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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畔，黄河之魂。
山西博物院“大河上下·晋魂”黄河文化山西系列主题云展览——

“且听凤鸣”，已在云端正式亮相。展览从黄河文明的源头出发，带观
众领略“最早中国”——陶寺。陶寺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
见证。“且听凤鸣”沿着陶寺文明的足迹，走过三晋大地，回答“晋”从
哪里来……

主题策划：且听凤鸣，围绕一件器物的云展览

晋侯鸟尊，出土于第一代晋侯墓葬，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
一件晋国重器。“大河上下·晋魂”主题云展览“且听凤鸣”围绕“晋侯
鸟尊”，以一件器物为核心，通过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探寻晋国初
封时的辉煌过往，深度诠释“晋”从何处来。

“且听凤鸣”主题云展览采用线上展示模式，以文物为起点，层
层递进，以小见大，通过精心设计视觉动效，用探秘解构的逻辑线，
为观众讲述“晋魂”的起点与发展历程。展览设置四个单元以及两个
补充内容，深度挖掘鸟尊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并
采用原创动画插画的方式，还原鸟尊铸造流程，再现吉金华彩。“且
听凤鸣”主题云展览让观众穿越时空，全面而深刻地感受晋文化的
魅力。

内容铺陈：以点带面，深度诠释“晋”从何来

展览以探秘的方式，从“考古发现、鸟尊之主、凤鸟崇拜、晋国霸
业”等方面，深度挖掘晋侯鸟尊背后的故事，为观众生动诠释晋侯鸟
尊的前世今生，完整展现晋国八百年的辉煌。

“考古发现”：从考古的角度出发，以剥茧抽丝的方式逐渐缩小
范围，从大的遗址到墓地、墓葬再到鸟尊，层层递进，让观众不仅仅
了解器物本身的信息，更是学习到其背后立体而完整的历史文化
知识。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地区曲沃县东部和翼城
县西部以天马-曲村为中心的地区。遗址面积 10余平方公里，由居
住遗址和墓葬区组成。居住遗址分布广泛，发现有房址、水井、陶
窑、窖穴和灰坑等遗迹现象。墓葬区大致分两部分，一处位于遗址
西端曲村北部，主要埋葬中、小型墓葬，属于等级较低的邦墓区；另
一处是位于遗址中心的北赵村晋侯墓地，属于最高等级的晋国公
墓区。

北赵晋侯墓地共发现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及附属陪葬墓、车
马坑和祭祀坑。墓地按父子先后顺序排列，分南北三排，晋侯及夫人
墓东西并列，同茔异穴，墓主为西周至春秋早期的 9代晋侯及其夫
人。晋侯墓地虽遭受大规模盗扰，但仍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推进了对
晋国社会经济状况、军队与武备、科学与技术、文字与艺术等社会状
况的深入研究，入选“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重大发现”。

M114、M113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组晋侯墓葬。M114单墓道
甲字形，一棺一椁，是唯一一座带殉人的晋侯墓，墓主为初代晋侯燮
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无疑是晋侯鸟尊，也就是本期云展览的
主角。

“鸟尊之主”：晋侯鸟尊代表了晋文化源头，是见证大国沧桑的
国之瑰宝。本单元通过对鸟尊铭文的深度解析，拨开历史迷雾，为观
众解答“晋”从何来。

鸟尊铭文铸在背部器盖内侧及内腹部，展示界面用鎏金效果，
突出展示。铭文两行九字：“晋侯乍（作）向太室宝尊彝”。铭文表示这
件酒尊是墓主人即晋侯燮父用作宗庙祭祀的礼器，造型端庄大气，
纹饰华美，工艺精湛，见证了第一代晋侯开国之初的功业。

