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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
文脉。三峡文化是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三峡文
物是长江文化的厚重载体。1992 年，随着长江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启动，在国务院三峡工程
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兴起了我国
迄今规模最大、保护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全国百余家文物保护机构、
大专院校的数千名文物工作者共同参与到这场

“三峡考古大会战”中。截至2021年，重庆三峡库
区累计开展考古发掘 849项，出土文物 18.3万
件，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生动见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本着对历史负责、对
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自觉，始终将
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作为重点工作，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一是建设三峡博物馆群，构建文物科技保
护体系。建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三峡移
民纪念馆等17家博物馆，基本形成库区区县全
覆盖的三峡博物馆群，成为三峡文化展示传播
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又陆续建成了三峡文物科
技保护基地、三峡文物修复中心等文物保护基
础设施，系统构建三峡文物科技保护体系，为三
峡出土文物保护与修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是首个国家文物保护装
备产业基地的组成部分，布局有馆藏文物有害
生物控制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该基
地立足三峡，服务重庆，辐射西南，是三峡出土
文物后续保护修复的重要场所。

二是遵循“保护第一”的原则，加强文物保
护。2022 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启动了

《重庆三峡库区出土文物修复三年行动计划》，
计划完成1.2万件三峡出土文物的抢救性修复。
通过三峡出土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抢救保护
了一大批文物，为三峡地区博物馆提供了丰富
的展品支撑，极大地解决了三峡文物“一锁了
之”的问题。在三峡库区各博物馆，实施馆藏文
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实现三峡出土文物保护环
境的根本改善，建立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重庆区域中心，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文物日常保管水平得到根本提升。编制《重庆市
文物大数据及智能化建设方案》，逐步完善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等10家
数字博物馆、智慧博物馆的建设及应用，切实提
升博物馆智慧化服务体系与能力。

三是深入开展三峡历史文化研究，揭示三
峡历史进程。围绕三峡库区文物保护成果，重庆市的文物保护
专业机构与全国4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先后出版各类发掘报
告、修复报告、研究论著 130 余部，开展各类课题研究近 300

项，发表各类文章 2030篇（1997—2020年），创办
《长江文明》集刊，系统阐释了三峡文化发生、发
展、繁荣的历史进程和内涵特点，是巴渝历史文
化和长江文明研究的重要支撑。

四是加强文物活化利用，促进文旅融合。
2018—2020年期间，重庆三峡库区文博机构接待
参观总人数 5340.55 万人次，举办学术活动 265
次，文化活动 39656 次；举办原创展览 283 个
（1997—2020 年），展品数量 30519 件/套；开发文
创产品 176类 2126种；成立了“三峡文创联盟”文
创平台和“三峡渝礼”“大溪文创”等多个文创品
牌，有效整合三峡地区具有区域文化和地方特色
的藏品资源。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夔州博物馆、
巫山博物馆等被公布为 4A级景区，成为重庆都
市旅游、三峡旅游的重要景点，有力助推了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

2023年，随着《三峡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正式发布，标志着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翻
开了新的篇章。接下来，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
持续发力：

一是持续强化三峡文物系统性保护，推进关
键技术攻关。继续开展三峡出土文物抢救性修
复，积极探索建立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协同合
作的科技创新机制，强化在文物防风化、防雨水
侵蚀保护、虫害治理等领域的预防性保护技术研
究与应用、文物保护传统工艺科学化关键技术攻
关，推动数字修复的理论与运用，探索研发针对

库区文物保护的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
二是继续加强研究挖掘，扩大长江文化影响力。加强三峡

地区人类起源与演进、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巴文明起源与特
质、三峡古代手工业发展、三峡历史时期历史文化等研究，强
化以考古学为纽带的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提炼三峡出土文物
的内涵与价值，积极培育宋元山城考古等“考古中国”项目，确
保2025年底完成全部三峡考古发掘研究报告出版。

