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

明大展”开幕。这是中国官方博物馆首次与埃及

政府合作，全面揭秘古埃及文明及其最新考古发

现的展览，超过 95% 的文物首次来到亚洲。

据悉，“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为上海

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第四展，展期

将近 13个月，延续至 2025 年 8月 17日。展览由上

海博物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联合举办，中国国

家文物局、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共同指导，并得到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支持。展览汇集 492组 788
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另有若干件

中国文物与之对话。本次展览的举办，也拉开了

中埃两国之间更广泛人文合作的序幕。

珍宝文物新呈现

788 件 古 埃 及 文 明 珍 贵 文 物 ，包 括 图 坦 卡

蒙、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以及拉美西斯二世等法老

雕像，成套木乃伊棺，女王金饰以及萨卡拉地区

新发现的彩绘木棺、动物木乃伊和雕像等重磅展

品，向观众全面揭秘古埃及文明面貌及其最新考

古发现。可以说，通过这次展览，能够见证一部

浓缩的古埃及文明史。“这次展览，也打破了上海

博物馆许多历史上的纪录。”上海博物馆馆长褚

晓波介绍，埃及将文物出借外国举办展览原则上

不会超过 300 件；而这次借给上博近 800 件，是历

史上的首次，充分说明中埃两国文化交流中的彼

此信任。

5 月 18 日，上博文物保管部相关人员赶赴

埃及，展开为期 3 周的文物点交、包装运输等工

作。这是中国博物馆机构首次与埃及政府在古

代文明展览领域直接合作，也是上博工作人员

首次在非洲大陆开展文物点交等工作。6 月 16
日，古埃及文物的运输包机抵达上海，并于次日

开启布展。

古埃及诞生了早期的文字、城市与国家，并

在与周边区域漫长的融合交流中经历多元文明

的选择和再造。本次展览的文物精选自埃及国

家博物馆、卢克索博物馆、苏伊士博物馆等 7 家

埃 及 重 点 博 物 馆 和 萨 卡 拉 地 区 的 最 新 考 古 发

现。“这也是本次展览很特别的一点，不光是从埃

及国家博物馆里借展品，还把埃及各个地方博物

馆的精品都挑选来。”展览首席策展人、北京大学

历史系教授颜海英介绍，“提到埃及文物，国内观

众还是只想到金面具、木乃伊等。这次特展将打

破观众对于埃及文物的刻板印象，更加系统深入

地了解埃及文明全貌，从而推动中埃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新视角

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同为古老文明，展览

同时选择多组中华文明代表性文物，与古埃及文

明展开对话。

例如，展览中，古埃及陶器与马家窑陶器有

同有异。“二者相隔数千年，却处在陶器彩绘发展

的同一阶段。艺术表现上，我们偏几何形，埃及

偏图像形。”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褚馨介绍。

展览还同时展出了中国齐家文化晚期与商

代晚期铜镜和古埃及新王国时期铜镜。铜镜在

古埃及的历史可追溯至古王国晚期。打磨光滑

的镜面不仅能映出面容，还能反射阳光，因此古

埃及人也把镜子视为太阳和光明的象征。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物，能产生强烈共鸣。”

