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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博物院“ ——淠史杭灌区主题展”的策划和实施

与时代同行
开辟策展新空间

策展人向小学生讲述淠史杭的故事

邀请淠史杭工程建设者及其亲属参加开幕式

淠史杭灌区位于安徽省中西部和河南省东南部，是淠河、史河、杭埠河三个毗邻灌区的总称，受益范围涉及安徽、河

南两省4市17个县区，实际灌溉面积1060万亩，是1949年后在党的领导下建成的亩均投资最低、灌溉面积最大、唯一跨

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特大型灌区，被誉为“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

2023年11月15日，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水利厅和中共六安市委、

六安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博物院、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山河安澜——淠史杭灌区

主题展”在安徽博物院老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展览共分千年夙愿、百年伟业、精神丰碑、时代华章4个部分，展厅

面积约1200平方米，展线长度约240延米，共展出不同时期的照片、图表350余张，不同类型的文物展品300余件（套），

艺术品创作、场景复原、多媒体视频、沉浸式体验等20余个。

“山河安澜——淠史杭灌区主题展”是安徽博物院近年来举办规模最大的一个主题类展览，也是建院（馆）以来投资

规模最大的一个临时展览。展览的成功举办，得益于对博物馆原有办展模式和选题的突破，延伸了博物馆的展示边界，成

功争取到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为博物馆聚合社会资源办大展，彰显博物馆在新时代的担当作为进行了有益探索。

在新时代，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护者
和记录者，更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
今天的博物馆而言，不仅要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也要继承矢志不渝的革命文化和
发展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1958 年 8 月 19 日，六安横排头的第一锹土
开启了淠史杭骨干工程14年波澜壮阔的建设历
程。人民群众以战天斗地的巨大热情和攻坚克
难的豪迈气概，用原始的工具肩挑手抬、切岭筑

渠，累计投入 4亿工日，开挖 6亿立方米土方量，
建成了包含3大渠首、2.5万公里七级固定渠道、
6万多座各类渠系建筑物、1200多座中小型水库
和 21万多座塘堰在内的淠史杭灌区，创造了渠
走丘陵、引水上岗的“人间天河”奇观。淠史杭灌
区的兴建，让昔日旱涝频发的贫瘠之地变成丰
饶富足、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江淮粮仓。

淠史杭工程建设靠的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充
分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就和老区人民艰

苦奋斗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执政
理念。为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提高淠
史杭工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淠史杭工程孕育的“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
献、科学求实”的伟大精神，深入挖掘阐释安徽地域
文化、特色文化和红色文化，讲好安徽故事、中国故
事，增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安徽元素，持续
增强安徽文化的整体影响力，安徽博物院重点策
划了“山河安澜——淠史杭灌区主题展”。

展览选题紧随时代

博物馆策划水利展，本身就是对传统展览体
系的突破，丰富了博物馆的展示内容。但是，创新
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展览刚启动时，无大
纲、无展品、无图片，还面临地理、气象、水利、产业
等各类专业知识不足的难题。为了把新路走通，把
新展办好，安徽博物院策展人员突破博物馆常规
办展思路，开展大量的实地调研和田野考察。

展品是展览的核心和灵魂。为了征集到足够
的展品支撑展览内容，使展览做到见人、见物、见
精神，策展人员几乎跑遍整个灌区，驱车上万里，
先后拜访了淠史杭工程总指挥赵子厚、副总指挥
高冀生、总工程师黄昌栋的子女，以及龙河口水库
劳动模范、刘胡兰突击队队长许芳华等多位当年
工程的建设者。从他们那里，策展人员征集到了大

量有价值的展品，如工程总指挥赵子厚手书的《淠
史杭颂》《淠史杭施工赞》、黄昌栋因淠史杭工程获
得安徽省第一届科学进步一等奖的证书、高冀生
的回忆录手稿和当年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同时，策
展人员加强同非国有博物馆的合作，从霍邱县水
利农耕文化展示馆、五河县九和收藏馆、五河县红
色文化教育馆征集到许多奖状、奖章、战报、捷报、
诗歌汇编、劳动工具等反映工程建设的展品。

