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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物定级的准确性与定级专家对
文物信息的掌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
某种意义上说，定级就是依据文物信息确
认文物价值的过程。按照理想状态，摆到
定级专家面前的待定级文物的信息应当是
完备且准确的，但是，现实远达不到这种
理想状态，不少待定级文物的信息往往残
缺不全或语焉不详，单凭仅有的信息甚至
无法确定文物的真伪。本来，待定级文物
首先应当保证是真文物，对真伪的考证不
是定级专家要承担的主要工作，但不少时
候，定级专家不得不首先解决真伪问题，
对真伪的判断甚至成为定级专家遇到的最
大难题。这种情况下，除了从材质、形制
等文物基本要素入手进行判断以外，有关
文物的既有信息就成了判断的基本依据，
信息也就成了影响文物定级的关键因素。

面对信息残缺不全的革命文物，被鉴
定方往往采取临时补充的方式来说明文物
的来源及价值等，但是，这类临时性补充
的信息往往存在错讹。在这种情况下，收
藏单位记载文物信息的“老账本”就成为
定级专家青睐的信息载体。笔者在定级实
践中发现，“老账本”有优点亦有不足，不
能将“老账本”作为一锤定音的依据，应
当辩证认识“老账本”在革命文物定级实
践中的作用。

所谓“老账本”，是指收藏单位在征集
和收藏文物时形成的原始记录，大部分是
在收藏单位使用电子信息手段记载文物信
息之前的纸质形态，大约形成于从新中国
成立到二十世纪初。21 世纪以来，很多收
藏单位开始使用电子手段登记文物信息，
一些收藏单位将原纸质本上的信息转化为
电子信息，对于新征集的文物也从初始环
节就采用电子信息登记，“老账本”遂退出
历史舞台。管理规范的收藏单位将其妥善
保存；有的干脆将其销毁，或因疏于管理
而不知所踪；也有收藏单位尚未将“老账
本”的信息转为电子信息。这种情况下，

“老账本”就成为了解文物信息的重要渠道
之一。

对于呈现文物信息而言，“老账本”的
确有其独特优点：一是具有相对原始性，
相关信息往往是随着文物进入收藏单位伊
始就载入账本。二是相对真实性，由于相
关信息是文物征集或收藏的当事人直接提
供的，只要没有造假的主观故意，就可能
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多次流转而导致的信息

错讹。三是相对权威性，一般情况下，当
事人提供的信息要比他人的间接考证更为
权威。当然，这些优点都是相对的。

“老账本”被视为了解文物信息的可靠
文本，除了上述优点以外，还与两种观念
有关：一是认为“那个年代”的人工作严
谨扎实，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撰写的
信息是客观真实的；二是认为“那个年
代”的人未受商品经济的熏染，文物工作
不掺杂其他功利性因素，不会造假。在这
两种观念的支配下，仿佛“老账本”所记
录的信息就是完全真实的，完全不存在错
讹，可以作为判断文物真假和价值的权威
依据。然而，实践证明，事实远比这种想
象和假设复杂得多，“老账本”良莠不齐，
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很多“老账本”记载的信息并
不完备。“老账本”是时代的产物，深深地
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过去受物质条件的限
制，加上人们对文物的认识也存在局限
性，有的“老账本”材质极为简陋，只记
录了文物名称等基本信息，而对于文物的
年代、数量、质地、尺寸、来源、价值等
基本要素缺乏必要的记载，这就造成“老
账本”无法作为有效信息的提供者。如果

“老账本”本身未记录对于判断革命文物
价值至关重要的年代和来源等关键信息，
则不能只凭某件革命文物被“老账本”收
录在册，就天然地对其产生无条件的信
任。比如，一件被称作地下交通员穿过的
棉袄，“老账本”上只在名称栏记有“交通
员穿过的棉袄”的字样，除此之外没有其
他任何信息。这种情况下，必须追问年代
和来源两个关键信息，否则，就无法确凿
判定它究竟是何年代的，究竟是不是交通
员穿过的，究竟是不是用于革命活动，缺
少了年代这个信息，即使属于革命文物，
也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个革命时期的物件，
进而无法精准评价其价值，从而无法科学
定级。