颜海英认为，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都是农耕文

化、大河文化，相似相通之处较多。她举例，宏观

而言，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微观而言，文化和

艺术成就亦相映成趣，包括充满想象力的象形文

字、精雕细刻的礼器等。

自 2021 年起，上海博物馆陆续推出“对话世

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展览，联手世界知名博物

馆，自主策划、联合办展，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

流互鉴，让上海成为“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

的重要窗口。“对话世界”与上博“何以中国”文物

考古大展系列、主打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百物看

中国”文物艺术出境大展系列，共同构成上博“大

博物馆计划”三大展览品牌。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的主要展品

当然是聚焦古埃及文明，“但在展览中，我们同样

会加入代表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性文物，展开两

个文明古国之间的文化对话。”褚晓波谈道。

文旅体验新场景

以本次特展为契机，上海博物馆创新打造

“一站式文旅体验新场景”系列活动。

配合展览举办，上海博物馆改造启用人民广

场馆一楼，在总面积达 3000 平方米的展陈空间

中，通过展览叙事、文物陈列与数字技术，为观众

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同时，展厅将“青少年友

好”纳入设计原则，降低展柜和陈列带的高度，设

计可触摸的文物模型。

教育与互动项目同样精彩。在上海博物馆

二楼的元宇宙展厅，观众可以戴上 VR（虚拟现

实）设备近距离了解金字塔的构造和历史。馆内

还开设配合展览的系列课程，包括古埃及的文字

认知与学习、图像认知与学习、数学思维探究、宇

宙认知和审美认知等，多维度领略古埃及文明的

魅力。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峰介绍，上博此次聚焦

近百件重点展品元素进行文创开发，围绕经典埃

及文化元素分主题、季节、节庆等逐步推出近

1000 款文创产品。“我们期待通过探索商旅文体

展联动新模式，吸引游客近悦远来，形成博物馆

与观众、文化与市场良性的互动。”褚晓波说。

联合考古新成果

在“金字塔之巅”的第二展厅——“萨卡拉之

谜”，聚焦 2020 年全球十大考古发现之一，400 余

件萨卡拉最新出土的古埃及文物在世界范围内

首次亮相。萨卡拉出土的彩绘木棺、动物木乃伊

及猫神庙遗址，首次系统公布埃及考古队 10 多年

来在该地区自主考古取得的重大发现，这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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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博物之旅华夏博物之旅R

众多的瓷器种类中，建盏是独特的存在。建盏以黑彰

显，深邃宁静，出窑万彩，闪耀在两宋时代瑰丽灿烂的人文

星空中，经久不息。

建窑，是中国古代生产黑釉瓷器的重要窑场，亦是福建地

区的代表性窑场，因位于宋代建安、瓯宁二县治所所在地建州

而得名。建窑遗址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的后井

村、池中村一带，因此建窑也称“水吉窑”。建窑创烧于晚唐五

代，兴盛于两宋。建盏是建窑的代表性产品，器型特点为口大

足小，形似漏斗，以束口盏最具特色。整体风格朴实稳

重，造型饱满刚健，富有优美的曲线变化，是福建

地区陶瓷生产悠久历史与精湛工艺的象征。

建盏的釉面复杂多变且具有唯一性，其

釉面纹理均为烧制中自然产生，以黑色为

标准分为乌黑、绀黑和青黑等多种，特征为

釉层细腻坚致，具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在

入窑烧制的过程中，釉料自然呈现出各种复

杂多变的纹理，称为“窑变”。建盏的窑变花

纹大致可分为兔毫、油滴、鹧鸪斑和曜变等种类。

兔毫釉是建窑最为流行的釉面，釉层中均匀呈

现细密的筋脉，形状如兔子的毫毛一样纤细柔长，故而得

名。宋徽宗《大观茶论》评价，“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

者为上。”蔡襄诗云：“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这

些都体现了宋人对“兔毫”的推崇，符合平淡乃绚

烂之极的宋代美学思想。

“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黄庭坚诗文

所指的是釉面似鹧鸪鸟胸前正圆如珠洁

白羽毛的鹧鸪斑釉面 ，可见闽中造

盏，黑色底釉面散落着白色斑

点纹，形成强烈的颜色

对比，加之斑点大

小和疏密程度的

自 然 变 化 ，更

突显了釉面的

立体感。

油滴指

建盏内仿若

沸腾的

油点滴漏于釉面，黑色釉面上浮现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斑

点状结晶，俗称“金油滴”“银油滴”。油滴釉的斑点较小且

密集，与大而疏朗的鹧鸪斑釉相区别，视觉上好似繁星点缀

于黑色的夜幕之中，有文献称其为“星建盏”。

件件建盏皆因自然，但曜变建盏是建窑瓷器的名贵品

种，可遇不可求，呈现为釉面散布大小不一的稀疏空心状斑

点，斑点外缘随光线散发出红、绿、天蓝等彩色光晕。光晕

之外是流光溢彩的竖向丝毫，色彩丰富且具有立体感，犹如

天上的群星聚落成群，浩瀚深邃。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事生茶具，建盏则是因茶而生、为茶

而容的典型器具，与两宋斗茶之风盛行密不可分。南宋吴自

牧《梦粱录》中记载的“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正是

宋代文人闲适雅致生活的体现。评定茶沫，标准系以“色白

为贵”，而黑釉建盏与点茶时掀起的白沫形成强烈的色彩反

差，兔毫、鹧鸪斑、油滴等纹饰让茶水焕发出明快光彩之态。

南宋晚期，随着福建地区黑釉瓷器生产中心的南移，以

及市场需求、审美观念转变和饮茶风俗变化等多重因素的

共同影响，建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历经近千年岁月沧桑，建窑建盏于 20 世纪 80 年代再度

复苏。1979 年成立的“恢复宋代建窑兔毫釉产品”科研攻

关小组，历经一年多的反复试验探索，终于成功研制出仿宋

兔毫盏。此后，油滴釉、鹧鸪斑釉、曜变釉等品种陆续复烧，

失传数百年的建盏工艺终于重现光彩。

与古代建盏相比，现代陶瓷科技不仅提高了建盏的成

品率，在釉面上也突破了传统的黑色局限，出现了新的肌

理，釉面层次更加丰富明亮，晶体效果更是炫目多彩，进一

步提升传统技艺的有效传承与科学创新。当代，建盏的艺

术和审美更加趋于强烈与个性，使得建盏创作更注重个性

化、情境化和多元化，作品更具有艺术性、创新性、实用性和

美观性。2011 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 年，建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如今，建阳全区注册建盏企业和个体将近 1 万家，