三是不断加快三峡文物成果转化与利用，促进文物旅游
融合。近年来，“文物旅游热”成为旅游发展的新趋向。重庆将
加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改扩建，新建丰都博物馆，推进巫
山、奉节、云阳博物馆二期陈列展览，不断强化博物馆社会服
务功能，拓展数字博物馆，发挥三峡文化创意产业联盟作用，
更高水平、更高标准打造三峡博物馆集群；推动加快三峡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成龙骨坡、白帝城、天生城、皇华城等
11处考古遗址公园；助力活化利用小官山、白公祠、磐石城、
江东嘴等三峡文物集中迁建区，促进三峡文物变“景物”，文化
遗产变“三产”，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展望未来，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三峡文物系统性保护管理水平，构筑三峡
文物核心价值谱系，完善三峡文物展示传播体系，讲好“三峡
故事”“长江故事”“中国故事”，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贡献文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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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展览叙事语境中实现文物保护科技的专
业性和普及性之间的平衡，让高深晦涩的研究成果走
出“象牙塔”，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文物保护知识的
多方面需求、推动文物保护科技的普及和发展，我们
在“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做出了以下尝试。

分众化的理论知识科普

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门技术学科，其涉及化学、材
料学、生物学、地质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深度交叉、
融会贯通，也因而理论性强、抽象和枯燥。那么将专
业的文物保护成果有效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展
览语言，就是“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的首要任
务。展览首先向观众提出文物全生命周期保护流程
和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框架的概念，并通过文物修复
前后照片和实物对比，直观地展现缺少修复依据的
灰陶抚乳俑并没有补全右臂、绿釉瓷瓶并没有补全
口沿、铜编钟并没有补全甬部、缺少大面积纹饰的
青花瓷碗的留白处理……让文物自己用无声的语
言讲述文物保护的最小干预性原则、不改变文物原
状原则。

对于更倾向文物趣味性的观众，可以关注展柜
中密集式陈列着的材质齐全、种类丰富、时代跨越大
和具有代表性的三峡出土文物。对于专业知识求知
需求高的观众，我们准备了在多个展板中分散式的
展示文物健康评估的常见手段和检测结果，并以鎏
金铜案为例，全面地介绍其科技分析结果，揭示健康
评估对于文物病害病因探究、劣化程度分析和制作
工艺研究的重要意义。展览将深浅结合的专业知识
奉上，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参观目的和兴趣爱好进
行选择性参观。

沉浸式的文物修复体验

为了提高观众对文物保护修复的认知，揭示文
物修复的幕后工作，本展览一是以代表性文物实
物为例，科普不同材质文物修复全流程的真实效
果，二是以大量对比强烈的文物修复前后照片和
实物一一对应，增强文物保护修复的直观性。但是
展品和展板都是静态的，而文物保护是一个动态
过程，如何在展览语境中展现动态的文物保护修
复过程？展厅内分别还原青铜器修复室和陶瓷器
修复室的实景搭建，与其他展览中出现的用玻璃
房隔开的文物修复室所不同的是，本次展览不仅是

“沉浸式”修复室，还安排文物修复师现场“坐诊”。
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修复师的每一个流程，更
重要的是可以随时和修复师进行互动，由此，观众
从被动地接受展览想要呈现的内容和效果，转换成
自发积极地提出他们在参观展览中好奇的各类问
题，充分激发观众的主动性。同时还搭建了“我在山城修
文物”直播账号，提供线上“围观”文物修复新途径。展览
开放至今，已有 14 名修复师轮番上阵，并已完成了 30 余
件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其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
的一把汉代铜刀在清理前表面锈蚀遍布刀身，修复师历
时 6个月在显微镜下一点点去除锈蚀，惊喜地发现这不仅

仅是一把制作精良的鎏金铜刀，刀身上还有精美大
气的龙凤纹饰。

全周期的保存环境模拟

文物预防性保护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
保存环境实施有效的监测与调控，尽可能减小环境
因素对文物造成的危害。文物所处的环境包括文物
保存和展示的各类空间，观众又难以接触到除展厅
之外，如库房、展柜、储藏柜等其他环境，因此本展览
特别陈列文物的全周期保存环境模拟空间。

