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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历时3年多建设的新疆博物馆二
期新馆正式开放，全新推出的展览、首次亮相的
文物、高科技展示手段和互动设施，令文博爱好
者心驰神往。

新馆落成后，新疆博物馆建筑总面积近5万
平方米，其中，公众服务区域和文物典藏区面积
占建筑面积的70 %以上，年观众接待能力达到
200万人次。新馆建筑呈“口”字形，与原来的场馆
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合”字形空间，寓意新疆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实现民族融合、和谐发展。

近500件展品首度亮相

哈密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彩陶器，记载东汉
敦煌太守打败匈奴之战的裴岑纪功碑，十六国时
期西凉秀才对策文，见证唐代丝绸之路繁华的波
斯银币……徜徉在新疆博物馆全新推出的“新疆
历史文物展”，仿佛置身于穿越古今的时空隧
道。数千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
同缔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创造了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产。

新疆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张蕾介绍，“新疆历
史文物展”自策划筹备至开放历时4年，以中国通
史新疆地方史为脉络，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宋辽金时期、元
明时期、清时期7个部分，展出文物1570件（组），
其中近500件展品为首次与公众见面。

位于罗布泊沙漠的小河墓地是全国“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之一，年代为距今约 4000-3400
年。展厅里有两件首次公开展出的小河墓地木
俑，一件高大的男俑，一件小巧的孩童俑，都身
着毛布斗篷。有趣的是，当你从侧面观察，会发
现两件木俑的脚尖都是朝后的。为何这样设计？
专家至今未找到答案。

来自托克逊县阿拉沟墓葬的战国时期凤鸟纹
刺绣，是新疆地区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丝绣作品。
该刺绣黄色绢地，用红、黄、绿（蓝）等丝线绣
出凤鸟纹。凤鸟头部残缺，身躯等部分清晰可
见，为飞舞回首形态，丰满矫健，其羽状饰用多
色线绣，针脚均匀细密，线条流畅。这件绣品上
的凤鸟纹造型与湖南长沙楚墓文物中的凤鸟纹饰
如出一辙，充分印证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新疆
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

焉耆县金疙瘩遗址出土的汉代八龙纹金带扣
精美绝伦，引人驻足。金带扣方尾圆首，呈马蹄
形，由金质模压捶揲成型。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
7条小龙，作群龙戏水状，在激流漩涡间翻腾跳
跃，首尾相顾，扬爪摆尾，动感十足。整件带扣
工序繁复，图案设计极为精巧，是一件难得的精
品。专家认为，八龙纹金带扣应是汉朝赏赐给西
域城郭王公贵族的礼物，体现了汉代中央皇权对
西域的统治权威。

“我们遴选展品时有一个原则，就是体现新
疆考古新成果、新发现、新研究。”张蕾说，目
前新疆有11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10
项在“新疆历史文物展”不同展厅有所呈现。

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2021年“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里出土的800余件
文书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
书资料，其中的木简为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

实物。文书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
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
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
价值。展厅设专区陈列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
土的部分纸质文书和木牍，旁边还展示了烽燧的
立面复原模型，让观众感受新疆最新的重大考古
发现成果。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举世闻名。这次展览
在原有的展品基础上，新增了不少阿斯塔那墓葬
出土的唐代纸质文书，它们从多方面证实了当时
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的主权与治权，也反映出唐
代汉字已作为官方文字在西域广泛使用。

科技手段增强互动

开放、互动、科技感强，是新疆博物馆新馆
给人的第一印象。进入博物馆，首先看到一块触
摸互动大屏，点击屏幕上的文物图，便会出现
3D影像及相关文字介绍，用手指可以操控图片
旋转，从不同角度品鉴文物。

一个白色机器人立在前厅，热情地跟观众打
招呼：“你好！欢迎来到新疆博物馆。”它是新疆
博物馆的特殊导览员，观众可以跟随它步入展
厅，询问它有关文物的知识，它能够一边语音作
答，一边将文字显示在胸前的屏幕上。

在“先秦时期”展厅，有关石器制作和使用
的动画小游戏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参与。在“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展台旁，以多媒体方式介
绍了汉代纺织技术的先进。在“隋唐时期”展
厅，电子屏上显示着唐代丝绸之路商队路径，轻
触屏幕，一列骆驼缓缓走出，分别代表不同路线
的商队，点击骆驼身上的按钮，即可欣赏古丝绸
之路沿线出土的精美文物。

科技的力量让很多不在现场的文物以数字化
形式与观众见面。在“元明时期”数字展台前，
长约2米的电子屏滚动呈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丝路山水地图》电子版全图，手指点击图上的
地名，便会出现此地如今的地理位置，方便观众
今昔对照。“遗失海外的壁画投影空间”以投影

