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在讨论博物馆的力量时，往往垂青于数

字化应用。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就会发

现，几乎所有的新技术都可以被纳入博物馆的展

陈或教育模式中，促进其更新和升级。

技术变革的确回答了“如何更有效地释放博

物馆力量”这一问题，然而，如何拥有这种独特而

强大的力量，同样是博物馆建设需要面对和解决

的议题。所有的技术变革和提升都是“1”后面的

“0”，如何成为真正合格的社会公共机构，才是所

有“0”之前的“1”。

2008 年 起 实 施 的 公 立 博 物 馆 免 费 开 放 政

策，是中国的博物馆走向公众的开端，让更多观

众回流到博物馆，博物馆才可能成为“城市会客

厅”。以此为起点，博物馆应该“归还”更多空间

给公众，拉近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令人欣喜的

是，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博物馆已经开始这样

的尝试。

博物馆对接当下生活，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展

览中，库房里的馆藏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近年

来，不少博物馆已经有意识地扩充馆藏，从奥运

火炬到抗疫装备，这些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当代

物件都进入到博物馆的库房里。博物馆库房能

否承载普通人的日常记忆呢？答案是肯定的。

2021 年是杭州博物馆建馆 20 周年，杭州博物馆

启动“百万收藏”计划，面向市民征集 1912 年以

来见证杭州城市变迁和生活变化的藏品。在杭

州市民的积极响应下，博物馆仅在半年内就征集

到照片、书信、票据、图书、邮票、用具等近 4000
件藏品。

一些博物馆把展厅“归还”给公众。近年的

很多展览，在确保展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陈列

可以触摸的青铜器复制品、石器翻模浮雕或者有

完善保护设置的标本储存柜等方式，拉近了博物

馆与公众的距离。

成功的博物馆展览不应是独唱，而应是感同

身受的大合唱。2021 年洛阳博物馆举办的“上

洛：新·乡土志系列展之一”，不仅展示了出土于

洛阳的陶俑、经幢等古代文物，还将参观者熟悉

的洛阳本地名物搬进了博物馆。洛阳第一拖拉

机厂生产的拖拉机，在新中国建设史中曾经扮演

重要的角色。此次特展让拖拉机的模型和其他

古代文物一样陈列在展柜中，串联起人们对往日

时光的追忆。特展中的双钩书法作品“安乐窝”，

取材自司马光等为邵雍在洛阳置办的寓所，展现

了古人对居住在洛阳的美好期待。策展团队尝

试将这一作品交给观众，邀请观众进行填色、变

形和更多的次生创作，将北宋理学家邵雍对洛阳

的推崇与当下连接了起来。洛阳博物馆已不是

首次推出增强公众参与度的社会教育活动，此前

推出的“洛博填色”在线小游戏，让不少参与者在

为馆藏文物配色涂色的过程中，获得了对历史文

化和工艺传统的全新理解。

从库房到展厅，从馆藏物件到博物馆知识，

让公众更多融入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才有可

能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让博物馆成为“城市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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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是中国最具代