一是为文物创造最直接安全存放微环境的文物
囊匣，展览全方位地展示了不同的文物种类和储存
环境中使用的摇盖式囊匣、折页式囊匣、天地盖式囊
匣、函套式囊匣……

二是为调控文物所处小环境稳定性的恒温恒湿
高密闭性展柜，展柜中不仅可以通过传感器监测温
度和湿度，还可以通过加湿、除湿等手段，使温湿度
始终维持在设定的标准范围内，为文物的“洁净、稳
定、安全”保驾护航。

三是全方位监测展厅各部分的大环境，本展览
共安装了 11个温湿度-VOC监测终端，并不定时组
织团队对文物所处环境的光照度和紫外线等指标进
行检测。这些环境数据都可以从展览里的馆藏文物
预防性保护重庆区域中心监测系统中实时掌握和及
时调控。

四是为了体现保存环境的稳定对文物安全的重
要性，本展览通过书画文物霉变动态演示屏，生动还
原书画文物在所处环境温湿度超过标准范围后，霉
菌是如何一步步侵蚀书画的表面，并且根据超出标
准范围的多少还会调节霉菌不同的生长速率，让观
众更直观地感受到保存环境对于文物保护的重要
性。同时通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自主研发的“装
置+气相熏蒸剂”搭配使用的空气微生物净化专用产
品，对如何预防馆藏文物有害生物病害给出了答案。

五是创新性地展出了一件仍处于饱水状态的漆
盘，这件“隐藏”在漆木器保护可视化监测平台中的黑底红
漆饱水漆盘，通过可视化监测平台的实时数据，让观众直
观看到文物所处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度、溶解氧含量，水
温、pH值等多项重要指标，这不仅是首次公开在保护修复
工作进行前考古出土饱水漆器的真实“样貌”，同时也是不
断拓宽文物保护利用途径的一次成功尝试。

战国玉具剑
通长60厘米
涪陵小田溪遗址出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玉具剑是以良玉美石装饰的一类古剑，是用以
象征身份的饰物。该玉具剑剑身长茎，脊呈直线，前
锷收狭而锋锐，由青铜剑身和玉剑首、后（箍）、格、
璏、珌五种剑饰组成。剑饰多为青玉质，外立面均经
抛光处理。这把玉具剑是目前巴文化遗址出土剑饰
中最全的一件。从剑的形制和铸造工艺看具有楚文
化风格，它为何出现在巴文化墓葬中，暂时无从得
知，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巴地的上层社会对楚文化
的接纳，“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巴文化和楚文化在
三峡地区交汇融合。

东汉乌杨石阙
通高5.4、进深1.7米
忠县乌杨镇出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该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
母石阙，自下而上依次由脊
饰、阙顶盖、上枋子层、扁石
层、下枋子层、主阙体、阙基
七部分构成，具有顶盖出檐
宽、阙体收分大、构造简洁的
特点，因而显得造型格外挺
拔、巍峨。上方刻有狩猎图、
习武图、送行图等，生动地再
现了当时的生活场
景；长达两米多的青
龙、白虎雕刻，造型生
动，展现了汉代雕刻
艺术神韵。乌杨阙是
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30余处汉阙中保存最
完整，也是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复原，并发现了相关的
阙址、神道、墓葬的阙。其阙体建筑形制结构和图像
也显示出一些不同于现存石阙的特点，对于加深汉
代石阙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

汉代辟邪座羽人青铜连枝灯
通高74.2厘米
云阳丝栗包遗址出土
云阳县博物馆藏

该连枝灯由灯座、灯
杆、灯枝和灯盏四大部分
组成。灯座为一昂首奔走
的辟邪，其背上跪坐一羽
人，羽人头顶立柱，顶端以
博山形装饰，分插出四根
灯枝，一根直立，其余三根
呈S形挑出。枝头均放置带有龙首凤鸟装饰手柄的
平底浅圆盘，盘下铸有三只蹄形足，盘内各置有一
龟形小铜镇，可用来压灯芯或熄灭灯火。此件辟邪

座羽人连枝灯制作精美考究，为目前全国出土同时
期连枝灯所仅见，寄托了三峡地区先民希望“常明”
和“长生”的愿望，也是汉代对神仙方术的尊崇和厚
葬之风在三峡地区的体现。

