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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和中国，分踞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
他们都是亚洲的古老国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
煌的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生活在伊朗高原上
的人们就开启了文明的进程。他们建造恢宏的建筑，
制作出精美的金银器、釉彩陶器和玻璃器，构建丰富
多彩的物质世界。同时，他们建立神庙，塑造精神的
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伊朗逐步成长为西亚地
区物质与精神世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6月12日，“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
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本次展览汇集了来
自伊朗国家博物馆、戈尔甘考古博物馆、拉什特博物
馆、波斯波利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博院（博
物馆）的285件精美文物，呈现出古波斯文明的璀璨
瑰丽及其与中华文明的相互交融。展览通过“高原
曙光”“辉煌时代”“信仰艺术”三个版块阐释古代
伊朗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

高原曙光

公元前 2800 年左右，在伊朗高原的
西南部，诞生了埃兰王国。在当时两河流
域亚述王国的记述中，埃兰的城市繁荣而富
足。埃兰人使用楔形文字，崇拜各种神灵，营
造了大型的神庙宫殿建筑群。他们喜欢用几
何和动物纹来装饰陶器表面，抽象的线条和
变形夸张的人或动物图案，是埃兰人信仰意
识的反映。埃兰人还热衷长流嘴的器物造型。
同时，埃兰也跟北部的骑马民族、西方的美索
不达米亚文明互动互融，在铜器、金器等各
类器物上，都显示出高度发达的工艺和艺
术精神的表达。文明的互鉴使早期伊朗高
原艺术呈现出多彩的风姿。高原上的埃兰人
创造出的各种艺术形象，对后世的伊朗高原造型艺
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展出的胡齐斯坦省出土的
楔形文字砖，来自苏萨附近
的古代神庙建筑，从砖上的
文字内容可以看出建造
神庙的供奉者、一位国
王在泥砖留下的信息：

“我为建筑神庙提供了
砖，我努力工作建造了
神庙，并向我的神因书
希纳克献祭。啊，因书希
纳克，希望我的供奉能
得到您的享用！”

伊斯法罕省锡亚尔克
遗址出土的管流彩陶壶具备
了古代伊朗器物的典型特征——
细细长长的管流，以三角纹装饰的管流
曲折连接在其腹部，器把则安装在陶壶的口沿部。器
身两侧绘有公牛图样，突出表现了颀长而弯曲的牛
颈以及牛头顶的双角和方形的眼睛。相比之下，牛的
身体和四肢显得细弱，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件器物圆
鼓鼓的腹部造型而特地设计的。

同样充满想象力的公牛形象还出现在这件铁器
时代（约公元前1150—前850年）的器物上，瘤牛陶来
通出土于吉兰省马尔利克土丘 18 号墓葬。来通杯
（Rhyton）是一种流行于亚欧大陆上的古老饮酒器，
从公元前 2000年开始，圆锥形的酒具来通就已经出
现，并逐渐流行于从爱琴海到西亚的广阔地域。它
的起源可能是人们模仿动物角制作饮器，既可以当
杯子，也可以是注水或酒瓶，在重要的礼仪场合使
用。瘤牛陶来通有着尖尖的牛角，耳朵垂于角下，钻
有小孔挂着黄金耳环，四肢粗短，背部上高高耸起
的肉瘤（脂肪囤积块）是这种牛最显著的特征。在古
代伊朗高原、印度和非洲地区，瘤牛是日常生产中重
要的家畜，这件器物制作精美，可能被用于酒宴或祭
祀典礼。

辉煌时代

从阿契美尼德，经帕提亚，到萨珊王朝，她们共
同构筑了伊朗高原上艺术的辉煌时代。公元前6世纪
开始，阿契美尼德王朝力量空前强盛，积极扩张领
土，逐步建成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强大的帝国。大流士
一世时期，修通了连接全境的驿道，规划收税区域，
帝国保持道路通畅，促进商业贸易交流的同时也进
一步加强了各地之间的文化关联互动，广大地域内，
各种特点的文化和艺术进入全面融合状态。这一时
期的文化大融合，在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方面，都呈
现出阿契美尼德时期创造出的波斯特色，同时也为
将来本土化的萨珊艺术风格打下了成长的基础。

