西博物院分 3 期对“晋魂”基本陈列进行全面改造提
升。提升后的“晋魂”基本陈列，展览叙事注重新理念、
新表达。展品选择突出新发现、新成果。重视对最新考古
发现文物的吸纳，注重科研转化利用。打破空间限制，循
历史脉络，聚文明亮点，在人类文明的宏观语境下聚焦山
西，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山西的独特贡献作了精
彩诠释。

“浙江一万年”展览立足浙江，面向世界，在梳理历
史脉络的基础上，多维叙事，构建展陈新模式，以“全
景+点线面”多重视角深入解读与传播浙江灿烂历史文
化。学术先行，展示考古新成果，展品涵盖浙江近年来的
最新考古发现，在展览展示中将馆藏器物与最新考古物证
组合展出。

中小馆地区馆迎头赶上，行业馆专题馆不断创新。
“大馆有大馆的担当、小馆有小馆的责任。”中小馆从大
时代小主题角度切入，结合在地历史及文化特色，将展
览内容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不断创新展示理念、突破
展示思路，水平有极大提升。有评委明确表示，大馆如
果再不积极进取，还盲目自大的话，就会被中小馆赶上
甚至超越了。

“简述中国”可以被称为两汉丝路“百科全书”式展
览。在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人家、书于简帛四个专
题在简述中国主轴理念的统领下，由远及近、由表及里，
讲述丝绸之路上每一个动人故事，勾画出一幅绚烂多彩的
历史图卷，为公众全面、生动地展现了简牍里的丝路文化
与中华智慧。以“简牍+”架起时空穿梭的桥梁，勾连了历
史的通感。

作为古墓葬类专题博物馆，集帝陵、古墓葬及其附属
文物、石刻和古代壁画为一体的大型墓葬类博物馆。洛阳
古墓博物馆的“葬制大观——洛阳历代古墓集萃”，以展览
普及古代墓葬基本知识，全面系统阐释古代墓葬文化，以
25座异地搬迁至馆内的洛阳地区不同时期典型墓葬，真实
呈现中国古代墓葬发展演变，让观众对中国传统墓葬有一
个宏观了解。

绵延万里、奔流不息的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从
西、北、东三面流经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一个黄河环抱的

“几”字弯。“黄河从草原上流过”紧紧围绕黄河、草原、
历史、文化这些核心主题，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鄂尔多斯及周边古代先民的交
往、交流、交融，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历史史实。

“长河万古流——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基本陈列”放眼
全国、立足陕西、突出地方，以黄河为源脉，从自然地
理、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等多维度讲述，展现黄河作为中
华民族之根的重要地位，阐释黄河流域对中国古代先民、
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诞生、发展与辉煌所产生的
重大作用。

学术研究底蕴深厚，展览内容深入浅出。丰富的展陈
内容，以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展览普遍运用跨学科做法，
自然人文与科学艺术结合，打破以时间为序的做法。透物
见人，既见古人，又见今人学术贡献。

“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
品展”打破传统策展思路，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遵从考
古学的学科特点，以考古学的视角，以考古学文化、考古
学遗址来组织陈列展示，为阐释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提供支撑。

“三星堆：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以重大考古发现
为依托，以最新研究成果为支撑，以文明交流为陈列主

线，以对话参与为展陈理念。多维度展开，梳理百年考古
史。首次全面、系统展现三星堆近百年考古历程与考古成
果。

作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重点项目，韶山毛泽
东同志纪念馆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围绕两个问题展
开。为何要改？因为有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新的观众教
育需求、新征集的文物资料。如何去改？更新充实内容、
强化伟人主题，重构展览空间、打造研学课堂，突出文物
主题、讲好文物故事。

出入境展览成绩斐然，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首先是
申报数量大大增加，比往年几乎翻了一番；其次是展览质
量明显提高、题材更为广泛；然后是合作区域范围扩大，
欧美国家显著增多。从文化到艺术，由东亚到北非，从波
提切利到梵高，展览视角从区域拓展到全球。既有从世界
看中国，又有从中华文明的序列中看世界、找自己。

“丝路光华——敦煌石窟艺术特展”作为2023年对台交
流的重点项目，通过展示敦煌艺术的丰富多样性和深厚历
史，强化两岸共同的文化根源和历史记忆。敦煌研究院精
选了敦煌石窟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壁画、彩塑展示，还
将 3座等大复制的洞窟运往台湾，成为台湾百年以来规模
最大的一次敦煌石窟艺术展。