新莽时期始建国元年铜承水盘
口径13.5、高2.8厘米
云阳丝栗包遗址出土
云阳县博物馆藏

该承水盘为假圈足、
折沿、弧腹内收，出土时
因铜锈覆盖未发现铭文，
在室内保护修复除去铜
锈后，发现器底有铭文隶
书 5 行 22 字：律斤衡兰，
承水盘容一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根据铭
文可知，该器为“承水盘”，新莽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
制作的度量衡器，容量为汉制一升，约合今天的两百
毫升。该承水盘是重庆出土新莽时期唯一一件度量
衡器，为研究汉代量器发展与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
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反映了汉代三峡地区城市文明
演进高度。

东汉灰陶击鼓说唱俑
通高66、底座径24.8厘米
忠县花灯坟墓地出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该击鼓说唱俑以泥
质灰陶制成，头戴帻，上
身赤裸前倾，两肩高耸，
下身着长裤，右脚跪坐，
左脚下蹲，赤足；左手环
抱一圆鼓，右手食指伸出。陶俑张嘴嘻笑，眯缝双眼，
卷舌，呈现活泼憨厚之态，似正表演到精彩片段。击
鼓说唱陶俑是汉代巴蜀地区常见的一种人俑形式，
造型源于汉代民间艺人“俳优”，通常为相貌滑稽的
侏儒艺人作谐戏表演。川渝地区出土的汉代陶俑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全部都笑容可掬，这反映出当
时三峡地区人们生活幸福，心胸豁达、积极乐观的精
神面貌。

南北朝灰陶巫师俑
通长27.5、通宽30、通高99厘米
巫山县巫峡镇柳树村出土
巫山博物馆藏

该陶俑头梳三角髻（一说
头盖高冠），圆眼高鼻，嘴唇聚

拢，似正念念有词，身着长袍，双手持
环首刀握于胸前。陶俑出土时为一
对，另一件梳独髻，亦持环首刀握于
胸前，两件陶俑均表现了南北朝时期
的巫师造型，是三峡地区巫文化发展
的独特证明。

2024 年 4 月，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
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物局）的统筹指
导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联合策划“妙手匠心 重现华光——三峡出土文
物保护利用展”。展览以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市
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推进《重庆三
峡库区出土文物修复三年行动计划》所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为重点，汇集展示重庆三峡地区 12 家文
博机构最新修复的三峡出土文物 895 件/套，是重
庆近年展览中文物总数量、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的
一次。展览结合文物保护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
新技术，向观众科普文物修复和预防性保护手段，
阐释三峡文化重要价值、文物保护利用理念，用展
览的形式向公众递交一份三峡文物保护利用的

“重庆答卷”。
策划难点：内容VS展品、科普VS专业、静态

VS动态 从展览内容来说，文物保护修复是本次
展览最为重要的展示内容，如何将一项专业性较
强的业务工作深入浅出地向观众科普，保证专业
性的同时提高可看性，丰富展示内容？从展品选择
来说，由于展览是一次文物保护修复的成果汇报，
展品范围在内容设计前即已确定，这些文物的时
代范围从旧石器时代延续到明清时期，文物数量
大，质地、类型繁多，用何种叙事方式在有限的空
间中疏密有度地置入？如何解决部分类型的文物
同质性较高的问题？此外，作为成果的展品大多是
保护修复后的完成态，如何利用静态的展品更好
地展示动态的修复过程？针对以上难点，策划团队
在内容与形式设计上激烈讨论，并最终确定了设
计思路。

内容设计：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到活化利用
全过程贯穿 为了让观众从考古第一现场的发掘
发现，到文物修复、预防性保护，再到对文物的活
化利用有全过程了解，展览内容设计为“三峡文物
大考古”“能工巧匠修文物”“有效利用活起来”三个
单元。

第一单元“三峡文物大考古”以三峡工程建设
期间，全国百余家科研院所、高校对库区开展的

“三峡考古大会战”为主题，以著名考古学家俞伟
超提出的三峡文物十大价值为依据，结合获得全
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重要遗址，选取经修复最能代
表三峡各个时期文化特色的 200余件展品，以时代顺序进行
展示。观众不仅可以一览不同时期珍贵文物组合带来的视觉
盛宴，而且能对三峡考古的背景及各阶段的历史文化特色获
得基本认识。

