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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以下简称“新疆博物
馆”） 展示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大美
新疆的独特历史文化风貌和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尤其近年来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博物馆工作全过
程，通过加强文物阐释、打造沉浸式体
验，大力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近日，
新疆博物馆“文物+演绎+文创 创新博物
馆资源活化利用”获评 2023年度文物事业
高质量发展入围案例。

立足馆藏资源 生动阐释文物内涵

文物是文化与历史的实证，是人类文
明在岁月流逝中保存下来的瑰宝。2022年7
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新疆历史文
物展”并作重要指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
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
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讲清
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
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
员。”为践行总书记的嘱托，不负殷切期
望，新疆博物馆立足馆藏资源，重点突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展陈展示和研究，推出“新疆历史
文物展”“中华史册——新疆出土文书展”
等一系列文物主题展览，让文物活起来，
实证新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
发展中，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
运紧密相连，呈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兼收并蓄，彰显新疆文物资源的地域优势
和民族特色，呈现中国新疆的历史之美、
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自豪地介绍：
“我们一直致力于更好地服务大众，策展团
队在策划展览、撰写大纲、设计展陈时，
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系统化、知识化、大众
化向观众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以多
种方式突出文物的价值阐释，吸引观众亲
近文物，并强调准确、通俗、便捷。比
如，馆内设置了很多需要观众亲自动手体
验的环节，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广大观众观
展的过程中，让大家从趣味的体验中去感
受、去收获。很多观众自发地为我馆宣
传，如今新疆博物馆的平均日接待观众达
到了1.5万人次。”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锦护臂展台
旁，视频播放着于志勇对这件国宝的全方
位释读，观众们纷纷上前仔细辨认字样、
观看展板详细解读；在陶器展柜旁配套设
计了文物拼图游戏，总能吸引一波波青少
年参观者来挑战；在编织品文物展台旁放
置了手工编织的体验模具，观众们有秩序
地边学边动手编织……“展览中的互动游
戏装置，拉近了参观者与文物的距离，延
长了大家驻留的时间。”新疆博物馆陈列部
副主任何晓说。

在这些展陈中，通过国宝文物的“密
集”亮相、闯关游戏的打卡挑战、考古叙
事的陈述手法以及辅助大量的历史地图、
简表、关联省区考古物证、知识链接等，
有效提升了观众的主动参与度，延伸了历
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文物内
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打造了一个充满历
史魅力的文化润疆实践范本。

演绎文物故事 打造沉浸式体验

为解决新疆地域广阔、不可移动文物
分布分散而导致的观众游览有限的问题，
新疆博物馆以科技赋能，利用藏品的数字
资源，运用VR、AR等互动技术实现虚拟
与现实结合，打造了以古代新疆和中原地
区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交流交融的历史史
实为内容的“千年之语——沉浸式创意体
验”项目。项目以“一站式”畅游新疆为
目标，将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有机
融合、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由三部分内
容组成：

“新疆文物古迹一站游”——借助虚拟
现实、体感交互，动态情景，全景还原楼
兰古城、小河墓地、交河故城、高昌故
城、克孜尔石窟等，令观众“身临其境”
穿梭在新疆历史古迹的文旅长廊。

“文物活化舞台剧”——以馆藏文物、
“克孜尔千佛洞”等为切入点，突破空间限
制，结合古代新疆与现代艺术形式，实现
遗产价值跨时空传播，创作有以龟兹壁画
中舞蹈形象为原型的《龟兹乐舞》、以小河
墓地出土文物为原型的《小河公主》、以馆
藏文物箜篌、笙笛等乐器展开丝绸之路想
象的《音韵和鸣》、以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
的卜天寿《论语·郑氏注》手抄本和尼雅
遗址出土的汉代木简残片《仓颉篇》为原
型的《亘古习诵》、以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
土的唐代女俑为原型的《绮梦踏歌》和以
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
锦护臂为原型的《五星出东方》。8个剧目
巧妙地将文物与舞台表演联系在一起，多
角度展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为广大观众展
示了新疆自古与中原地区历史相沿、文化

相通、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
让更多人走进新疆、了解新疆、认识新
疆。“当小河公主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我
好像也穿越了千年，进入到他们的生活
中。”观众张钰感叹。

“全景科普服务观众”——主要以虚拟
互动为抓手，让文物“走”出展柜，成为
可亲近、可触摸的互动伙伴，参观者可以
亲自动手进行“陈列布展”或“修复文
物”，进一步增强观众与文物的互动性。

通过利用新技术、新创意和跨界融
合、交感多样的形式，将文物与文化遗
址、文化生活和信息技术相联系，融合文
物艺术价值，结合数字孪生、三维虚拟感
知交互、VR等技术，增强广大观众沉浸式
体验，大力延伸拓展新疆历史展陈的整体
阐释和展示水平，展示、宣传一个真实、
立体、全面的新疆，讲好中国故事、新疆
故事。