第二，很多“老账本”记载的信息与
革命文物真伪和价值之间未必能建立起直
接确凿的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
历史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文物，成为革
命文物征集的富矿。革命文物征集是具体
的、历史的，在不计其数乃至纷繁复杂的
征集过程中，难说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是紧
扣革命属性、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征集而来
的。定级实践中经常碰到大量刀枪炮等武

器，收藏单位往往将其陈述为革命文物。
其实，在没有充分信息支持的前提下，无
法判断这些武器是否参与了中国革命，不
能只凭它们是武器就断定它们属于革命文
物。比如，对于一支老式土枪，“老账本”
记录的来源是“在XX村征集”，单凭这个
信息就无法判断这支土枪是否属于革命文
物。因为土枪虽然是村里征集来的，但
是，村里征集而来与文物是否具有革命属
性之间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这支土枪可
能是被村里老百姓用来看家护院或狩猎打
鸟的，“村里征集而来”这个信息是无法坐
实其革命属性的。这种情况在定级实践中
屡见不鲜，不能只凭某件文物上了“老账
本”，或者在老账本上有个别信息，就对其
深信不疑。

第三，很多“老账本”未必能客观反
映革命文物的实际情况。即使“老账本”
记录者从主观上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旨
在如实记录文物的信息，但记录者可能受
到各种条件限制，如果不能对文物信息进
行再考证，就只能凭他所接触到的信息形
成记录，而他所接触到的信息未必能客观
反映革命文物的实际情况。比如，商品经
济勃兴以来，革命文物的经济价值日渐被
关注。革命文物征集过程中不免掺杂进经
济因素，且不论购买这种直接与经济因素
有关的征集方式，就是接受捐赠这种看上
去与经济因素关系不大的征集方式，也可
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在

“老账本”上有关革命文物的各项信息都完
备的情况下，依然要对“老账本”上的信
息做进一步的考察，首先确保革命文物的
革命性和文物性两大基本要素不存在任何
问题。

总之，较之于后补的口述或书面证
明，具有原始色彩的“老账本”在阐明革
命文物的真伪和价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
独特价值。但是，应当认识到，“老账本”
亦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对其不能无条
件的迷信，不能天然地将其作为判断革命
文物真伪和价值的绝对标准，而是应当辩
证认识和科学评估它在革命文物定级中的
作用。一言以蔽之，“老账本”可以作为革
命文物定级的重要参考，但不能作为唯一
的、权威的依据。在革命文物定级参考的
因素中，“老账本”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
种，革命文物定级必须全面考量更多的因
素。当然，那是另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了。

第二十一届 （2023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已经完美收官。就本次进入
终评的展览及最终结果，有几点感想。

第一，主办方修订初评规则后，入围终评展
览代表性更强，特色鲜明，例如“传承历史文
脉 谱写当代华章——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
馆陈列”的入围体现出新修订初评规则的视野更
为宽广。

第二，在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入围名单里，
基本陈列数量比例较大。近年来，许多老博物
馆开始进行改陈，吸收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辅
以新的展陈手段，其改陈成果在本次终评中得
以集中体现。省级博物馆基本陈列改陈包括

“晋魂”基本陈列等5个，专题博物馆基本陈列改
陈则有“反人类暴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
罪证陈列”等 2 个。新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本届
首次参评的基本陈列数量高达 14 个，包括“历史
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
品展”等。以上基本陈列总计 21 个，在 29 个入围
终评项目中占比达到 72%。从结果而言，省级大
馆藏品丰富，经费充足，资源调动能力强，策展
能力、展陈实践、宣传与社会教育都较为成
熟，入围的概率更高。