表性的文化遗产类型之

一。普通人几乎都能回

忆起自己印象中见到过

的碑林、碑碣、经幢、岩

画、摩崖题刻题记、造像

等，可谓种类繁多、丰富

多彩、价值非凡。在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中，石刻也是非常鲜明

的存在，如我们熟悉的

西安碑林、武威重修护

国 寺 感 应 塔 碑（西 夏

碑）、苏州文庙的宋代石

刻、泰山石刻、白鹤梁题

刻、老君岩造像、花山岩

画等，有的已经列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 。 60 多 年

天南海北从事科技保护

工作，我对石刻有着深

厚的感情。

石刻中的书法具有

独特的艺术价值，是我

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自商周

至现代，书法在不断变

化、革新中一脉相承，但

有 的 书 法 由 于 年 代 久

远，很少有真迹存留至

今，人们只能从一些碑

刻 中 见 到 它 们 的 真 面

目。遗憾的是，与其他

石质文物一样，岁月越

是悠久，石刻的劣化速

度就越容易加快，科技

保护的力量一直在同这

种劣化赛跑。我看到过

龙 门 石 窟 奉 先 寺 的 唐

碑 ，其 字 迹 正 日 渐 模

糊。乐山大佛侧面的天

王造像碑，也有字迹在

消失。很多的摩崖题刻

几年不见，再看到时，也会发现有剥落的痕

迹。环境和气候对石刻的影响随处可见。北京

居庸关云台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年都按古建筑维修，但十分精致的元代汉白

玉雕刻及六体文字，已到了必须进一步保护的

地步。

微环境的持续波动是石刻风化的重要原

因，也是石刻保护的难点之一。这些年我们在

土遗址、石窟寺等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研

究方面取得了很多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可以围

绕石刻的材质、类型和环境等，开展更为精细、

精准、精密的保护研究。比如，石刻与石窟寺雕

像的保护修复技术相似，我们有必要根据不同

质地的石刻特性进行专题研究。承德避暑山庄

及周围寺庙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和寺庙

群，各种精美华丽的石刻熠熠生辉，堪称无价瑰

宝，但风雨的侵蚀导致其表面出现了开裂、酥粉

等病害现象。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这些年对这

里的凝灰岩质石刻进行了专题研究、试验，很好

地减缓了这类石刻的风化病害。陕西文保中心

对石刻的清洗有专门研究，浙江大学、同济大

学、西安交大等高校对不同石质文物的保护材

料也在进行系统的研究。这都是令人欣慰的好

消息。

近年来，国家层面启动的石窟寺调查成效

显著。与石窟寺相比，石刻分布更广、更分

散，北至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的金代亚沟石

刻，南至广东珠海高栏岛岩画，东有江苏连云

港的将军崖岩画，西至西藏日喀则大唐天竺使

出铭、新疆昭苏的清代平定准噶尔勒铭碑等。

但石刻的历史信息毕竟依附存在于浅表层岩

体，受风化作用显著，因此石刻文字史料的信

息化留存十分迫切。尤其是对已模糊不清的石

刻，我们可利用多维数字采集技术，高精度、

微痕提取，还原已看不见的文物信息。石刻与

大型岩土文物的显著区别之一是数量多、体量

小，即使在保护技术、专项保护资金、专业保护

人员不足的条件下，也可以探索更多保护研究

的方式。

岁月无声，唯石能言。古人通过石刻记录

历史、传播文化。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形成一

套关于石刻调查、保护、利用、展示的系统规划，

使之抵抗住岁月的侵蚀，传之永久。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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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库房到展厅，从馆藏物
件到博物馆知识，让公众更多
融入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才
有可能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考 古 博 物 馆 的 展 陈
语言，既是考古的，又是
博物馆的，更是将两者结
合的科学严谨、生动易懂
的叙述体系。这一切，取
决于如何让观众读懂考
古的语言。

中 国 的 博 物 馆 以 历
史类博物馆为主。随着
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考
古学科的快速发展，建立
考古学科的博物馆，让全
民共享文化遗产的保护
成果，是中国考古人的共
同心声。

核心阅读

▲文物修复人员正对大足石刻的卧佛摩崖

造像进行风化程度的监测。

黄 舒摄（人民视觉）

2022 年 4 月底，陕西考古博物馆面向公众

开放了。

考古博物馆是在近代考古学形成过程中出

现的一种博物馆类型。如果说，历史类博物馆

是以人和社会为视角的宏大叙事体系，考古博

物馆则是以“物”为着眼点，通过对遗迹和文物

的解读，讲出历史大框架下丰满鲜活的日常。

陕西考古博物馆意在勾勒中国考古和陕西

考古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

并蓄的总体特征，打通从考古发掘到保护、研

究、阐释、展示、传播的学科全链条，使公众走近

考古、了解考古、爱上考古，共享文化遗产。

将文物标本组合成会讲
故事的元素

考古博物馆的展陈语言，既是考古的，又是

博物馆的，更是将两者结合的科学严谨、生动易

懂的叙述体系。这一切，取决于如何让观众通

过展陈读懂考古的语言。

与历史类博物馆展示各类藏品不同，考古

博物馆展示的都是考古出土文物。考古博物馆

要呈现考古学科的基本点，解读考古是什么、考

古怎么做、考古的价值和意义等考古学研究的

关键问题，也要兼顾博物馆传统的传播理念，从

农业起源、家国体系、手工业技术、文化交流等

大主题，讲到衣食住行、吃茶饮酒等生活细节。

因此，考古博物馆更强调知识性与丰富性。

作为成立早、规模大的省级考古科研机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已发掘古代遗址上千处、墓