M114 中出土的叔虞方鼎铭文记载了叔虞在成周洛邑接受周
王赏赐的故事。《史记·晋世家》载“唐叔子燮，是为晋侯”，叔虞虽是
第一代封君，但始称“晋侯”的是他的儿子燮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
物馆的 （yao）公簋，簋内底铸铭四行 22字，其中有“王令唐伯侯于
晋”，铭文印证了由“唐”改“晋”经过了周王册命的史实。根据对出
土器物的年代分析，M114、M113是晋侯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组晋
侯夫妇墓，年代当为昭王时期，《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昔我
先王熊绎，与吕极、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燮父为康王臣，
至昭王时过世，因此，M114的墓主为第一代晋侯燮父，也即鸟尊的
主人。

“凤鸟崇拜”：通过不同青铜鸟形器的对比展示，以及鸟型纹饰
的趣味互动，各式各样的动物牺尊，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体验中，快
速便捷地了解晋国文化，感知晋地凤鸟盛行背后所蕴含的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鸟尊的凤鸟回眸造型，是晋地凤鸟盛行的
体现。凤鸟形象是晋人精神的象征和凝聚族群精神力量的重要纽
带。夏商周时期的统治者都坚信本民族的兴起与神鸟的庇佑密切相
关，“禹征三苗”“玄鸟生商”和“凤鸣岐山”等传说流传至今。晋国作
为周王室同姓封国，继承了周王室崇鸟的传统，鸟的形象已然渗透
到了晋人的祭祀、生活、艺术等多个领域。

“晋国霸业”：桐叶封弟讲述了晋国初封的故事。文侯勤王使
晋国从此走向争锋天下的大国之路。曲沃代翼是晋国历史上的一
件大事，晋国公室以小宗取代大宗，这是对周代宗法制的严重破
坏，也被认为是东周礼崩乐坏开始的标志之一。武献拓疆和假途
灭虢主要发生在晋献公时期，重新完成统一的晋国在卿族力量的
帮助下迅速崛起，为之后的霸业奠定基础。城濮之战和文公称霸

记录了晋国的鼎盛，晋文公重耳对内拔擢贤能，对外联合诸侯，
尊王攘夷，践土会盟，确立晋国霸主地位，从此晋国雄踞中原，
号令天下。六卿专权和三家分晋见证了晋国的衰败。晋国因重
用卿族使国家强大，也因卿族内斗而失去霸主地位，至晋幽公
时，韩赵魏三家彻底瓜分晋国土地，晋国由此进入三晋时期。正是
这些故事串联起晋国发展的始终，为观众展示了晋国八百年的成
就与辉煌。

形式特色：数字赋能，技术助力文化创意表达

“且听凤鸣”主题云展览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界限，采用“科
技+文化”的新模式，通过全新的视角解读晋侯鸟尊，用数字技术助
力文化的创意表达，让观众在深度了解鸟尊的同时感受晋文化的
魅力。

三维再现鸟尊原貌。在“考古发现”单元，通过科技手段对晋侯
鸟尊三维建模，高度还原文物细节，并动态呈现精美纹饰、生动释读
重点铭文，深入发掘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讲好晋侯鸟尊的故事。同
时，通过墓葬复原动画，让观众了解墓葬各部分的结构名称、椁室的
搭建过程、落葬方式、随葬品的摆放位置等信息，突破时空限制，走
进三晋大地，沉浸式感受中华文明的历史脉搏。

趣味互动认识鸟型纹饰。凤鸟被视为祥瑞和太平的象征，成为
青铜器造型装饰艺术的重要元素。在“凤鸟崇拜”单元，通过不同青
铜鸟形器的对比，青铜器上的动物展示，表现出当时鲜明的地方特
色，折射出三晋大地历史文化的变迁。

“画”活文物背后的故事。“晋国霸业”中以时间为轴线，绘制动
态连环画再现晋国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通过层层递进的故事讲述
文物的精彩赏析，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晋国八百年的辉煌。