该部分重点展出的有翼狮金来通，来自哈马丹
省，器物结合了有翼的狮身和近乎锥形的垂直杯身，
杯身上端饰有一圈莲花图案，其下饰有平行的凹槽

线。狮子
呈 张 嘴 伸
舌状，头部、颈
部和胸部覆有鬃毛，前爪自然着地。

双翅末端饰有三排羽状花纹，末端向
前弯曲。类似形象可见于苏萨的釉面砖

和波斯波利斯的浮雕。
帕提亚王朝处于地中海文化和伊朗文化

充分融合的阶段，来自哈马丹省纳哈万德的青铜女
神像充分体现了波斯风格和西方文化的共同特征。
女神头顶上是象征伊西斯女神的王冠，面部表情平
静，鼻头尖翘，眼睛看向前方，一头波浪卷发披在肩
上，左手持盛满收获物的丰饶之角，身上穿着古希腊
式的束腰长裙，身披外罩。

公元3世纪，来自伊朗高原南部的阿达希尔王建
立了萨珊王朝。这时期的伊朗，从文化到艺术，开启
了全面伊朗化的进程。萨珊王朝出产的玻璃器皿、金
银器，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在东亚国家成为人
们竞相购买收藏的高级工艺品。

来自吉兰省尼亚沃尔的刻面玻璃碗，虽然已经
失去往日通透的光泽，仍然能清楚看到萨珊时期玻
璃器的典型特征——表面排列连接在一起的蜂窝状
装饰。萨珊玻璃工艺最开始采用一种简易的制作方
法，在磨具上直接吹制，与帕提亚王朝的工艺相似。
后来，萨珊玻璃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其中就有半圆
形或六角形雕刻碗。

以特殊工艺制作的萨珊银盘，首先在银盘内壁
绘制图案线稿，然后剔除周围部分，使图案呈现浮雕
效果，抛光细节。然后，再以金和汞的混合物在想要
涂金的地方反复摩擦，将多余的汞加热后挥发，鎏金
就保留在器物表面了。在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国王骑
马鎏金银盘上，萨珊国王头戴新月王冠，脑后扬起象
征皇室的丝带，身穿华丽的礼服，佩戴象征武力的剑
与箭。国王坚毅的目光和举起的一只手，象征他将接
受空中天神交付的权力。

这一部分将伊朗文物和中国新疆出土的丝织品
对比展出，充分说明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繁荣贸
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联珠对鸟纹锦是根
据萨珊审美定制的一件中原出口货物。这片织锦在
新疆吐鲁番的古墓群中被发现，得益于当地炎热干
燥的自然环境，成功保留了唐朝织锦的鲜艳色彩和
精美图案，织物由红、黄、驼、白色组成，六边形的大
联珠纹和四周环绕的对鸟图案是典型的萨珊艺术
风格。

（下转6版）

博物馆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密
不可分，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博物
馆运行管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中发挥聚合作用，驱动博物馆高
质量发展。

从博物馆视角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三大特征

关注博物馆新质生产力的生
成与运用，是推进博物馆改革发
展、加快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
义，将重塑博物馆形态并推动其可
持续发展。

安防消防、文物保护、陈列展
览要依托高科技。科技创新是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博物馆发
展离不开高科技。《博物馆和文物
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对入
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声音复核系统等作出明确技防要
求。三星堆博物馆运用立体微波雷
达技术对建筑周界进行监测，故宫
博物院使用无线电子挂锁门禁系
统，实现文物安防系统升级、远程
监控。我国加快构建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的文物科技创新体系，三峡文
物科技保护基地、广东文物保护科
技中心基地等相继设立，文物保护
科技应用水平不断攀升。今年 5
月，我国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
设备更新，将促进博物馆陈列展览
设备向参与式、沉浸式提升，涌现
更多“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
像沉浸式数字展”“遇见古蜀：三星
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等数字人文
展览。