从业人员超 6 万人，产值逾 70 亿元。建盏已然成为闽北一

域的地理标志和响亮名片，也成为建阳一区的富民产业和

特色产业。

（作者为福建省文物局局长、福建博物院院长，本报记

者王崟欣采访整理）

千年窑火，匠心不辍，建盏——

冰瓷莹玉紫瓯新
傅柒生

■文物有话说R

揭示萨卡拉秘密的全球首展。据介绍，出土

文物在完成学术研究、移交给博物馆之前，

是不能公开展出的。埃及政府打破先例，把

最新的考古发现一手材料送到了中国。

这一展厅也集中反映了近年来中埃联

合考古的重大成果。据介绍，中埃联合考古

起始于 2018 年，在极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

庙区，中埃考古学家携手让尘封 3000 多年

的孟图神庙遗址重新焕发光彩。

不久前，中埃萨卡拉新出土文物数字化

调查与研究项目在埃及启动。这一项目主

要是对萨卡拉遗址出土的数千具人形木乃

伊棺椁进行数字化扫描与拍摄、整理、研究，

以及协助修复埃及卡尔纳克神庙的拉美西

斯二世雕像。

展览策展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

史研究所研究员薛江介绍，中埃联合考古发

挥了“双方文化背景相通、中方技术领先”的

优势。目前已在萨卡拉发现了上千具木乃

伊棺椁，未来将把它们全部数字化并加以研

究，建成文物数据库，实现全球共享，并计划

以中文、英文、阿拉伯文 3 种语言向全世界

发布重大考古成果，有望极大丰富世界埃及

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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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第一展厅“法老

的国度”中的展品—石灰岩彩绘碑。

图②：上海博物馆元宇宙展厅“消失的法老”体验项目。

图③：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

明大展”观展通道。   上海博物馆供图   
图④：“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第一展厅“法老

的国度”中的展品—棋盒与 13 颗棋子。

图⑤：“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展厅局部。

图①②④⑤均为王初摄（人民视觉）  
图⑥：收藏于福建博物院的宋建窑黑釉兔毫盏。

图⑦：收藏于福建博物院的宋建窑黑釉酱斑盏。

图⑧：收藏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博物馆的宋建窑黑

釉油滴束口盏。

图⑥至⑧均为福建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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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春，在陕西省临潼县（现西安市临潼区）西杨

村，当地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一些陶俑碎片。虽然发现的是

陶俑碎片，但初步拼对出的几尊陶俑足以在当时的考古界

引起轰动：从陶俑的发型服饰、神态姿势，到同时发现的铜

镞和铜弩机……可以看出，这是秦代的武士俑。专业考古

队随即成立。自此，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持续进行兵马俑

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兵马俑最初深埋于地下时，并不像今天看到的那般“灰

头土脸”。考古资料表明，兵马俑原是通体施彩，有朱红、粉

绿、赭等 10 多种颜色。“经过 2000 多年的深埋，那些保存下

来的颜料出土后 15 秒就开始变化，4 分钟内就完全脱水、起

翘、剥落，有的就遗留在泥层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

护部主任夏寅说。

俑身彩绘如何保护？陶俑碎片怎么修复？50 年来，文

物保护修复工作者孜孜不倦探寻答案。“兵马俑一经出土，

先要经过探伤、检测等‘体检程序’，再进行加固、拼对、粘

接、补全等修复工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修复专家兰

德省说。为留住“真彩”，中外合作开展文物科技保护研究，

系统揭示了彩绘的层次结构、物质组成、工艺以及损坏机

理。“我们使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处理法，保住兵马俑

表面色彩的同时，减缓了褪色速度。”“我们还在颜料中分析

出一种尚未在自然界中发现的紫色颜料——硅酸铜钡，这

对研究我国古代颜料史具有重大意义。”夏寅说。

近年来，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

攻克兵马俑等珍贵文物在考古发掘、保护修复中的难题。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考古现场脆弱性文物临时固型

提取及其保护技术”等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高光谱色彩分析“诊断”彩绘文物病害，空地融合三维

建模技术进一步厘清遗址的规模形制……科技力量的不断

注入，激活文化遗产保护“一池春水”。

“近期，在兵马俑考古现场建设的应急保护实验舱、发

掘与保护平台投入使用，可以实现考古发掘、科技考古与文

物保护同步进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说，“未来我

们将更加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秦陵考古的发现和分

析能力，加强考古成果的创新性转化。”

（据新华社记者沈虹冰、刘书云、杨一苗报道）  

兵马俑考古发现 50 周年

匠心妙手留住“真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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