第二单元“能工巧匠修文物”以三峡考古大会战后，针对
大量出土文物开展的修复工作为主题，通过科普文物全生命
周期保护流程、介绍文物保护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将600余件
展品按质地或器型进行分类，除了常见的出土文物材质，本次
还特别展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色研究方向——旧石器时
代考古中出土的动物化石修复成果，展示了不同质地文物各
有侧重的保护修复过程，以及采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
开展的预防性保护实践。

第三单元“有效利用活起来”以三峡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
为主题，介绍了重庆市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文
物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各种实践。第三单元是文物研
究、文物数字化、社教研学和文创产品等三峡文物活化利用方
面成果的索引，观众可以在该单元自由获取延展信息及各种
数字化互动体验，并将文创产品带回家。

形式设计：嵌入保护利用元素、密集陈列与流畅动线、多
层级输出复杂信息 本次展览空间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
楼临展厅，展厅面积约 1000平方米，由于设计和施工时间较

短，基本保留了展厅原有大面积沿墙通柜的布置，
结合三个单元内容，对局部进行分隔与微调，并优
化原有观众动线，使其流畅不交叉。

在色彩设计上，由于展品数量较多，类型丰富，
文字风格偏科学朴实，整个空间采用了较为沉着的
灰色调，突出文物主体。在墙面氛围设计中，充分嵌
入已有的保护利用成果元素，如艺术化后的考古发
掘历史照片、文物线图、文物数字拓片等。文物的陈
列形式，除了部分珍贵文物以独立柜重点展示外，
通柜内多采用密集陈列，另选择部分特色展品在通
柜内用定制展具挑空展示，数量约占展品总数的
20%，以此调动视觉变化，尽可能达到疏密有致的展
示效果。

同样由于展品数量较多，又主要集中在前两个
单元，加之展览动线的单一性，在重点展品的节点
上可能形成观众拥堵，因此我们通过空间规划，在
文物最为密集的第二单元中，特别置入金属、陶瓷
两个模拟修复室，以及动画剧场、文献阅读室、文创
商店等空间，一方面增加展示内容与层次，另一方
面可以对重点展品区域周边进行分流。根据展期中
的监测，虽然客流持续较大，但并未出现局部严重
拥堵的情况。

展览的科普性决定了展览内容中有大量的图
版和文字信息，容易引起观众的阅读疲劳。为了能
够更有效地进行内容输出，我们将大量文字信息拆
分为不同层级，分散到展墙、柜内展板、说明牌以及
多媒体中，信息对展览内容理解的重要层级也据此

分布；此外，对于可以用实物或图片展示的，如通过修复后实
物与修复前图片对比展示、不同修复阶段的实物展示等，尽可
能简化对应的文字描述。

多媒体展项：文物研究支撑、多年龄段覆盖、多种类型
展示 多媒体作为一种更加直观有效的信息化手段，在本次
展览中也作了针对性策划。所有多媒体展项内容均以三峡文
物保护的研究工作成果为基础，尽可能避免了技术手段和传
播内容各说各话的问题。如以24件重要三峡出土文物高清三
维数据模型为主的交互展示大屏，观众可以查看文物详细信
息、3D数据等，自由欣赏把玩文物模型，通过交互性提高观众
的参与感。又如穿插在展厅中的 36件精品文物集成信息，包
括数字模型、线图、拓印、剪辑视频等，增加了展览形式的科技
感、提升了展览语言的多样性。此外，我们特别注意在多媒体
展项中覆盖多个年龄段的观展需求，如剧场播放的《文物魔法
师》系列动画，将文物保护修复与 IP卡通融合，每一集围绕文
物修复独立故事情节，用轻松生动的动画形式为低年龄段观
众提供更富趣味的展览内容。

通过以上策划实践，展览成功搭建落地，为了更好地服务
观众，展览还配套开展各类研学、手工等主题活动共计 153
场，各类活动接待观众6879人次，其中未成年观众4648人次。
以展览为平台，以配套活动为补充，让观众在了解三峡文物保
护利用情况的同时，即时共享保护利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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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展厅实景

漆木器保护可视化监测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