藏品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
理要实现高效能。高效能强调生产
要素及其组合配置效率提升。要广
泛征集藏品，加大节能型恒温恒湿
储藏柜、藏品电子标签等投入，建
立藏品智慧化管理平台，如上海
博物馆数字藏品平台“海上博
物”，实现数字馆藏的同时挖掘数
字资产的可延展性。要建立高效
透明的财务制度，落实财务预算、
决算管理机制，定期统筹资产设
备购置、项目经费等，提高预算执
行率。要加强项目策划、储备、实
施、监督全过程管理，通过技术改
造、减污降碳等向“三新”经济活动
转型，着力打造颠覆性、战略性的
应用场景或品牌。

学术科研、社会教育、文创开
发要展现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博物馆学术研究由基础性向应用
型转化，中国国家博物馆坚持“学
术立馆”办馆方针，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通过完善科研课题管理办
法、建立重点研究实验室等促进学

术研究成果转化，形成其他业务的“承重
墙”。博物馆教育强调博物馆主导、学校
参与、社会支持，重庆市“第二届中华
文物我来讲”讲解大赛吸引多个区县博
物馆分场举办选拔，11 万青少年参与，
多家学校支持，社会反响良好。博物馆
文创开发与时俱进，应挖掘馆藏文物
IP 和文化创意，设计具有文化性、创意
度、观众喜爱的文创，如获 2023 中国特
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甘肃省博物馆

“牛哞王”玩偶、南海博物馆鲸喜首饰系
列等。

三大要素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提供合力支撑

创新博物馆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有
利于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以传递新知、文化涵养、人才培育推动劳
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实现跃升与博
物馆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寓教于乐打造社会教育大熔
炉。博物馆教育从传统单向输出转为寓
教于乐、双向参与。今年，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举办“听见博物馆的声音——博
物馆奇妙夜”，邀请大渡口区育才小学
学生合唱《小雅·鹿鸣》，让观众成为教
育传播者；南京博物院举办“奔赴美好
生活——生长力”博物馆奇妙夜，上演
集古琴音韵、吟诵吟唱一体的音乐剧

《广陵绝响》，让观众在非遗文化中受到
熏陶；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博物馆奇
妙夜，遇见马克思”夜场观展、红色文化
季诗歌朗诵邀请赛等活动，促使观众对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

坚持科技助推打造永不落幕大舞
台。近年来，博物馆立足文物本体，以
VR、AR、3D打印等科技创新赋能，加速
智慧化、数字化建设。山西博物院以“科
技+文化 IP”推出“走向盛唐——山西北
朝壁画中的融合之路”专题数字展，获得
2023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
项目。天龙山石窟博物馆等承办“美成天
龙”展览，展出9个国家近30家博物馆的
天龙山造像，属该类文物国际首次大型
数字复原巡展。云上博物馆平台构建，促
进博物馆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互通共
享、融合互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国
书院云课堂”“趣味读三国”等讲座视频，
为中小学校解读三国提供有益教材。敦
煌研究院打造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
字文化遗产开放共创平台——数字敦煌
开放素材库，实现莫高窟壁画、藏经洞文
献等珍贵资料“永不落幕”。

坚持人才领先，打造人才辈出大学
校。博物馆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供全科型、高层次的文博人
才支撑。今年，山东省印发《文物全科人
才定向培养实施办法》，提出定向培养约
300名文物全科人才，明确招生录取、定
向培养等政策措施；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印发《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方案》，探索
“外部聘请+内部培养、兼职+师承制培
养、特聘+个人工作室”模式，培育高水平
创新引领团队和行业领军人物，促进全链
条人才培育有效衔接。国家典籍博物馆、
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具备大
量珍贵的典籍、书刊等文物资源和专业人
才，利于观众增强素养，以文育人，促进公
民素质提升。