花鸟画具有鲜明的中国艺术特征。“河上花——中国花
鸟画之道”展览荟萃明清 500多年间的 59位画家的百余幅
作品，呈现明清两代主要画家、画派在花鸟画方面的不同
风格特征。展览表达上积极吸收中美两国学者最新的研究
成果，重磅文物八大山人传世杰作《河上花图》原迹近五
年首次展出、近十年首次出国展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
迎，参观者络绎不绝、社会各界好评如潮，美国、中国多
家主流媒体均对展览进行了全面报道。

协力同心 场外服务锦上添花

场内紧张激烈，场外精彩依然。
国家文物局视频号，腾讯新闻、腾讯直播，中国文物

报视频号及央视频号、知乎号，文博在线平台微博，文物
之声视频号近 30家平台对本届活动终评会进行全程直播。
据不完全统计，为期一天半的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累计超
过了2000万人次。

5月 7日至 15日，为配合 2023年度“十大精品”展览
入围终评项目的预热宣发，中国日报 （Chinadaily） 旗下
的文博中国海媒平台对入围的 8个出入境展览逐一进行视
频宣发。其中脸书和推特平台的传播效果良好，脸书平均
覆盖量超过 120万，推特平均覆盖量突破 50万。脸书平均
互动量达 27万，推特平均互动量为 36万。

“学习强国”平台在其推荐频道、文化频道开设“聚焦
2023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栏目，对37个入
围项目进行宣传展示，阅读量达430万、点赞量达8万。

“在历史的长河中，博物馆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它们收藏着人类文明的瑰宝，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而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每一次展览都是文化的传
承。”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栏目，5月19日上
线播出了第二十一届 （2023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
展览精品推介”终评全纪实——《璀璨星河》。节目详细记
录了入围本届推介活动终评37家博物馆现场汇报情况与入
围展览的精彩回顾。除此之外，节目组还派出专门团队，
对馆长和专家进行现场采访，生动立体展现了博物馆界

“奥斯卡”诞生的全过程。
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西咸

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保
障。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的公安消防、安全监
督、食品卫生等部门入驻现场，给予指导，保障了会议
平安。

精益求精 推介活动日臻完善

“十大精品”推介活动开展以来，体现着党和国家对
博物馆事业的导向，反映了博物馆陈列展览实际，见证
了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形式、技术和材料等方面的守
正创新，评选出的展览主题鲜明，价值导向正确，坚持
为国家大局服务，将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为根本目标。

紧跟时代步伐，呼应社会关切，顺应人民期待，服务
国家大局，是推介活动的一贯宗旨。本届的特别奖项目从
众多精品项目中脱颖而出，反映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最新成果，是生动阐释中华文
明突出特性的国家重大标志性、代表性展示项目。精品奖
项目展示了博物馆展览的新成就、新水平；国际及港澳台
合作奖项目体现了我国博物馆文化国际传播力的进一步扩
大。其他入围项目也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近年来博物馆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果，如行业馆的快速发展、中小馆的水
平提升。

活动开展 20多年，标准虽已经成熟，但随着博物馆事
业的繁荣发展，一些新的问题逐渐产生，评委讨论最多的
就是水平接近、难以取舍。今年精品项目的产生，进行了
二次投票，这已经是多年不见的景象了。随着博物馆高质
量发展，陈列展览水平和质量明显提升，评审压力和难度
越来越大，相对于每年 4 万多个展览这个庞大的基数而
言，每届10个精品项目的数量显然不足以反映博物馆展览
蓬勃发展的实际。

对于不同类别的展览一起评审是否合理，评委也提出
了很好的建议。比如是否可以增加单项推介，是否可以分
类评审。

对于汇报形式，有评委建议应以专业性为主，要注重
展览内容和内涵，不必在演示技术上花太多精力，相比于
眼花缭乱的技术，评委关注的还是展览本身。

今年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作
为“十大精品”活动主办方，我们将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
下，深入加强研究、致力于发挥博物馆教育作用，不断总
结经验、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权威性和导向性，进一步完
善活动规则，扩大推介活动的社会影响力，服务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

展示新时代成就 促进高质量发展
——第二十一届（2023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回眸

本报记者 何文娟 李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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