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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建筑小品，是借用文学
中的文体“小品”名称，是指在一
组（群）建筑中除主体建筑之外的
小型建筑而言。如牌坊、华表、狮
子、影壁、碑碣等。博物馆的建筑
小品，都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和文
化内涵，但是它们的主要作用则
是用来衬托和辅助博物馆主体建
筑、丰富博物馆建设内容，达到美
化和优化环境、吸引观众的目的。
山西的晋国博物馆除主体建筑之
外，还建设有晋国主要人物石刻
文化墙、晋国成语典故雕塑文化
墙、《诗经·晋国》文化墙、三晋石
牌坊、晋魂群雕、嘉禾台等建筑小
品。这里以后三者为例，谈谈这一
组建筑小品对晋国博物馆的作用
和意义。

《三晋牌坊》标志的晋国符号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
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
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家。”晋国从西
周初年周成王“桐叶封侯”到公元
前 376 年魏、韩、赵“三家分晋”结
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660 多
年，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期
间，曾经称霸 150 余年，是名副其
实的春秋霸主。所以，山西自此号
称“三晋”大地。晋国博物馆讲述
的就是这一段故事。

在晋国博物馆外正对面南广
场上，耸立着一座由三个隶书

“晋”字组成的连体石牌坊。这个
石牌坊六柱五门，横平竖直，笔画
厚重。既形象逼真，又一目了然。
槛额正反两面分别刻着“三晋之
源”和“晋国博物馆”字样。牌坊上
雕刻的花纹，是采用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鸟

纹，牌坊上还装饰了晋国博物馆
的标识 LOGO。三个连体的“晋”
字，表示这里是晋都故地，也寓
意着三晋的由来。它竖立在大门
前广场，一是照应了大门和广场
之间的空间，起到了中国传统古
建筑格局中影壁的作用。二是形
象地概括了博物馆的陈列内容。
三是让游客一走到博物馆门前就
能看到，起到了清晰明白的辨识
效果。

《晋魂》雕塑象征的晋国精神

如上所述，晋国在中国历史
上存在了 660多年，称霸了 150余
年，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春秋霸主，
也是“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
的宗主国。那么，晋国的主要精神
是什么？

在晋国博物馆的大门处，雄
踞着一座名为《晋魂》的群雕。
群雕的正面是一代晋君手指前
方，左右两侧各有一位文臣武
将，象征着晋国人才济济、文武
兼备，英雄辈出；国君前面是四
匹奔腾的战马，既标志着《周礼》
中记载的“天子驾六、诸侯驾四”
的规矩，也象征着晋国开疆拓
土、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国君背
后三面迎风飘扬的战旗，象征晋
国兴盛时期的上中下三军和之
后的韩、赵、魏三家分晋的结局。
整个群雕像一列即将出征的战
阵，蓄势待发，勇往直前，驰骋在
三晋大地上，形象地解读着晋
国开疆拓土、称霸一方，勇敢奋
进的精神。《晋魂》群雕竣工之
后，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成

为来馆参观者必要驻足留影之地。

《嘉禾台》讲述的晋国故事

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一个“唐献嘉禾”的
故事。我们知道，晋国的前身是唐国。唐国的第一代国君就
是周成王“桐叶封侯”的唐叔虞。唐叔虞建国以后做了三件
大事。一是设置百官，制定爱民政策。二是修缮都城，新建祖
庙祭祀祖先。三是发展农桑，富民强国。为祈求风调雨顺，唐
叔虞每年立春在都城外举行迎春仪式，亲自率百官到农田
里耕种，身体力行为百姓做榜样，还赦免轻刑犯以增加劳动
力人口。夏天还和官员们一同鼓励农民克服暑热，走出家门
下田耕作。经过一年的辛勤治理，第二年，唐国迎来了第一
次农业大丰收，在麦田中发现了一株同体多头的高产麦穗。
为了感谢天地诸神，唐叔虞与百姓一起举行了隆重的祭天
仪式，并派使者将“异亩同颍”的高产麦穗献给朝廷，史称

“唐献嘉禾”。
周成王见到嘉禾非常高兴，即兴作诗一首《馈禾》，夸奖唐

叔虞不愧为先祖后稷的子孙，又派了分管农业的司官前去祝
贺，还命他到东方去“兵所”（当时周公正在东方平定武庚、管
叔、蔡叔三乱）把“嘉禾”馈赠给周公。周公在接到周天子所赐
的嘉禾后与全体东征将士分享了“唐献嘉禾”的喜悦，也作了

《归禾》《嘉禾》等诗篇。
在晋国博物馆的东北角，有一个高台。这里原先建有供水

塔，后在水塔上边修建了亭子，又在外墙四周将“唐献嘉禾”的
故事分为《沃野百里》《唐献嘉禾》《成王嘉奖》《周公作〈嘉禾〉》
四个部分，用浮雕展现出来。“嘉禾台”建成之后，浮雕展示的
内容既是对博物馆陈列内容的补充，又可以独立作为本体的
讲解词；既成了晋国博物馆的制高点，也是馆内的又一处景
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今年夏日，四位来自河北东方学院文物艺术学院 2022
级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女大学生，跨越千里来到湖北麻城，
投身于麻城市革命博物馆的革命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在这里，
她们不仅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在实践中
积累了宝贵的文物保护修复经验。

“三条半枪闹革命，二十六将出乘马。”
在这次保护修复项目中，有一组特别的革命文物引人注

目——三条半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麻城地区经济落后、民生凋敝。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一批有志青年回到家乡宣讲革命，成立了农
民协会，掀起了农民运动。1927年 5月底，面对反动势力的进
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刘文蔚组织修建战壕、构筑阵
地迎敌。在战斗中，他夺过敌人的枪支，向敌人还击，其中一
条枪在射击中炸膛，被称为“半条”。这便是“三条半枪闹革命”
的由来。

“三条半枪”的故事发生在麻城乘马岗农民运动的艰苦岁
月，其背后的精神传承着英勇善战、敢于拼博的红色血脉。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三条半枪因产生腐蚀而锈迹斑斑，面临着
病害蔓延的风险，对其保护修复处理工作迫在眉睫。河北东
方学院文物艺术学院 2022级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们在
文保专家、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通过检索文献资料、评估文
物的价值、运用现代分析检测技术对文物保存现状进行全面
评估。她们将课堂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于文物保护修复实
践，诊断文物病害，绘制病害图，设计科学有效的文物保护修
复方案。针对文物病害采取成熟有效的技术实施，包括清洗
文物表面的污物、去除有害锈、对金属文物本体进行缓蚀和
封护、档案规范记录等一系列保护处理，让这些受损的文物
恢复到健康状态，让承载着红色基因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在对这些文物保护、修复实施过程中的每一步操作她们都小
心翼翼、专注细致，心中亦是感到无比自豪和激动，充满了肃
敬、荣幸、敬畏之情。

参与革命文物保护社会实践，不仅让同学们亲身感受到
历史的厚重，也为革命文物的保存永续贡献了她们的智慧和
力量，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

建筑小品对博物馆展陈的作用与影响
——以山西晋国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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