聚焦三大转变
提升博物馆的竞争力创新力传播力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推动博物馆开辟文
博事业更大平台。

从“数”到“质”转变，提升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文旅融合带动“文博热”，各地建设
博物馆热情高涨。2023年底我国备案博物
馆 6833 家、较上年增长 4.1%，但增速下降
了2个百分点；而申报参加第五批国家博物
馆定级评估博物馆有 1148家，创下历史新
高。为此，博物馆应聚焦“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博物馆”创建计划和中小博物馆提升计
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逐步向高层次拓展。
要提升内部治理绩效，着重打造精品展览、
品牌社教、优质文创。

从重“物”向“物”“人”并重转变，提升
文化创新力。博物馆 2.0时代，衡量其发展
的标准已从单纯比较藏品规模、珍贵文物
数量转向文物活化利用与输出优秀文化，
以人为本理念贯穿在发展全过程。基于此，
博物馆要着力构建科学、特色的藏品体系，
通过社会合作拓展征集渠道，加强文物预
防性保护，全面展现城市历史文化或主题
文化脉络。要以观众喜闻乐见为导向，创新
性策划形式新颖、概念性强、发人深思的大
展，如山西博物院“晋魂”、陕西历史博物馆

“天下一同：秦汉文明主题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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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让观众看一次展
览，受一次洗礼与启迪。

从“收藏”向“收藏”“传播”并重转变，
提升教育传播力。建设博物馆强国或博物
馆之城，应立足特色馆藏文物资源，大力支
持馆际、联盟之间的交流合作，以互促共享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扩大区域文化
影响力传播力。要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
效结合起来，全方位打造博物馆传播矩
阵，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要加强对类博
物馆规范发展引导，大力发展乡村博物
馆，如浙江省出台《乡村博物馆星级评定
办法（试行）》，促进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
更加均等化、广覆盖。要确保收藏、展示、
教育、传播全链条稳定畅通，鼓励各界参
与博物馆建设与教育，促进博物馆成为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放大器”、讲好中国故
事的“大舞台”。

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以新质生产力驱
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必须守正创新把握
三大特征，聚焦三大要素，立足博物馆核心
功能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奋力开创新时代
文化强国、博物馆强国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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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横
空出世”，震惊世界，它不仅是我国
迄今发现最早、最完备的法典，还
有我国最早的个人年谱和“家书”，
被誉为秦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
的“百科全书”，历年来受到学术界
和媒体界的高度关注，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也制作播出了大量以
云梦睡虎地秦简为主题的纪录片、
专题片和综艺节目，文化传播效果
显著。如何适应新时代文化传播和
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让云梦睡虎
地秦简这一“冷”文物进一步“活”
起来，湖北省博物馆通过挖掘其深
层次价值，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
和传播手段进行尝试，并取得了良
好效果。

配合《简牍探中华》《馆长来
了》打造有高度、有温度的节目
2023 年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国家文物局启动了大型文化节目

《简牍探中华》重点专题片的录制
工作，湖北省博物馆作为五家博物
馆之一参与了这一重点片单的现
场发布活动。节目组在与湖北省博
物馆充分沟通后，选定云梦睡虎地
秦简作为节目的支持文物。随后，
湖北省博物馆组建学术支持团队，
为节目的创作提供学术支撑。节目
组在本馆团队的启发和学术支持
下，创作了以睡虎地秦墓主人喜、
衷及其亲属黑夫、惊等“小人物”为
群像的“实景戏剧”，从他们的视角还原了
秦统一六国的大历史、小家庭，展现了普通
人的家国情怀，与今天的我们对话，拉近了
相隔两千年的他们和我们的距离，实现了
很好的“共情”。云梦睡虎地秦简作为《简牍
探中华》第三集于 2024年 3月 24日在中央
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出，既获得高
的收视率，也赢得了广大观众对云梦睡虎
地秦简的再次聚焦。