第三，临时展览亮点频出。云南省博物馆的
“追寻香格里拉——青藏高原东麓的迁徙史诗与流
动对话”可谓意外惊喜，有三点留下极深印象。一是
展览将少数民族史诗、考古学成果与民族学研究资
料有机结合，充满创意，很好地体现了展览“迁徙－
融合”的主题；二是通过征集来自100位观众的100
件展品以及重点访谈的6位观众及其40余件展品，
讲述当代个体的流动与迁徙故事，注重连接当代与
人，体现出深厚的人文色彩；三是展览造价较低，
性价比之高令人叹服。在现场汇报时，汇报人称
之为“有温度的展览”。

博物馆的收藏与展览，既是为过去，也是为
未来。“山河安澜——淠史杭灌区主题展”令人感
动，属于较为稀缺的、为未来收藏今天的展览。
在申报材料与现场汇报两个环节中，这个展览也
表现出其独特性。从展览主题上来说，它反映的
是当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动人故事、感人事
迹、人民创造，具有时代性；从策展思路和展品
角度考量，展览大纲的形成基于策展团队开展的
大量实地调研和田野考察，包括各相关行业的当
事人一手访谈资料等，显得血肉丰满；展览的举
办同时还填补了博物馆所忽视的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领域的收藏空白。

第四，考古展 （包括考古类展览和考古遗址
类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丰富多彩。近年来国家越来
越重视考古事业，考古遗址博物馆也纷纷新建或
改陈。“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
文物文献精品展”“三星堆：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
天下——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和“往事越千
年——曹操高陵历史文化展”等展览，或以大量
考古文物阐释宏大主题，或以具体的考古遗址为
基础，发挥博物馆功能，呈现出该类展览强调遗

址、文物、展览三结合的特征。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述中国”基本陈列，有

两点令人印象深刻。其一，展览的主标题简洁明
了，隐含双关，有多重含义，较好地体现了展览主
题，同时又朗朗上口，具有可传播性；其二，简牍
作为文物本身，形制比较单一，必须有辅助展品、
展项补充支撑，将主要展品、辅助展品结合丰富
的陈列方式，方能体现文物内涵，体现出策展人
的用心。作为重点展品的简牍，在展览中以不同
的陈列方式呈现给观众，但都注重可及性与可看
性，如成组 （套） 文物平置于俯视平柜，展板加
文物组合布于沿墙通柜，重点展品镶于立柱面定
制壁龛柜等。

第五，行业博物馆举办的专题展初具竞争
力。在全国的博物馆热中，各行各业或多或少在
兴办博物馆、举办展览上有所实践，虽然最终获
评“十大精品”的展览中并没有它们的身影，但
在入围名单中，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三
峡工程博物馆的展览仍然引起关注。行业性博物
馆办馆或是办展，对回溯行业历史、以行业发展
呈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颇有助益，其展览内
容设计、展品、宣传与教育等各方面均有可能产
生新意和亮点，相对文博系统博物馆展览而言，
其欠缺的可能是对博物馆话语体系的熟悉及展览
语言的把握。可以预见，未来行业博物馆专题展
览将会成为“十大精品”的亮丽风景线。

第六，出入境展览竞争明显激烈。本届出入
境展数量增多，质量也随之提高。此次入围的8个
出入境展览中，“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显示
出深厚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从奥尔梅克到阿兹
特克——墨西哥古代文明展”紧扣“玉米”这一意
象，将展览这一文化交流活动衍生至中墨两国经
济文化交往；“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
术馆珍藏展”充分发挥上海博物馆的国际交流优
势和宣传能力；“河上花：中国花鸟画之道”与“丝
路光华——敦煌石窟艺术特展”策展时针对特定
地域观众，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丝路绮粲——
中国丝绸艺术展”则以“集装箱”式的展出方
式，提供了较高性价比的出境展新思路，等等。