研发主题文创 巧妙走进生活

为了更好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增强
新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新博文
创”将艺术价值与实用机制结合，先后推
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潮虎想象”

“绮梦疆湖”“守望吧疆山”“天宫市集”等一
系列有颜有趣有内涵的文创产品，包括日
用、文具、文物版乡村特产、食品等，共计817
种 46905套。“五星锦、虎纹金牌、神兽雪糕”

“会说话的棒棒糖”“丝路寻宝考古盲盒”“龟
兹壁画冰箱贴”……每年推出的“爆款”产
品，让观众们在观展和沉浸式体验后，还能
找到那些与历史关联、与记忆共情的文物形
象，让文化润疆更接地气，让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丰润心灵。2023 年，“新博文
创”产品营销破千万。

同时，“新博文创”注重在产品包装设
计上下功夫，比如在文物雪糕的包装盒上
精心设计手绘涂色和明信片两个功能，观
众们可以剪下包装盒现场涂色、盖章或书

写祝福随即寄出，很多观众表示文物雪糕
既好吃又好玩还有纪念意义，希望新疆博
物馆继续推出更多寓教于乐的文创产品。

新疆博物馆副馆长何嘉说：“我们的文
创不仅要把传播历史文化和社会效益有效
结合，更要加强文创自身的推介宣传和社会
教育能力。这两年以‘文创+社教’的模式推
出了‘五星国宝送福卡’‘中华史册少年书’

‘绮梦疆湖仕女秀’‘龟兹缤纷手绘’等活动，
吸引了大批小朋友进入到博物馆的课堂中
来。”2024年，“新博文创”策划组织了“金
鳞开运 绘龙少年”活动，围绕馆藏珍贵文物

“八龙纹金带扣”，鼓励参与者用丰富多彩的
文化创意全方面、多角度展现大美新疆。该
活动历时5个月，吸引了全疆3224名各族少
年儿童报名参与，有 304幅优秀作品脱颖而
出，并在新疆博物馆展出。今年“5·18国际博
物馆日”当天，活动圆满落幕并举办颁奖活
动，共有 183 名“小画家”受到表彰。很多家
长表示，新疆博物馆组织孩子们参与到文物
衍生的创意设计中来，让孩子们既学到了文
物知识，又对学习画画有了新的认识。这些
丰富多样的“文创+社教”活动，吸引了源源
不断的亲子家庭、学校师生等到馆“打卡”参
与，激发了大家学历史、知历史的兴趣，让新
疆博物馆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新疆博物馆以“文物＋演绎＋文创”
为亮点的博物馆资源活化利用创新模式，
不仅实现了文物的内在价值延伸，而且使
观众从看“国宝”向了解“文化”转变和
递进，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作用显著，为
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弘扬丝路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博物馆文物＋演绎＋文创
创新博物馆资源活化利用

关懿 银璐 朱虹

“新博文创”天宫市集龟兹壁画系列新品首发

“文物活化舞台剧”龟兹乐舞

“新疆历史文物展”展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是中华文明传
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标识。它从甲骨文、金文
到篆、隶、楷，从字形变化不定到趋于定型，从
图画式的组合到规范的书写，虽不断蜕变，却一
直未曾中断，其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华文
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印证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与灿烂辉煌，它是华夏
文明的活化石。

新理念助推新展陈，让汉字更生动

新的策展理念塑造了立体的汉字展陈体系
2022 年底，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顺利开

放，基本陈列“文以化人 字以载道”和数字体验
展“字里乾坤”相继开展。它们与一期基本陈列

“中国文字发展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
成了中国文字宏大立体的叙述体系。

一期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定位为通
史展览，对中国文字历史进行了线性的表述，续
建展陈“文以化人 字以载道”则是对一期基本陈
列的拓展和延伸，择点铺面，选取汉字发展历程
中的重要节点进行策划。展览采用最新的设计理
念，针对不同展厅主题的特点，造型简约空灵，
色调典雅内敛，打造雅俗共赏的文化空间。同
时，合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互动展项，融知识
性、趣味性、体验性、互动性于一体。续建基本
陈列分为四个展厅，“字书琼林”展示了浩瀚字书
的知识和学术性，“书苑英华”展示了历代书法精
品的艺术之美，“汉字民俗”展示了汉字在生活中
的千姿百态，“字里乾坤”注重观众的体验和交互
性，每个部分都各具特色，不仅是基本陈列的补
充和完善，也全面展示了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
使汉字的形象更加鲜活。

