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福建博物

院推出“福航天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记”展

览，通过文物、史料和图片，展现海上丝绸之路的文

化印记，传达和合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

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也是 2023 年“国际博物馆日”中

国主会场的主题展览。

在广阔的蓝色海疆上，海上丝绸之路勾勒出中

华民族和海外交通、交流、交往的轨迹，留下丰富的

文化遗产资源，如同一面多棱镜，映照出不同文明变

幻万千又交相辉映的影像。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以丝绸之路为主

题的展陈便成为文博行业的热点。2013 年，在中国

博物馆协会积极推动下，福建博物院牵头举办“丝路

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全面反

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联合国总部展出，引起热烈反响。十年后的今天，福

建博物院策划实施“福航天下——海上丝绸之路的

文化印记”大展，正当其时。

海上丝绸之路是“陶瓷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

路”“香料之路”，也是文化交往之路、互利互惠之路、

和平友好之路。“福航天下”展览从不同角度，还原海

上丝路的商贸来往和人文交往，从数量庞大的遗产资

源中择取精华文物，彰显交流互鉴的历史情景和文化

内涵。展览联合了国内 35 家博物馆，展出 295 件（套）

文物，包括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如法门寺地宫、南海一

号沉船、江西海昏侯墓等出土（水）的文物。

“福航天下”展览分为“碧涛帆影”“东方雅集”

“远来物华”“和合共生”4 个部分，从物华之美逐渐上

升到文化融合进行呈现。

“碧涛帆影”作为开篇，介绍了航海历史。较之

陆上丝绸之路考古与研究的长久热潮，海上丝绸之

路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

官商携带黄金和各色丝绸从徐闻、合浦出发，与东南

亚及南亚的古国进行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贸易。

学 界 普 遍 认 为 ，这 是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形 成 的 标 志 之

一。合浦汉墓出土的来自西亚地区的文物、鉴真第

六次东渡日本的起航地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南宋南

海一号沉船等考古发现，则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

新材料。展览选取了汉武帝从合浦和徐闻发舟通

使、宋代“神舟”出使高丽、明初郑和下西洋三件历史

大事进行描述，并展出相关文物。如湖北博物馆所

藏的永乐时期金锭，刻有“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

锭”铭文，出土于梁庄王墓，是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

事件的实物证据。

“东方雅集”以瓷器、丝绸、茶叶三大类商贸品为

主，展示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

瓷器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角色，此次展出的瓷器

包括越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青瓷，邢窑、定窑、德

化窑等白瓷，唐三彩、长沙窑、漳州窑、广彩瓷等彩

瓷，以及不同风格的青花瓷。

宋代诗人陆游曾用“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

烟雾”来形容当时的丝织品。 1975 年，福州曾经发

掘了一座被誉为“南宋丝绸宝库”的黄昇墓，出土宋

代服饰及丝织品达 354 件，面料囊括绫、罗、绸、缎、

纱、绢、绮，多为生织匹染的家蚕丝织物，款式有袍、

衣、背心、裤、裙、抹胸、围兜等 20 多种，织物丰富而

精致，展现了当时女性衣物之优雅。此次展出的烟

色罗广袖袍就是典型代表。宋时福建丝织业空前

繁荣，在服装缀饰上广泛运用泥金、印金、贴金、彩

绘、刺绣等装饰技法，这在周边国家的丝织品中也

有发现，足以证明福建是宋代外销丝绸的生产基地

之一。

茶叶部分展出了唐宋的各类茶具，包括法门寺

地宫发现的玻璃托盏、鎏金银茶碾等。法门寺博物

馆藏唐代鎏金团花银茶碾，系唐僖宗即位前使用过

的茶具，碾底刻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

一枚并盖共重廿九两”等錾文。文思院为唐代宫廷

的内廷机构，主要负责为皇宫制作金银器。器物上

还刻有“五哥”字样，唐僖宗为唐懿宗第五个儿子，在

册封皇太子前，宗室内即以五哥相称。

“远来物华”讲述海外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展

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气韵。展览陈列了来自广

西、湖南、福建等地出土的进口宝石串饰和玻璃器文

物。其中，五代十国时期的孔雀蓝釉陶瓶是福建博

物院“镇馆之宝”，曾亮相《国家宝藏》系列节目。它

是国内迄今发现最完整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形似橄

榄，器体硕大，器表均施蓝釉，如大海之色，洋溢着浓

厚的异域风情，应该是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香料

之路”历史悠久，熏炉、香料等展品，营造出雅致空

间。此外，展览还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合作设

立了香料体验区，增强与观众的互动。

展览的“和合共生”部分，从艺术审美和宗教思

想两个层面来呈现文化的交融。展品中的一件明代

德化窑白釉妈祖坐像颇具代表性。德化窑白瓷在明

清时期最为兴盛闻名，远销欧洲，备受青睐。这件坐

像胎质洁白细腻，釉

层 均 匀 莹 润 ，釉 色

白 中 闪 黄 ，胎 釉

结 合 紧 密 。 妈

祖头戴方形平

顶 冠 ，身 穿 冕

服 ，正 襟 端

坐 ，传 神 地 表

达出对海上众

生的关注。

海 上 丝 绸

之路是古老的，

又 是 鲜 活 的 ，是

一 条 增 进 沿 线 人

民 福 祉 、共 同 缔 造

美好生活的航线，也

是 一 条 链 接 文 明 交 流

互鉴的纽带。如今，古

老 的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被 赋 予 新 的 文 化 内

涵，展览将“福航天下”