为丰富展陈内容，策展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走
访和实地调研。先后赴红旗渠纪念馆、龙河口水库
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安徽省档案馆、
六安市档案馆、舒城县档案馆、安徽省淠史杭灌区
管理总局、将军山渡槽管理所、六安市水利局、七
门堰、霍山佛子岭水库、迎驾产业园等地学习调

研、查找资料，展览中很多首次公开的文件和图片
都来源于一次次的调研。走访中国安能集团第二
工程局、六安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
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发改
委等二十余个单位收集素材，征求各方对展览的
意见和建议。先后邀请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
院、省水利厅、复旦大学、安徽大学、淠史杭灌区管
理总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一大纪念馆、天津
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召开多次论证会。

此外，展览还成功争取到省委宣传部、省水
利厅，六安市委和六安市人民政府的资金支持，
使展览成为安徽博物院乃至安徽省有史以来投
资规模最大的一个临时展览。在整个投资中，安
徽博物院的资金占比约为35.7%。

策展方式突破常规

为了让观众直观、深刻、多角度地了解灌区
建设是为何而建、怎么建以及建成后的作用，增
加展览的观赏性和设计感，改变观众对主题展的
刻板印象，策展人员通过图片、实物、音视频并辅
以艺术作品、场景打造、科技互动等综合表现形
式，充分调动观众视、听、触、情感、潜意识等多种
感官，深刻感受工程的艰巨浩大、建设者战天斗
地的精神和“山河安澜”局面的来之不易，在展览
中体验历史、感受真实。

展览在形式设计时注意提取诸如大别山、淮
河、佛子岭水库大坝、将军山渡槽、渠首枢纽等灌区

特有元素，并加以创造性运用。在色彩运用上，展览
没有选用之前主题展览常用的红色，而是根据不同
的展示内容和效果选择配色，用纯度相对不高的
温润棕、柔蓝、田野绿等颜色呼应土地、水源以及
农业和生态等。在局部场景的营造中根据情节不
同，用相应色彩染色灯来增加层次，用不同材料质
感的对比形成特有的美感。如在序厅中，墙体表面
使用米黄色晶彩石，主副标题使用金色金属立体
字，两种材质在视觉上形成碰撞，凸显展览主题。
同时，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现动人的故事、感人的事
迹、人民的创造，展览创作了《红军坝》《决战平岗

岭》《故土难离》等多幅连环画、版画、油画作品，成
为观众注目的焦点。

展览在设计时还善于利用声音营造氛围。在表
现建设者施工的内容时，策展人员将当年的广播稿
按照当年的风格重新配音播放，观众置身其间，能
感受到热火朝天的劳动氛围。1956年上映的抗美援
朝电影《上甘岭》中有展示祖国大好河山的片段，其
中大坝放水的镜头即取景于有“新中国第一坝”之
称的佛子岭水库大坝，策展人员将这个画面进行展
出，同时配上郭兰英《我的祖国》作为背景音，观众
靠近时自动播放，引起共鸣和回忆。

形式设计精雕细琢

为扩大影响力，在展览筹备期间，通过多种
途径向社会发布展品征集令，扩大展览信息传
播范围，并在省级媒体对工程总指挥赵子厚家
属向安徽博物院捐赠展品进行全面报道。为配
合展览宣传，策展人员策划了《山河安澜》同名
微电影以及组织“山河安澜”杯淠史杭灌区主题
摄影大赛和诗词、诗歌大赛，丰富了展览图文资
料，提高了展览的社会知晓度。此外，充分利用
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 65周年的契机，联合安徽
电视台、六安电视台、《安徽日报》《皖西日报》等

媒体扩大对淠史杭工程的宣传，策划“我与淠史
杭的故事”等系列节目。

展览开幕前期，在合肥人流量密集的地铁
站口、公交站台及城市大屏投放展览开幕信息。
同时利用安徽博物院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和省
水利系统、六安文宣系统等平台推送展览预告
片、实景探馆、街头微访谈等先导短视频以及展
览开展预热图文信息。开幕当天，总计有二十多
家媒体到现场对展览开幕进行了详细报道，媒
体种类涵盖报纸、电台、网站及自媒体大V，其中

