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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市博物馆是集文物征集、收
藏、教育、展示、研究于一体的市级综合
性博物馆。作为四川省广安市对外文化交
流 传 播 和 展 示 广 安 历 史 文 脉 的 重 要 窗
口 ， 广 安 市 博 物 馆 新 馆 于 2023 年 底 建
成 。 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试运营至今，已经
有 20 余万人次走进广安市博物馆，“逛博
物馆”已经成为广安人民茶余饭后最爱干
的事。

文物+科技 打造广安版“清明上河图”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具有沉浸
性、多感知性的数字技术手段为博物馆的展览
工作带来更丰富的可能性。广安市博物馆以

“文物+科技”的数字技术手段让文物在展览中
“活”了起来。

1996 年，在广安华蓥市双河镇招勋村发

掘出土的南宋安丙家族墓地被评为全国十大
考古发现之一，是广安考古事业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事件。为了再现安丙生活的时代情
景，广安市博物馆采用数字多媒体手段打造

“宋韵广安——走进安丙生活的时代”数字
展，以立体沉浸式的视觉方式，带领观众穿
越 到 安 丙 的 时 代 ， 以 动 态 画 面 结 合 宋 代

“衣、食、住、行”，让观众领略南宋时期广
安的大好河山和民俗风情，呈现一幅广安版

“清明上河图”胜景。
在广安市博物馆的亮点区域，步入中庭

便能看见数十米高的流动屏幕由三楼倾泻而
下，广安十六景徐徐呈现，精美绝伦。据
悉，这是博物馆采用冰屏多媒体艺术形式，
用科技手段再现了广安古十六景，让文物古
迹“活起来”，向进馆观众展现广安深厚的历
史人文画卷。

展览+研学 拓宽博物馆服务边界

渠江是广安人的母亲河，孕育了5000年的广
安文明史，为从不同角度展示广安历史文化魅
力，广安市博物馆于二楼、三楼的通史展
厅，以渠江文化为纽带设置“我从渠江走来
——广安历史文化基本陈列”，通过场景还原、出
土文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展现广安远古到近现代
的通史，展示广安文脉发展，展现广安文明气象。

位于一楼 的 民 俗 展 厅 则 设 置 “ 乡 土 记
忆——广安民俗文化展”，通过版面、微缩场
景、家具展示、场景复原等方式，展示“劳
作、生活、礼仪、艺术”等内容，一楼还设有
1000平方米的临展厅，用于开展不定期的各种
展览活动。

研学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
展览内容的有效拓展。除基本展陈深受追捧
外，广安市博物馆二楼的研学社教区也是人气

最旺的区域。“我们充分利用馆藏展览和文物
资源，在传统参观讲解和研学教育基础上积极
创新，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播形式，开发

‘广安成长记’‘我帮安丙找记忆’‘广安古建密
码’‘广安的大汉庄园’等青少年研学课程和磁
性陶瓷修复体验装置、文庙斗拱积木拼接、手
工陶泥制作等体验活动。”据馆长唐云梅介绍，
截至目前，共有 3000 余名青少年学生参与博物
馆社教活动。

探索博物馆建设路径
赋能广安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

博物馆对一个城市文明和形象的提升、人
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满足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唐云梅表示，“广安市博物馆将以‘川东
北一流’的总体定位，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广安
精彩纷呈的文化内核，成为世人了解广安的重
要窗口。”

广安拥有璀璨的文化遗产，从重视文化
遗产的传承到挖掘文物文化遗产价值，近年
来，广安市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不断推进博物
馆体系建设。2024年，广安市出台《关于推动新
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成为
全省首个推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
市州。《意见》提出，未来广安市将进一步做好全
市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充
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并计划在未来五年，打造 12 个各
类中小型专题博物馆，而广安市博物馆新馆
的落成，也将为广安市博物馆体系的不断完
善立下标杆。

广安文博 破圈出彩
陈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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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结束。作为本
届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初评活动的参与者，笔
者总体感受是，此次参评陈列展览数量大，
达到创纪录的 132项，整体水平高，陈列精
品竞争异常激烈。最终入围展览项目的思想
性、科学性和艺术性达到了新的高度，在陈
列展览选题、策展理念、表现手段、设计制
作等方面，大胆地探索创新，陈列展览呈现
出诸多新变化，展示了极强的行业引领性、
示范性，同时反映了业界与时俱进、坚持不
懈的变革精神。尤其是一些入围项目参观人
数众多，人气旺盛，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和社
会影响，陈列展览的社会化、大众化进一步
提升。博物馆陈列展览正在变革中快速发
展、前进。

在整体印象之外，笔者认为，本届入围
陈列展览在选题和策展理念方面，尤其值得
称道。

在选题方面，本届入围陈列展览项目
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红色主题陈
列展览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如“‘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基本陈列”等获评精品
奖。二是挖掘传统文化元素，深化中华文
明的展示与传播。此次入围的陈列展览，
注重从不同角度展示与传播中华文明。有
的陈列展览，如“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
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三星
堆：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博
物馆基本陈列”“晋魂”“天下同一：秦汉文
明主题展”“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
展”“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