展览配套：延展科普，多角度诠释晋侯鸟尊的前世今生

云展览还设置了“吉金华彩”和“扩展阅读”两个拓展部分，进行
知识拓展。

“吉金华彩”为观众展示青铜器的铸造过程，每一步都有文字说
明和动画展示，浅显易懂，直观形象。展示以鸟尊为例，采用范铸法，
共五个步骤，即制模、翻范、浇筑、去范、修整。对于造型精美、种类多
样的青铜器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许多公众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但
青铜器的制作繁琐，尤其是像鸟尊这样的青铜重器，往往需要多个
步骤，理论性非常强。云展览采用文字加动画展示，将复杂的流程凝
练出来，让观众通俗易懂地了解青铜器的铸造过程，最大限度地为
公众科普知识。

“扩展阅读”以视频形式进行知识延展，通过专家老师、知名学
者的讲解，为观众提供更多、更深层次的解读。选取了《中国考古大
会》《博物馆里的中华文明》等节目中对鸟尊的解读，让观众更全面
地了解鸟尊。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大河上下·晋魂”主题云展览是创新
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的新实践。“且听凤鸣”聚焦晋侯鸟尊，
通过数字赋能和“文化+科技”的创新融合，三维复现晋侯鸟尊原本
样貌，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观众回溯三千年前晋国历史，沉浸
式感受三晋文明的历史脉搏。

现代博物馆是一个出于公共教育和利用的目
的，对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进行收
集、整理、保管、研究和展出，最终实现知识传播的非
正式教育机构。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化机构，担负着
向公众传递知识、培养文化素养的责任。通过为公众
提供高品质的展览展示、教育解读和专业、权威、可
信的服务，为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观众既是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也是博物馆赖以
生存的基础。博物馆应该像爱护珍贵文物一样爱护
和对待观众。如果不考虑观众，或者没有观众来参观
博物馆，那么，可以说该博物馆不成为一个博物馆，
或者至少是一个不合格的博物馆。

博物馆高品质服务是全面的，包括提供完备、便
捷无障碍的服务设施，如休息区、洁净卫生间和明确
导览标识；维护舒适、美观且具文化品味的服务环
境；丰富的服务内容，涵盖各类主题展览、教育活动
和文创产品，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服务态度，确保观
众体验舒适并积极塑造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近年来，“文博热”不断升温，“到博物馆去”已成
新风尚。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有利于塑造博物
馆品牌，提升社会形象和影响力；有利于社会公众文
明礼仪、价值观塑造，提升国民综合素养；有利于城
市文化和营商环境塑造，助力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
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传播。

博物馆工作不能仅仅“以物为中心”也要“以人为
中心”，以“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为中心，博物馆通过建
立亲切的公共形象，引导大众将博物馆视为良师益
友，将博物馆作为终身教育的课堂，文化休闲的场所，
让大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同时博物馆担负着主动
关注社会诉求、预测社会热点的责任，通过专题展览、
咨询服务、互动活动等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

博物馆的整体环境和服务设施直接影响观众
的体验感和参观心情，同时也是一个博物馆服务品
质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舒适性、安全性、便利性
等。以辛亥革命博物院为例，博物院致力于改善环
境和服务设施。院内增设条形木椅以便观众休息，
更新导览标识以提高导览便捷性。主要展厅安装了
空调，确保舒适的参观环境。此外，还定期进行安
全检查，包括设备维护和建筑沉降监测，确保观众
的安全和舒适。

博物馆应注重人才培养，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包括招聘具有相关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或者给在职员工提供继
续教育和进修机会，使工作人员不断更新知识和提
升技能，为观众提供专业化的优质服务。博物馆需建
立专业化的管理体系，确保博物馆的运作高效有序。
包括制定明确的岗位职责、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提
供资源支持，以及实施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

