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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博物馆的力量”不太容易做出准

确描述，但我相信，自博物馆出现之后，人类社

会因之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涉及科

学、艺术、技术、教育等各个方面。

就良渚博物院而言，它已经成为杭州市乃

至浙江省的一个新的文化地标。由良渚博物院

到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再到世界文化遗产

地，构筑了一处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由一

处普通的江南水乡变成价值深远的世界文化遗

产地，改变的不仅仅是这里的物理空间，由此生

发的文明之光，将会持续照亮我们的未来之路。

博物馆对周边环境尤其是对人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浸润，而非一蹴而就、立竿见影。所

以，不可用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对待博物馆的建

设和运营，更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的标准衡量

博物馆的成功与否。打个简单的比方，一家理

想的博物馆应该像一家好的餐馆，它的标准是：

就餐环境好（博物馆环境好）、食材好（展品好）、

料理技术好（策划组织好）、菜品丰富（展览内容

好）、色香味俱全（展览形式好）。博物馆是给公

众提供精神食粮的“餐馆”，更需要精心加工。

在我国，考古工作开展多的地区，博物馆

的藏品相对也比较丰富，地方历史的叙述也比

较完整。但也恰恰是因为关注宏大的历史脉

络，有时也许会忽略其他方面，比如博物知识、

传统工艺、艺术形式流变等相关内容，即便有

些展览会涉及这方面内容，也是作为辅助和补

充，缺乏系统深入的展示。因此，博物馆从展

览内容到展陈形式仍存在趋同性较强、丰富性

不足的问题。一个好的展览，应该由好的选

题、重要的展品、扎实的学术研究、恰当的展陈

形式等几个方面共同促成，而其中最重要的是

学术研究。目前，博物馆的学术力量仍较为薄

弱，尤其是一些新建的博物馆和市县一级的博

物馆。未来，要提升博物馆的整体力量，学术

研究队伍的建设以及博物馆与学术研究团队

的合作是关键。

良渚博物院在良渚文化的传播方面做出

了很大努力。但如何更好诠释良渚遗址是中

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还有很多工作可以

做、应该做。一方面，我们会以良渚文化为原

点，向上溯“源”，把良渚文化各种因素的来源

尽 最 大 可 能 讲 清 楚 ；向 下 梳 理 良 渚 文 化 的

“流”，把良渚文化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

实证说明白。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也

希望能够把同时期其他文明地区的展览引进

来，做一些深入的比较研究。立足良渚，又跳

出良渚，在更为宏阔的时空背景下更准确深刻

地把握良渚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另一方面，我

们还会继续主动、积极地与考古研究机构密切

合作，着眼于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用展览

的 方 式 及 时 向 社 会 展 示 最 新 发 现 及 研 究 成

果。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藏品做一些专题性

研究，完成一系列“小而精”的展览。

从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看，过去强调以

藏品立本，强调对物的保护与展示，现在强调

“以人为本”，强调公众对展品的可接近性、参

与性，我国的博物馆建设正在顺应这样的趋

势。2008 年，我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担任

教授时，与良渚博物院合作创立了全国中学生

考古夏令营，面向青少年进行考古科普工作。

这个考古夏令营更像是一个流动的课堂，带领

同学们在博物馆、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穿

梭。时间虽然短，但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考古

知识，主要是提高了人文素养，开阔了眼界，认

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还举办了面向中

学历史教师的培训，借由他们把最新的考古发

现和研究成果带进中学课堂。这样一种实践，

使博物馆的力量有了更好的延伸，今后会继续

坚持。

事实上，博物馆的力量正是体现在可以与

更多人产生更紧密的联系。今年的国际博物

馆日，良渚博物院和湖州市的安吉古城遗址博

物馆都计划为特殊儿童群体和遗产地的原住

民举办专门的观展活动。博物馆在这方面做

得还不够多，我们希望将来能把这种活动常态

化，比如可以经常请良渚博物院周边的居民来

博物馆，享受专家团队提供的深度导览，了解

世界遗产价值。这也是对社会的最好回馈。

（作者为良渚博物院院长）

上图为良渚博物院馆藏的镂空兽面纹玉牌

饰、玉琮式管、神人兽面纹玉冠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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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
徐天进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登记备案博