“葬制大观——洛阳历代古墓集萃”“黄河从
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
等，利用丰富的文物资源，解读中华古代文
明。有的陈列展览，如“简述中国”“茶·
世界——茶文化特展”“河上花：中国花鸟
画之道”“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
明”“丝路绮粲——中国丝绸艺术展”等，
则通过对“简牍”“茶”“花鸟画”“文字”

“丝绸”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和阐
释，弘扬传统文化，深化展示与传播中
华文明。三是关注当代中国建设发展成
就，展现当代中国新风貌。新中国成立
之后，我国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也涌现出一批重要工程，它们
凝 结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智 慧 和 勇 于 开
拓、敢于创新的奋斗精神。此次入围的一
些陈列展览项目像关注淠史杭灌区的“山
河安澜——淠史杭灌区主题展”、展现三峡
工程建设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基本陈列”
等，均致力于展示我国建设成就。“制器为
先——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应用展”则从文物
保护行业技术装备角度展示了当代中国建设
发展的一个方面。这些展览聚焦当代中国发
展建设成就，向世人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新面
貌。四是回应社会热点，彰显博物馆的社会
责任。三星堆、曹操墓挖掘因其对象的特殊
性，在社会上曾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一度成
为社会热点事件。本届入围陈列展览如“往
事越千年——曹操高陵历史文化展”“三星
堆：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博
物馆基本陈列”以专业视角对这些内容进行
解读，回应社会热点，彰显了博物馆的社会
责任。五是打破行政区划，突出强调文化区
域性。从展览选题涉及范围看，本届入围的
陈列展览在打破行政区划、突出文化本身区
域性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像“追寻香格里
拉——青藏高原东麓的迁徙史诗与流动对

话”“从广州出发——‘南海Ⅰ号’与海上
丝绸之路”“长河万古流——陕西黄河文化
博物馆基本陈列”等项目，跳出了行政区
划，分别聚焦“青藏高原东麓”“海上丝绸
之路”“黄河文化”等大的文化片区，做了
一种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任
何一种文化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区域之
中，文化区域是在文化自身发展中自然形成
的，只有循着这种历史形成的文化区域，而
非人为的行政区划，一种文化才能得到充分
而完整的表现。而且，打破行政区划，突出
文化区域性，更符合文化自身发展实际，也
更能全面、准确地阐释文化。

在策展理念方面，此次入围的陈列展览
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融入新的策展理念，打
造新型的陈列展览。在参评入围陈列展览
中，涌现出不少在展览策划中运用新的策展
理念的项目。“追寻香格里拉——青藏高原
东麓的迁徙史诗与流动对话”就是一个比较
典型的例子。在该展览策划中融入了观众参
与等新博物馆学的理念，并有所突破。在该
展览中，观众参与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允许观
众互动，而是让观众深度地介入陈列展览组
织和策划，将他们自己的故事融入展示之
中，突破了对“参与”观念的狭隘的理解，
同时，让陈列展览不再是一个定型的“成
品”，而是成为一个锚定观众故事的“活”
的、不断“成长”的新型展览，打造出具有
融入感和亲和力的新品质的陈列展览。新理
念带来新品质，不断地引入和运用新理念应
该成为未来博物馆展览策划持续努力的一个
方向。

实际上，在入围的陈列展览之外，另有
一些参评展览像“进击的牙齿”“‘小动
作·大改变’——世界技能博物馆基本陈列
展”“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等
项目，或因题材独特，或因视角新奇，同样
充满了想象力、观赏性，让观者印象深刻。

从本届参评及入围的陈列展览来看，有
些现象也值得关注。在类型和题材方面，
人文社会历史类陈列展览数量多，自然、
技术类陈列展览数量少；在主题内容涉及
的年代方面，古代题材展览占比较大，现
当代题材展览比重较小。提升型项目占有一
定比例，组织与策划仍有探讨的空间。在技
术方面，新技术的行业适用，也还存在较大
的提升空间。在地域上，入围初评展览中，
东部强、中西部弱的地域性差异现象依然存
在。此外，入围展览项目仍以大馆为多，中
小馆数量偏少。这些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受惠于现阶段国家大力发展文博事业
的政策，未来博物馆陈列展览会拥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博物馆陈列展览
的发展值得期待。期待未来博物馆陈列展
览在充分挖掘文物资源潜力的同时，能涌
现出更多自然、科学技术类陈列展览；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涌现出
更多反映当代中国建设成就的陈列展览；
在新技术的更新换代过程中，能涌现出更
多创造性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的高品质新
型展览；同时，也期待中西部尤其是中小
博物馆陈列展览能更快地崛起。

（作者系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为了让全民
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营造社会各界共同
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良好氛围，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邀请公众共创，举办了以“太阳神鸟积
木艺术展”为代表的系列活动，同时，主动走出
馆舍空间，通过跨界合作，让文化遗产共建共享
的理念深入人心。