葬数以万计，整理各类文物近 20 万件（组）。新

成立的陕西考古博物馆让这些文化遗产走近

公众。一座座城址，一件件器物，一堆堆陶片、

漆片、瓷片，构成了重要且丰富的文物标本库，

它们是考古人“手铲释天书”所依赖的最直观、

最基础的词汇，它们的不同组合方式相当于不

同的考古语言。

紧密结合遗迹展示文物，是陕西考古博物

馆的一大特点。这里的展览，既非艺

术展也非历史展，而是按照考古学的

逻辑，对一个个遗址进行系统化的解

读 。 丰 富 的 背 板 资 料 ，体 现 展 陈 的 特 点 和 亮

点。考古线图和现场遗迹照片是各个展陈的标

配。遗址分布关系图、城址或墓葬的布局图，可

以让观众了解古人的地理观；平剖面图、遗址正

射影像图，生动反映古人的营造理念；典型器物

分期图、遗物成分测试表，可以让观众读懂文物

所反映的技术传承。

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所有文物都有明确的出

土地点，也都有出土时的现场照片。在陕西考

古博物馆，有不少展陈是模拟的考古场景。以

往，石峁石刻在一些展陈中被单独展示，而在这

里被嵌入模拟石墙中，观众可以借此想象石城

的规模。墓志和茶酒器具，也被复原展示在模

拟北宋吕氏家族墓的场景中。这些都增强了考

古现场感，也有利于人们解读文物的功能。

共存和组合关系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

容之一。对比式的组合陈列，能够清楚反映文

化的内涵特征及演变。我们将陶器的组合与

鬲的组合对比展示，反映西周早期不同姓氏文

化的差异；通过战国秦墓到秦王朝随葬品的变

化，展示早期秦文化与

中原文化的融合；分组

陈 列 唐 三 彩 作 坊 中 不

同品类的文物，体现其产品种类和工艺发展；

阵列式陈列唐墓的出土仪仗俑，则体现了主人

身份的高低。

我们希望考古博物馆的展陈语言，充满考

古的元素，但不是生涩枯燥的术语，而是经过了

转换、容易理解的博物馆语言。这需要将现成

的考古研究成果再次进行学术审视，从受众的

角度进行通俗化剪裁。比如，将遗址器物分期

图经过专业合并、归纳，使各期变化特征更鲜

明、更易辨认；通过大量图表和绘画呈现手工业

制作流程，生动展现手工业的传统与演进，以及

审美的变化。

展示考古学家如何“考”、
如何得出“考”的结论

对于考古博物馆，遗址本体的展示是最能

体现文物保护理念的语言。

从渠树壕汉代砖室壁画墓顶部的星象图

中，人们可以看到北斗七星、伏羲、女娲、牛郎织

女。为了增强现场感，我们将墓室上部的壁画

悬挂在展厅顶部，参观者仰观壁画，就如同置身

于原址，会被其深深震撼。学者、历史爱好者也

可以通过近距离观看这些壁画，体味历史深处

的细节。

我们将一座 750 多年前的蒲城元代壁画墓

“整体打包”入馆。这是一座元代墓葬，顶部为

穹窿状，壁画绘于砖墙的白灰上，由“堂中对坐

图”“行别献酒图”和“醉归乐舞图”三大部分组

成，共有 20 多个人物。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现场

完成了壁画的保护修复工作，使其达到展陈要

求，最大限度保护了壁画的原貌。

汉代刻字陶窑切块、西周铜轮牙车马遗迹、

丰镐遗址地震喷砂遗址、汉代和明代的道路遗

迹展示等，既是中国考古百年的缩影，也串连起

关中完整的历史脉络。

按照历史发展序列串起来的展陈，凸显考

古学揭示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国家的形成，以及

文化融合、社会经济等方面。通过这些考古重

大项目，充分展示考古学家如何“考”、如何得出

“考”的结论。

比如，在丰镐遗址的展陈中，考古学家是如

何判断西周丰镐都城的主人就是来自周原呢？

考古学家运用了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

等基本理论方法，做出一系列逻辑判断。策展

人则通过灰坑地层叠压和陶器实物对比，配合

典型陶器组合分期图，并以周人社会组织结构

的互动游戏进行深化，将原本抽象的考古发现

和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示给了观众。

再如，北宋吕氏家族墓随葬器物总计 1000
余件（组），包括餐具、酒具、茶具、香具、文房用

具等 9 个大类。在该遗址的茶具展项中，煮茶、

点茶、散茶 3 种茶具组合并列，配合饮茶场景的

宋代文人画，煮茶、分茶的唐宋诗词以及宋徽宗

《大观茶论》关于茶具的记载，呈现多样的宋人

饮茶场景。这些展项告诉观众，明代才大规模

流行的散茶其实在北宋就悄悄出现了。考古发

现揭示了文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细节，弥补了文

献记载的不足，而考古博物馆的展览也可以多

角度呈现艺术史、美学史。

中国的博物馆以历史类博物馆为主。随着

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考古学科的快速发展，建

立考古学科的博物馆，让全民共享文化遗产的

保护成果，是中国考古人的共同心声。期待观

众在考古博物馆中，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

（作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制图：赵偲汝

陕西考古博物馆4月底向公众开放

共享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
王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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