物馆数量达到 5788 家，这其中大多数是中小

型、区域性博物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做

到守正创新，保持活力、释放能量，是整个博物

馆行业可持续繁荣的保障。

作为典型的中小型、区域性博物馆，吴文

化博物馆位于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苏州

段遗产点宝带桥畔。2020 年建馆以来，博物馆

一直致力于给观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

文化服务。“吴地”“江南”是吴文化博

物馆的特色。馆藏文物承继自“吴县

文管会”的收藏，苏州范围内的许多

重要考古成果集中于此。展示苏州

城市历史，传承江南文脉，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只有研究、梳理、展示

好吴文化，才能服务好观众群体。

展览既是博物馆重要的文化服

务，也是博物馆的一种学术活动。中

小型博物馆的展览更要精于小切口的

视角和微观层面的呈现，与其复制大

型博物馆的经验做法，不如在有特色

的基础上做到高水平。

吴 县 自 秦 朝 设 县 ，近 年

撤 县 建 市 、撤 市 建 区 。 如 何

溯源其历史、展现其变迁、钩

沉其人物、保护其遗产，是吴

文化博物馆讲好本乡本土故

事 的 关 键 。 依 此 逻 辑 ，吴 文

化博物馆在 2021 年秋季推出

“世间乐土——吴县文物数字展”，以数字资

源和文物、实物模型、互动装置、图文等各类

内容相结合，展示江南文脉传承。

展览主要聚焦吴县范围内的古村、古镇和

古民居，以建筑和人居空间为切入点，剖析典

型的江南民居。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凝

德堂正厅到吴县地区建筑的各类门楼、屋脊、

山墙、户牖，凸显营造之美与工技之精。从道

路、桥梁、埠头到市集商贸运输，展现最为典型

的江南村落的结构和文化肌理。从菜场、酱

园、米行到打更、浣衣、汲水，乃至求学、问艺、

游山、祈福，呈现人居环境的和谐与文脉的传

承。从环太湖众多村镇到吴县全域的文化遗

产，溯源文明演进的动力，观众看到的是满园

春色，感受的是满心欢喜。

建筑空间是人应对环境挑战的重要创造，

江南精巧、精致、精细的传统离开人居空间便无

从谈起。对不可移动的建筑，博物馆难以收藏，

数字技术则提供了采集、研究和展示的可能

性。历史上的吴县区域内，不可移动文物分布

范围广，包括 4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7 座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几百处各级文保单位。既有古

建筑群，也有细节丰富的砖、木雕。针对不同对

象，其数据采集、处理和呈现方式必然各不相

同。对建筑与村镇的数据记录，不仅用到建筑

测绘、照相等传统手段，还用到如激光雷达扫

描、无人机航拍与建模等新技术，通过计算机测

算相关数据重建三维影像。我们采用多旋翼单

镜头的无人机对 17 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进行

多角度倾斜摄影测量，生成点云数据，制作数据

模型。依托高性能的运算设备，利用相关软件，

对采集到的海量照片进行处理，自动拼合村落

的点云数据，再生成相应的多边形模型。采用

3D 打印、激光雕刻、AR（增强现实）技术、线上

互动等方式，实现交互体验，让观众深入探索这

座巨大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库。

数字展览的好处在于能够变换观察的尺

度，洞悉被展示对象之间的关系。环太湖的古

村落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长

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历程，呈现的是人居的根本

法则。如“背山面水”之类的选址规律，本质是

人们对环境的顺应。厅堂的尺度是由厅堂里的

家具决定的，而宅院的尺度是厅堂所决定的。

形成聚落的宅院自然构成社区，社区必然会衍

生出各种社会活动。形态、性质相近的聚落组

织在山水间连缀成片，最终构成环太湖独特的

人文和自然景观。以苏州、杭州、嘉兴为代表的

山水城市，其建筑结构和内在关系一以贯之，我

们对其从宏阔视角到微观视角进行呈现。

以学术为主轴，利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叙述

生动的故事，服务更广泛的人群，为“美丽乡村”

和“城市更新”的进程提供更多科学的研判，让

更多人了解历史、理解文化、记住乡愁，体悟温

暖与感动，“博物馆的力量”也正在于此。

（作者为吴文化博物馆馆长）

左图为“世间乐土——吴县文物数字展”

观展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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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本乡本土故事 展示江南文脉传承
陈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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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在 国 家