合力共创 拼装“世界最大积木太阳神鸟”

太阳神鸟金饰出土于 2001年，它是金沙遗
址出土金器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件，含金量高达
94.2%，厚度只有0.2毫米，是中国古代黄金工艺
辉煌成就的见证。因其悠久的历史、精湛的工
艺、灵动的图案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太阳神鸟金
饰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和成都城市形象
标识的主体图案。

近年来，太阳神鸟图案出现在成都各处地
标和交通枢纽，是成都市民最为亲切熟知的城
市符号，它曾被放大 270万倍，出现在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会场的穹顶上，它
也出现在全国各处文化遗产地，守护绵延不绝
的中华文明。2023 年 10 月，江西省南昌市百树
学校校友罗文奇发动该校 2000余名师生，以金
沙太阳神鸟为主图案，使用133万粒“8×8毫米”
微型积木颗粒，历时21天，拼装成占地面积超过
85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的相连塑料积木马赛
克标志图案”，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为了回应与延续观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热
情，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启动了“太阳神鸟我来
拼”主题活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数百名不同
年龄段、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的观众共同努力，
实现“世界最大积木太阳神鸟”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拼装过程。

馆校合作 绽放古老遗址之美

对于青少年等特定群体，文化遗产不再
是沉默的被观赏者，而是学习与探索的不竭
源泉。

从 2021 年起，金沙遗址博物馆和成都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连续四年合作开展“我来金
沙讲堂课”活动，将学校课堂直接“搬”进博物
馆，创设国内首个“开在考古遗址上的教学课
堂”。该活动荣获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优秀案
例和首届文化遗产研学优秀案例。2024 年“我
来金沙讲堂课”主题活动在金沙遗址旁开讲，
以“‘玉’见金沙，炫彩摄人”为主题，由历史、
美术和地理学科老师带领 40 名初一学生进行
跨学科学习。相比往年，今年的活动更侧重于
让同学们应用学科知识自主探索、发掘和阐
释文化遗产魅力。在授课之前，三位学科老师
会带领同学们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项目式学
习。同学们通过现场参观、游客调查、方案研
讨等各种方式，深度了解金沙玉文化，应用学
科知识设计出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并在
2024 年“我来金沙讲堂课”主题活动现场，开
展设计思路分享和“走秀”表演。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表示，文
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民族的精神符
号，是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博物馆与教育界
的合作，不仅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
古蜀文化，还能通过多学科知识的运用，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有效发挥博物馆教育职能。

“我来金沙讲堂课”项目启动以来，得到全市
260 余所学校、700 余名教研老师、3000 余名学
生的支持和参与，共计研发课程 61 个，线上直
播观看量 80 余万人次，获得良好的关注度和
社会反响。

跨界传播 空中博物馆乘风起航

“金沙号”是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成都航空联
合打造的主题飞机，也是全国首架博物馆主题飞
机。2021年 9月，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成都航空携
手发起国产ARJ21“金沙号”飞机机身涂装设计
方案征集大赛，面向社会公众征集体现金沙文化
元素和成都航空特色的飞机机身设计。短短一个
月内，征集活动收到200余名大学生、少年儿童、
设计爱好者、专业设计师等不同行业、不同知识
背景的社会公众投稿。经过90余万人次网友的网
络票选，结合第三方专业评审意见，“金沙号”飞
机的最终喷涂方案出炉。2022年6月28日，一架
以古蜀金沙和现代成都文化元素为主要视觉形
象打造的空中博物馆——“金沙号”成功首航。

“金沙号”主题飞机执飞期间，金沙遗址博
物馆的讲解团队不定期登上“金沙号”，以文物教
具展示、多媒体视频演示等多元方式，为天南地
北的观众讲述成都历史、金沙文化。这趟“空中博
物馆”也得到了旅客的肯定。“这次主题航班真是
太好了！从前只知道‘太阳神鸟’是文化遗产的标
志，但不清楚背后的寓意，今天一听原来这么神
圣！就像讲解员说的，‘太阳神鸟’已经不仅是一
件凝聚三千年前古蜀人智慧和信仰的文物了，更
成为当代社会一种极富生命力的精神寄托。”一
位搭乘过“金沙号”航班的旅客赞叹道。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
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面
向未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将继续践行文化遗
产共建共享的理念，担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
使命，发挥文化遗产地的吸引力、传承力，真正成
为连接城市历史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供图：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志愿者张艳、
韩鹰莺等）

深品精品深品精品

变革与期待
——第二十一届（2023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后
张文立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大众参与 擦亮文化遗产名片

“金沙号”主题飞机

学生在遗址栈道上“走秀”表演，展示多学科融合学习成果 2024年“我来金沙讲堂课”主题活动现场，历史、地理和美术三科老师开展跨学科教学

“世界最大积木太阳神鸟”亮相金沙遗址

太阳神鸟金饰

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