本文中未提及的展览如革命主题类展览等也
各有特点与优势，只是限于篇幅不一一点到。总
体而言，特别奖、精品奖与优胜奖，都是上一年
度中国博物馆展览陈列的优秀代表，限于名额，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的推介终有遗珠之憾。未来希
望能看到更多小切口式展览，关注中小馆展览和
原创性强、学术性强的展览，形成百花齐放的中
国博物馆展览繁荣景象。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毛泽东
如此评价说。“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
东井冈，会师天下壮。”这是陈毅赞美东固革
命根据地的壮丽诗篇。

吉安青原区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地，
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走出了
20位共和国开国将军，有革命旧居旧址 400
多处，80%的革命文物散落在 50余个庐陵古
村落中。近年来，该区按照“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
物工作要求，不断探索革命旧址与传统村落
保护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

文物保护与村镇发展“一图绘制”

针对革命文物广泛分布在传统村落里的
实际，因地制宜，建立统一规划编制机制，将街
道、乡镇村发展综合规划、传统村落建设保护
规划、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和乡村旅游规划
等全部纳入总体规划编制中，统一管理、使用
革命文物保护及交通、水利、农业、环境保护、乡
村振兴建设资金，既整合了资源，又节约了资

金，多项规划一盘棋，一张蓝图绘到底。三年来，
全区60余处革命遗址获取上级补助资金8200
余万元，撬动各类资金近10亿余元，实现了革
命文物保护与村镇发展的有机结合。

文物保护与传统村落“一体打造”

以名镇名村中的革命旧居旧址保护为抓
手，确立了革命文物与名村镇、传统村落保护
集中连片打造思路，高起点规划布局。充分发
挥东固革命根据地强大引领作用，持续加大沿
富水河流域传统村落和革命旧居旧址群旅游
开发力度，在保护方式上力求高度融合，既保
留符合历史建筑的传统风格风貌，又恢复战争
年代的革命场景；既传承历史文脉，又弘扬红
色基因，一体打造，相得益彰。目前，全区已集中
打造12个传统村落，充分展示了青原深厚的传
统文化及传统村落魅力，也增强了革命文物的
影响力。

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一同推进”

依托文物资源，将渼陂、富田、东固等打

造成国家4A级景区，并开发一批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将革命遗址变为带动乡村旅游的新
引爆点。同时，充分挖掘革命文物的资源特
质，大力开发红色文化产业，将青原打造成影
视拍摄基地和艺术写生基地，成功拍摄《井冈
山》《红色摇篮》《爸爸去哪儿》《渼陂》等10多
部大型影视剧和影视节目，取得了较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文物保护与文化惠民“一曲同歌”

坚持以“传承为重，留住文脉，记住乡
愁”为主线，革命文物保护与文化惠民一
曲同歌，做到革命文物修缮到哪里，文化
惠民布局就推进到哪里。修缮东固革命旧
址、渼陂红四军总部旧址、渼陂万寿宫、富
田诚敬堂等革命旧址、古祠堂、古民居、古
戏台，将革命旧址打造成农家书屋、农民
剧团、文体活动室、老年人活动室、农村医
疗室等文化惠民场所，乡村公共文化活动
主阵地成为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
教学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辩证认识“老账本”在革命文物定级实践中的作用
郑宁波

推陈出新 亮点频现
张遇

吉安青原探索“四个一”文物保护模式
方春勇 肖燕飞

深品精品深品精品

足不出户逛展览、“云端讲解员”线上解
说文物故事、智能巡查文物现状……在重庆
市沙坪坝区的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郭沫若
纪念馆、张治中纪念馆、冯玉祥纪念馆等，
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手段被运用，也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博物馆背后的文化
盛宴。

智慧导览实现“云”服务

在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
个“VR 数字展览”功能，它就像一个可随身携
带的“活地图”，不仅有各大展厅的指引导览，且
不少重要展品都有详细的图文音频讲解和VR全
景视图。“目前，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已实现全馆
虚拟VR数字化地图智慧导览，包括整个博物馆
的全景航拍、线路导览、文物展示、语音讲解
等，让游客身临其境的同时，也能以第三视角观
赏到不同的内容。”沙坪坝文管所副所长李盛虎
说。馆内还设有20余个迷你展览电子屏、电子投
影等多种多媒体场景运用。