国家级媒体 7家、省市级媒体 16家，行业内知名
媒体《中国文物报》等对展览进行了全面推介。

展览开幕后，及时组织专业团队制作了展厅
三维线上展览在院官方网站推送。同时策划策展
人深度解读展览系列节目，定期推送展览背后的
故事、展品解读、艺术品设计理念等方面的推文。继
续保持和各大新闻媒体平台的联系，近期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中安在线、安徽电视台等媒体均对展
览进行了深度采访。通过视频、图文、直播等形式，
保证在展期内持续有精品内容推送，维持展览热度。

展览宣传全面立体

以展览为平台和依托，开展类型多样的社
教活动。在展厅内通过开展手抄报、剪纸、答题
等方式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普及我国历史上的
治水故事、人物和水利工程，介绍淠史杭灌区的
发展历史、人物故事、建设意义等。同时邀请淠
史杭工程的亲历者、参与者以及与展览文物相
关的保存者、捐赠者，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分
享他们的故事和感受。开展淠史杭灌区专题讲

座，介绍淠史杭灌区设计、施工和管理等方面的
知识，让观众了解其建设的艰难和巨大的现实
意义。

在“请进来”的同时，社教活动也积极“走出
去”，招募对淠史杭灌区感兴趣的观众和青少年
朋友，集中组织前往淠史杭灌区佛子岭、龙河口
等各大水库，横排头、红石嘴等总干渠枢纽，到
军山渡槽、平岗切岭现场以及灌区各级管理机

构等地点进行研学活动，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淠
史杭灌区的设计、施工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目前，展览的图文版正在制作过程中，完成
之后将通过安徽省博物馆协会向全省推广。此
次展览，策展人员和社教部门携手合作，以流动
博物馆的形式将展览送进校园、机关、街道，提
高一线观众对淠史杭历史和其蕴含的精神价值
的认识和了解。

社教活动类型多样

淠史杭灌区不仅灌溉了安徽、河南超千万
亩良田，奠定了安徽粮食主产省的重要地位，有
力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具有重要的城
乡供水功能，保障了灌区内合肥、六安、庐江、肥
东等地约 1400万城乡人口的生活用水安全。为
此，展览以“饮水思源”为设计理念，联合淠史杭
灌区沿线知名品牌，立足灌区特色产品，通过水
库、大坝、渠道等代表性风景元素和“顽强拼搏”

“自力更生”“牺牲奉献”“科学求实”代表性精
神，提炼设计元素，研发品牌联名产品、地域特
产、生活用品等系列文创新品。

如联合霍山迎驾集团推出“饮水思源”主题
定制饮用水，以淠史杭工程中呈现出的代表性
水源地如佛子岭水库、龙河口水库、横排头水利
枢纽为设计基础，提炼具有灌区地域特色的元
素，开发符合现代人需求的饮用水，传达了饮用

水品牌的水源地和水背后的文化属性。此外，提
取反映淠史杭工程建设的切岭、填方、倒拉器、
扁担、独轮车、十字镐、工程测量工具为基本元
素，通过线描、剪影、插画等形式，共设计笔记
本、杜邦纸包、手机挂绳、手机包、手机壳、马克
杯、抱枕等 7个品类 26款产品，通过色彩明亮的
插画风格生动再现福泽千万人民的灌区工程，
向更多年轻群体传递工程蕴含的精神价值。

文创产品“饮水思源”

“山河安澜——淠史杭灌区主题展”因题材新颖、内涵深刻、契合时代需求，从策划之初就得到各方重视。2023年2月，展览入围安徽省文物

局全省博物馆系统精品展览，2023年5月18日，展览入选国家文物局、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2023年11月15日，展览邀请工程的建设者及其家属参加开幕式，致敬当年“战天斗地”

的前辈，追忆曾经光辉的奋斗历程。开展之后，在社会上迅速形成观展热潮，人们在展览中追忆过往、品读故事、汲取力量，展览开始彰显出较大

的社会影响力。 （安徽博物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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