的历史和现实、表面和内在

进行了合理关联，也从更宏

阔 的 视 野 铺 陈 出 中 国 与 各

国文明的和合共生、美美与共。

作为“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福州还配套举

办了系列专题展览，5 月 18 日当天还组织了“有福之

州 博物馆之夜”活动，博物馆所营造的古老文明与

美好生活的互动氛围格外浓郁。

（作者为福建博物院院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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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

至。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3 个关键词并列：博物馆、

可持续性、美好生活。文字简明，但寓意深远，就是促

进文化遗产领域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积极联动，为致力

可持续发展、建设美好家园而携手共进。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形成之初，主要是指经济、

社会和环境 3 方面的可持续性。但随着认识的深化

和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在可持续发展

中的重要意义，对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机构的作

用有了更多切身体会。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

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因此，“可持续”是博物馆

发挥功能的天然出发点。其收集、保存、研究和传播

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通过在

历史与现实、文物与公众之间搭建桥梁，博物馆让优

秀传统文化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帮助大众形成和巩

固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信心。这也是各

类博物馆通常都会有一个通史类展览的原因，通过梳

理历史，观众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如何一步步成为

今天的样子。

2019 至 2022 年，首都博物馆连续策划实施了三

期面向青少年观众的教育项目——《读城》，从“追寻

历史上的北京城池”到“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再到

“探秘北京中轴线”，点燃了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

“知北京、爱北京”的热情。

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领域，博物馆也有责

任和能力参与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许多青

少年对环境知识的最初了解都来自博物馆。上海自

然博物馆基本陈列提供了从自然看人类和从人类看

自然的双重视角，北京正在规划建设的国家自然博物

馆也以地球、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为主轴。

博物馆在建设和运行中，也可以不断自我完善，

减少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由国家文物局指导的

“全国博物馆节能减排课题”调查显示，目前我国 47%
的博物馆在建设之初已考虑节能减排因素，25%的博

物馆建成开放后陆续进行了节能改造，32%的博物馆

有进行节能改造的计划。今年 3 月，浙江自然博物院

安吉馆荣获全球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奖，因

为它的建筑形态与周边生态环境形成了良好互动，

建筑语言也有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寓意。

博物馆正成为城市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刚刚公布的全国备案博物馆数量为 6565 家。目

前，我国已有超过 30 个城市启动了“博物馆之城”建

设计划。而在“博物馆之城”建设中，“打造美育休闲

娱乐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文化空间”和“加强与周围社

区和城市的互动，提升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两点最为

人们所期待。我们有理由相信，博物馆等文化遗产

机构可以为市民带来更强的“文化聚合力”，为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特殊的“文化辐射力”，为城市在

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带来重要的“文化驱

动力”。

同样，在乡村振兴中，逐渐兴起的小型博物馆正

成为乡村记忆、民俗风情的“储存器”，联结着乡村的

昔与今。国家文物局在吉林、山东、浙江三省开展全

国乡村博物馆试点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在今年

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中，浙江还上线了“乡村博物

馆地图”。

今天的博物馆，也愈加重视自身在促进人民群众

健康福祉尤其是提高精神生活品质方面的作用。研

究表明，博物馆的文化体验与人们的幸福感和身心健

康之间存在联系。特别是当博物馆成为社区文化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惠及大多数人时，这种联系

尤为明显。这其中，既有“现象级”特展带给观众的审

美和愉悦，更有许多充满人文情怀的“小制作”产生的

共情和感动。2018 年春节，南京博物院举办的微型展

览《回家过年》备受关注，因为它再现了过去 60 年来中

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特别是不同时期“家”的模样

和“年”的味道，引发了人们的怀念与共鸣，各年龄段

的观众都在现场找到了共同话题。

2022 年和 2023 年新年期间，上海金桥碧云美术

馆分别举办了《爱得不同》和《爱在身边》两个展览。

前者通过辅读学校残障学生的美术习作，走进他们的

世界，呼吁人们更多关注特殊教育，为这些孩子融入

社会创造条件；后者将目光投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这种对特殊群体的关注触动了观众，为社会带来更多

理解、善意和温暖。

可以预见，博物馆将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赋能美

好生活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相关

领域发展的宣传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

区联盟主席）

发挥博物馆力量 促进可持续发展
安来顺

◀展览

展出的烟色

罗广袖袍。

图①：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丁俊豪摄（影像中国）

图②：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王 侃摄（影像中国）

图③：位于浙江杭州西溪湿地的中国湿

地博物馆。 吕上元摄（影像中国）

图④：陈列南海一号沉船的广东海上丝

绸之路博物馆。 耿 苗供图

图⑤：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图⑥：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黄国中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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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展出的

孔雀蓝釉陶瓶。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