沙坪坝博物馆作为一处依托文物建筑建设
的中小型博物馆和遗址类博物馆，资源、场景
相对受限。为此，博物馆在展览精品化、社教
研学特色化、文创品牌化之外，因地制宜探索

“数智+文博”创新融合方式，不断尝试线上线下
与观众交互的各种可能。在推动博物馆服务智慧
化、管理智能化、保护智治化的同时，让文物从

“高冷范儿”变身市民游客身边可亲可感的“小可
爱”，让历史文化在数字文明中活起来、薪火相
传。

除博物馆本身，针对系列原创展、交流展、
巡回展等，沙坪坝博物馆也同步推出线上虚拟展
览，令观众能够远程参观展览，从而拓宽展览服
务受众。如2024年春节推出的“年画中的移民之
路——甲辰龙年新春特展”，为最大限度展示年画
的鲜艳色彩及展厅的喜庆氛围，除使用高分辨率
全画幅DSLR专业相机和镜头外，还利用各种专
业建模软件，将现实的模型复刻到虚拟空间之
中，并采用点位式漫游技术，确保在不同点位之
间实现流畅的漫步转换效果，实现足不出户却身
临其境的参观体验。“截至目前，沙坪坝博物馆已
举办线上展览 10 场，累计浏览观众近 10 万人
次。”李盛虎说。

智慧平台助力“云”守护

沙坪坝街道的巡查员定期按照文物巡查要
求，仔细查看文物保护标识是否完好、文物本体
是否保存良好、消防设施设备器材运行是否正常
等情况，拍下相关照片，连同巡查记录一并上传
至“文化·巴渝文物”文物安全监管子系统。电
脑另一端的文管所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巡
查记录的消息。这套系统不仅接入了“渝快政”
政务管理系统，同时也将全区约50名镇街文物巡
查员纳入其中，让文物巡查保护真正下沉至镇
街。2024年5月9日，来自新桥街道的文物巡查员
在巡查“第三军医大旧址”时发现文物保护标志
遗失，立即上报系统。系统管理员随后向有关负
责人反馈，5月 22日，文物保护标志便顺利找到
重新上墙。前后时间不到一个月，大大提高了文
物隐患处理效率。

“除文物安全监管系统外，我们还针对全馆文
物设立了一套监控防护系统。”李盛虎说。该系统包
括红外线感应、摄像头、消防电话等多种设备，特别
是红外线感应，能帮助博物馆在闭馆后第一时间发
现“入侵者”。

令人惊喜的还有游客管理系统这一“智慧大
脑”。目前，沙坪坝博物馆正在使用的“重庆市智慧
文旅广电云”系统，通过对游客端数据的汇聚和重
点指标分析，帮助博物馆管理人员进行游客画像分
析，探索更好的服务方式。“就拿巴蜀古代建筑博物
馆来说，我们发现外地游客和附近的学生游客都很
多，便分别针对两类人群定制了节假日特展活动以
及社教研学活动等，让博物馆走出了一条跨界发展
之路。”工作人员介绍。

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手段的运用让更多人看见
中小型博物馆背后的价值，沙坪坝博物馆票务系
统、安防监控系统、藏品管理系统、文物检测系统、
数字展览系统等数字化基础功能不断提升游客的
参观体验，让曾经“深闺人不识”的文物被看见、被
感知、被传承……

未来，沙坪坝博物馆还将紧紧围绕“魂筑红岩
根植巴蜀”的发展战略，重点在展览的数字化展示、
藏品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游客的数字化服务方面
深挖下力，探索中小型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新时代
发展道路。中小型博物馆在数智赋能的不断迭代升
级中，必将为古文明插上新“翅膀”。

重庆沙坪坝：

博物馆背后的数字转型密码
张小凤 赵杰昌

革命旧址的活化利用

渼陂古村

乡村旅游

东固平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