数字化应用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
续建基本陈展更加注重数字化和场景融合，依

托数字化和多媒体的立体化应用，将沉浸交互式展
览带入博物馆展陈序列。

“字里乾坤”展以青少年为对象，着力于“让
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整个展览由27个互动参与
项目组成，营造融合科技手段的特色场景，展示与
之相关的字形，聚焦字形字义渊源，解析字的构
形，突出探索体验导向，进行汉字知识普及，让孩
子们认识古文字、通晓成字理据、感受背后的文化
故事。

新文创开拓新视野，让汉字更亲切

依托系列赛事，打造汉字文化IP矩阵
中国文字博物馆已经举办了五届汉字文化创意

设计大赛，吸引了高校师生、文化创意企业和个人
设计工作者的广泛参与。仅 2023中国国际汉字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就收到国内外 306 所单位 （学
校） 及 61位个人设计师的投稿作品 1409件。在评
出的近200件优秀作品中，有半数以上都是以甲骨
文等古文字为素材进行的创意设计开发，涉及短视
频、表情包、生活用品等，品类丰富，创意新颖，
为文创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大赛成果转化更是高效高质。目前已开发出甲
骨文表情包、“顺心合意”甲骨文杯等近 200款甲
骨文文创产品；利用大赛获奖作品“鼎喵”IP 形
象，演化为“鼎喵喵”和“鼎小喵”的造型，并制
作了动画片。这些方式不仅让汉字与现代科技、生
活进行了完美融合，也实现了“大赛+文字+创意+
产品”的全链条式发展。

广集社会资源，激发文创活力
一是立足殷商及甲骨文化元素，开发特色文

创。立足于殷墟甲骨文发祥地的区位优势，结合
地方特色文化内涵开发了旋转甲骨文文具、甲骨
文魔方等系列文创产品，充分展示了甲骨文独特
的文化性，启发青少年动手的体验性，体现了文
化价值和精神引领。二是以不同目标群体为指
向，实行层级化开发。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研
发多层次、风格多样的系列文创产品。目前已开
发地域特色鲜明、便于携带、价格亲民的生活旅
游纪念品，如甲骨文抱枕、围巾、晴雨伞等；针
对儿童青少年研发了甲骨文冰淇淋、益智游戏玩
具、十二生肖立体拼图等。三是打造特色 IP，让
文创具有唯一性。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基
于汉字不同的载体和时代特征设计了甲骨、青
铜、人工智能等十款不同的小仓颉造型，打造了
小仓颉系列 IP 形象。同时开发了小仓颉表情
包、盲盒等十几个系列衍生品，极具故事性和趣
味性。

新方法带来新科普，让汉字更鲜活

培育“甲骨学堂”，打造传承汉字文化社教新窗口
一是针对不同受众开发多元化博物馆教育项

目。在法定节假日和周末，举办汉字教育活动1670
场，吸引了近5.5万个家庭参与活动。如“这就是中
国”系列课程、“缤纷夏日——‘暑’你有才暑期
夏令营”“字都少年乐学甲骨冬令营”等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二是开设甲骨学云课堂。举办“甲骨
文探秘”“物以载文 大道至简”“豫见中国字”多
场直播活动，总观看量近 3000万人次。三是丰富
甲骨学堂线上教育资源。先后在“字博社教”微信
公众号发布《每周甲骨文》《吟诗解汉字》《字在安
阳》等系列课程，供广大爱好者随时阅览。

创新思路，持续推动汉字文化“走出去”
一是不断优化“汉字”巡展，推动“汉字”展

览走进学校、机关、企业、军营、社区、边疆。如
为了推进“文化润疆”工程，举办了“文字边疆
行”活动和“汉字之美”展览等。二是策划了“汉
字精神励少年”项目。“汉字精神励少年”研学实
践教育活动，将丰富的汉字研学体验活动带到教育
资源相对匮乏的偏远山区、革命老区等地，先后走
进云南、新疆哈密等地的 17所学校，惠及乡村中
小学生2万余人。三是持续开展“开学第一课”活
动，开展的“我爱甲骨文”等公益进校园活动已走
进南京、上海及安阳市共40余所学校，惠及近9万
名中小学生。

联合“学习强国”平台，扩大传播效果
一是积极提供高质量稿件。中国文字博物馆作

为“学习强国”“中华文字”栏目供稿单位，不断
推送各类资料，如视频《中国文字发展史》《遗珍
撷趣——甲骨探秘》《鼎喵喵和鼎小喵》等；图文

《识读甲骨文》《汉字说节气》等，更好地传播了汉
字文化。二是打造“学习强国”全国首家文博基
地。2024年 8月，“学习强国”全国首家文博基地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正式揭牌，当天，中国文字博物
馆专区也在“学习强国”文化频道正式上线，为用
户打造线上沉浸式学习场景，以数字化手段让汉字
文化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在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新时
代用多元的方式讲好汉字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有助于让更多的人通过汉字读懂中国、了解
中国、爱上中国，坚定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多元表达让汉字“活起来”
段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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