文物局“考古中国”重

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

实施的“古蜀文明保

护传承工程”的支持

下，三星堆遗址的全

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再

次启动。丝绸是此次

三星堆遗址考古中最

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

一，具有重要意义。

丝 绸 属 于 蛋 白

质，在埋藏过程中极

易降解，加之三星堆

出土文物大多有烧灼

痕迹，燃烧和高温对

丝 绸 的 保 存 非 常 不

利。同时，丝绸残留

物和坑内的灰烬、泥

土、各种器物混杂在

一起，给寻找丝绸的

考古工作带来巨大挑

战。三星堆遗址中的

丝绸正是呈现出这种

极致状态：当年埋入

地下的丝绸，要么化

作尘泥碾作土，要么

只是在金属器物的表

面留下矿化印痕，要

么就被焚烧成灰烬。

于“无形”处寻丝绸，

就要突破常规思路，

研发新方法。

此次在三星堆祭

祀坑中发现丝绸，有

赖于科学认知方法和

技术的巨大进步。随

着 多 学 科 团 队 的 协

作，三星堆祭祀坑有

机质残留物的研究已

经从肉眼可见的器物

层面延伸到肉眼不可

见的分子层面，极大

提升了考古现场信息

提取水平。

基于免疫学原理

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

有敏感、特异、便捷的

技术优势，运用于此

次三星堆考古发现。

免疫学原理的精髓就

是抗原抗体反应。考

古遗址中，丝绸残留

物也许只是非常微弱

的存在，即便抗原浓

度很低，抗体也能在

复杂环境中突破重重

障碍，找到抗原并与之结合。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抗原抗体之间具有非常专一的关联。而且不需

要依赖大型设备，测试结果立等可取，适合在考古工

地快速检测。

利用该技术，我们最先在三星堆遗址 4 号坑灰烬

层一件青铜器旁的土样中发现长宽约 3.8× 3.1毫米的

纺织品，经显微镜观察，明确其组织结构为平纹，结合

科学分析，判定其材质为丝绸，这是首次在祭祀坑发

现丝绸残留物。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分别在

3 号坑找到了丝绸残留物，在 6 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

检测到了丝素蛋白信号。8 号坑的丝绸残留物，附着

在一件青铜残片表面，其附着面积较大，为平纹组织

结构，是目前三星堆祭祀坑发现的最大的一块丝绸残

留物，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在其

表面覆着有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

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商代的纺织品大多是附

着在青铜器上得以保存，这是因为青铜器在埋藏过

程中，不断释放铜离子，可以在周边土壤中营造抑菌

微环境，有利于丝绸等有机材质文物的保存，逐渐成

为青铜器表面的矿化印痕。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

铜器表面，保留了大量同商代青铜器上一样的丝绸

印痕，对其进行形貌观察可知，丝绸品种有绢、绮和

编织物。部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保留有平纹织

物，经过测试材质为丝，平纹类织物中的丝织品可以

通称为绢。绢的组织结构相同，由于密度、细度、捻

度等其他结构参数的变化，以及加工工艺的不同，织

物风格特点差异很大。3 号坑和 8 号坑中就发现两

种不同风格的绢，其中前者较为稀疏，后者较为密

实。在 2 号坑出土的铜眼泡上发现绮。绮即“织素

为文”，是平纹地起经浮花的提花织物，有暗花图案，

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

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原本

都是祭祀用器，出于某种原因被埋藏，埋藏过程中，

丝绸或被焚烧，或包覆在青铜器表面被掩埋。采用

免疫学技术，我们在 4 号坑灰烬层中检测到非常强

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说明此处也曾焚烧过大量丝绸。

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

素。三星堆遗址的丝绸发现，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为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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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百年巨变百年巨变——雕塑作品展雕塑作品展””自自 20212021 年年 66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吸引众多观众吸引众多观众。。

图为家长带着孩子在雕塑作品图为家长带着孩子在雕塑作品《《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前模仿自拍前模仿自拍。。 陈晓根陈晓根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小观众在小观众在““月球样品月球样品 001001 号号··见证中华飞天梦见证中华飞天梦””展参观展参观。。 贺路启贺路启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观众体验运用观众体验运用 VRVR（（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技术观展技术观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④④：：工作人员布置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布置故宫博物院““何以中国何以中国””展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