2024 年初，山东电视台中华文明历史
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聚焦中华
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精选见证中华文
明发展历程的 24 组代表性文物分 8 集录
制，其中第四集选定的秦代文物就是云梦
睡虎地秦简，主要通过墓主人“喜”的生平
线串联起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展示了秦律
法的完备。该集于 2024年 6月 20日在山东
卫视播出，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

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传播手段助推秦

简文物活化 2019 年，为深入研
究云梦睡虎地秦简，挖掘秦简背
后的故事和深层次价值，并在湖
北省博物馆改造后的老馆布设

“极目楚天——湖北古代文明”基
本陈列时有新的呈现，湖北省博
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
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开展“云梦
睡虎地 11 号墓出土人骨的体质
人类学及三维人像复原研究”课
题，通过对该墓主人“喜”的人骨
采用激光三维扫描、计算机建模、
图像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科学
复原了“喜”的生前面貌，还通过
公式计算出了“喜”的身高、体重，
同时对其病理特征、遗传信息等
各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取得了
重要成果，并采用3D技术打印出
了“喜”的头像，将其还原成了我
们今天能感受到的“活”的形象。

这一最新成果首次在《简牍探中华》第三集
中发布，通过与该集实景戏剧“喜”的扮演
者张桐“神似”的巧合和本人在节目中的感
叹，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喜”和云梦睡虎地
秦简。

《简牍探中华》第三集播出后的次日即
3 月 25 日上午，湖北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对
上述成果面向新闻媒体进行了公开发布，
中央、地方十余家媒体参与报道，主流网络
媒体点击量、观看量达 200余万人次，形成
了一波宣传“热点”。

举办系列活动让“喜”和秦简与观众面
对面 借助《简牍探中华》的热播和“喜”头
像的发布效果，湖北省博物馆适时推出“惠
此简书——睡虎地秦墓出土简牍”展，选取
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和木牍29件及刚
刚发布的“喜”的3D复原头像，于4月30日
至 6月 30日进行展出，让翘首以盼的秦简
爱好者和广大观众能近距离一睹“喜”的

“真容”和秦律、最早家书的原貌。
为配合展览，湖北省博物馆除开展“简

述历史”“‘牍’懂家书”等专题社教活动外，
还采用了新颖的传播方式通过“青年文物
专家公益云课堂”举办“开门见‘喜’惠此
简书”直播活动。活动中，湖北省博物馆学
术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杨理胜化身
秦吏“喜”，携“家人”穿越而来，以直播方式
与现场、线上观众、志愿者亲密互动，畅聊
文物知识，讲述荆楚故事，观看量达78万余
人次，许多网友在直播间留言对这种形式
表示肯定和赞许，并不断“向喜大人问安”，
传播效果突出。

同时，湖北省博物馆还以此展览为主
题，通过学术品牌“荆楚文明讲坛”邀请秦
汉史、秦汉简牍研究大家举办学术性与通
俗性相结合的讲座。第一讲由西北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王子今主讲《“廉”：
秦政治理念的历史变化——从〈商君书〉到
睡虎地〈语书〉〈为吏之道〉》，第二讲由武汉
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
任陈伟主讲《睡虎地汉简〈质日〉中的历史
记忆》，第三讲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馆员、里耶秦简古城一号井发掘主持人、

《简牍探中华》之《里耶秦简》文化访谈讲述人
与最新成果发布人张春龙主讲《里耶秦简中
的迁陵县社会状况漫谈》，专家们以深厚的学
术功底、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线下线上踊跃参
与的观众带来了有关秦汉简牍、秦汉历史文
化与社会生活的视听享受。而第四讲即本轮
讲座的收官之作将于6月底“惠此简书”展览
闭展之际，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字学教研
室教授董珊主讲《从立国到绝祀——结合出
土文献勾勒秦史的本末》。

此次云梦睡虎地秦简的系列传播活
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冷”文物“活化”的
样本，为进一步探索适应新时代让文物

“活”起来的路径提供了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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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伊朗文物精华展
孙路遥

展出“喜”的3D复原头像“开门见‘喜’惠此简书”现场直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