创新展览策划与设计是博物馆实践高品质服务
的策略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选择。博物馆应根据观众的兴趣和需求，
选择具有吸引力和独特性的展览主题。主题可以涵
盖不同的时代、文化、艺术形式等，以满足观众的多
样化需求。2.内容策划。成功的内容策划在于内容的
独特性和深度，博物馆应注重研究与挖掘，寻找有故
事的藏品，发掘引人思考的主题，通过多媒体、互动
性和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将内容呈现得生动有趣。3.
创新展示方式。博物馆可以运用创新的展示方式来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
术、互动体验和游戏等，以突破地域限制，让更多的
人能够远程参观博物馆，拓展观众群体。利用互动体
验和游戏化的参观方式，增加参观的趣味性和吸引

力。4.空间设计与布局。充分利用展览空间的特点，
通过灯光、音效、装饰等元素的运用，为观众营造独
特的氛围和体验。以辛亥革命博物院为例，博物院根
据观众的兴趣和需求选择具有吸引力和独特性的展
览，注重研究与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通过多媒体、
互动性和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将生动有趣的展览呈
现给观众。如“文物藏品中的英雄武汉”“辉煌十年
荆楚答卷”等展览，利用馆藏文物，结合历史事件和
人物，生动展示了历史进程，提升了观众的体验感，
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效益，展览分别入选了“湖北省六
大精品展览”和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教育服务与解读是博物馆高品质服务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涉及到向观众传达展览内容、提供相
关知识和信息，旨在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展览的主题
和文化背景。

1.解说导览。博物馆通过提供解说导览服务，让
观众了解藏品背后的故事和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这
些服务既可由专业讲解员提供，也可通过音频设备
实现，关键在于语言表达要清晰、讲述方式要生动，
从而有效吸引和保持观众的兴趣。2.互动教育活动。
为了提供更丰富的服务，博物馆可以在展览、收藏和
研究等方面进行延伸，实现展览与教育的有机结合。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不能仅仅止步于知识传授，还需
要依靠自身特色，设计研发出丰富的实践活动，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3.多媒体和数字技术
应用。利用多媒体和数字技术，如触摸屏、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技术，为观众提供更丰富的展览解读和
互动体验。此外，博物馆还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和移动
应用程序，提供展览信息、学习资源和互动活动，使
观众可以在博物馆外也能够继续学习和参与。

观众的反馈直接反映观众对博物馆的满意度和
体验感受。观众的需求直接影响着博物馆的服务目
标和展览的设计方向。因此，多维度分析观众需求对
于全面提升博物馆社会服务水平至关重要。以辛亥
革命博物院为例，为了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博物院建
立了观众反馈机制，设专区放置观众调查表，定期收
集观众的意见和建议，在观众调查表中，一些小学生
用稚嫩的笔迹写下“看了展览后，感慨万千，旧中国
太落后了，受洋人欺侮，为此我要为中华崛起而读
书”；有些观众留言：“展览内容丰富，富有设计，（有）
很多让人驻足停留的地方，首义之城 无尚光
荣”……如此多正能量的反馈，让博物院工作人员体
验到为观众服务的意义。

社区参与合作是博物馆高品质服务的重要方
面。在布拉格举行的第 26 届国际博协大会通过的

“博物馆定义”中将博物馆与社区联系在一起，标志
着博物馆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以辛亥革命
博物院为例，博物院是所在社区的重要文化设施之
一，博物馆的志愿者、保安、保洁等岗位的工作人员
大多都来自附近社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博
物院面向社区征集了一批抗疫物品，部分抗疫物在

“文物藏品中的英雄武汉”展览中展出，展出期间，捐
赠单位受邀参观，他们久久驻足在自己捐赠的展品
跟前，聆听讲解员讲解展品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历
史意义。这种合作方式，拉近了观众与博物馆的距
离，加强了博物馆的宣传教育效果。

展望未来，博物馆应致力于提升服务质量，结合
科技应用和数字化手段创新展览策划与设计，加强
教育服务与解读，注重社区参与与合作，积极推进科
技应用与数字化手段的发展，为观众和社会带来更
多的文化价值和福祉。

基于实践的
博物馆高品质服务策略探析

魏德勋 李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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