方式展现了流失海外的新疆古代壁画，令观众大
饱眼福。

测试文博知识的滚筒、抽拉盒，“手绘文
物”电子画板，文物图案华容道游戏抽屉……这
些互动设施体现出展陈设计的精细用心。据介
绍，位于新馆一楼的文物修复室将定期对观众开
放，让观众了解文物修复过程。

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

漫漫黄沙中，穿过一个个棱形、圆形、桨形
的胡杨木桩，来到神秘的小河墓地考古现场……
这是新疆博物馆新馆上线的数字博物馆沉浸式体
验项目“新疆文物古迹一站游”。戴上VR眼镜，
就能开启一场奇妙的漫游。

新疆博物馆 2 万多件文物已基本实现数字
化，新馆推出“新疆文物古迹一站游”“文物活
化舞台剧”“全景科普服务观众”三大沉浸式体
验项目，让文物资源进一步“活起来”，为观众
奉上文化盛宴。

“新疆文物古迹一站游”以全景VR技术展示
新疆各类文物古迹，将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
物有机融合，打造“一站式”畅游新疆历史古迹
的文旅长廊。

“文物活化舞台剧”以馆藏文物、克孜尔千
佛洞等为切入点，结合新疆古代与现代多种艺术
形式，展现了一个个精彩故事，反映新疆自古与
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舞台剧包括“五星出东
方”“龟兹乐舞”“古往今来”“小河公主”“音韵
和鸣”5个剧目，采用全息投影技术将文物融入
生活场景，生动还原文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
生活风貌。

“全景科普服务观众”通过数字化展示交互
系统打造个人专属的展陈互动空间。参观者可以
策划自己的虚拟展览，并亲自动手进行“陈列布
展”或“修复文物”。

张蕾介绍，接下来，新疆博物馆还将研发更
多沉浸式体验项目，让观众多角度深入感受新疆
历史文化魅力。

地球上最大的骆驼是什么？8000多年前先
民种植的稻谷长什么样？宋代销往海外的瓷器
有多精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日开幕的“积
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上，类型
多样的文物展现了国博百余年来丰硕的考古成
果，让观众大开眼界。

此次展览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所
推出的系列展览之一，分为“初期草创”“筚路
蓝缕”“与时俱进”“时代新章”四部分，全方
位展示了国博考古的发展历程。展览策展人陈
克双介绍：“展览包含240余件考古出土的代表
性文物，涉及国家博物馆百余年来主持或参与
的约70个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从旧石器时代
遗址到清代水下沉船，从不同时期、不同角
度，向观众呈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20世纪20年代起，现代考古学在中华大地
生根发芽。192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国立
历史博物馆”委派裘善元等人前往河北钜鹿（今
河北省巨鹿县）发掘宋代古城，开中国历史考古
风气之先。河北钜鹿故城出土的绿釉鸱吻、瓦
当、盖碗，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反映秦
国早期礼乐制度的秦子鎛，甘肃张家川县马家
塬遗址出土的东西方文化融合例证——蓝釉
杯，迄今所见地球历史上最大的骆驼——金远
洞巨副驼的骨架……这些珍贵文物讲述了国博
考古不断开拓进取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博物馆在科技考古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
陆续开拓水下考古、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领域。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南宋青白釉印花瓷
器、龙泉窑青瓷，“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清代
青花盖罐、五彩瓷器……这些精美的外销瓷器
见证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对研究
中国航海史、海外交通史具有重要价值。展厅
里还陈列着两套水下考古所用的蛙人潜水服，
配合投影在地面上的水波光效，令观众感觉仿
佛亲临海底沉船发掘现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考古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18年，国家博物
馆成立考古院，下设民族与边疆地区、田野、科技、环境4个考古研究所
和公共考古办公室。“时代新章”板块介绍了新时代国博考古取得的一系
列成绩。新疆库车乌什吐尔遗址出土的西汉玉人残件看似不起眼，却意
义非凡。这件玉人残存肩部及阴线刻出的下颌和腰带，为女性形象。据
专家介绍，陕西凤翔吴山秦汉国家祭祀遗址也出土过同样的玉人，这说
明乌什吐尔古城在汉代具有较高的等级，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
征。一并展出的还有乌什吐尔遗址出土的其他文物，如具有婆罗门信仰
色彩的骨质占卜用具，受到中亚萨珊、粟特金银器影响的羚羊纹器鋬，
写有龟兹文的陶片等。这些考古发现有助于揭示中西文化交流的线索，
同时也丰富了汉唐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辖的物证材料。

本次展览还引入科技元素，增强互动体验。“中条吉金”展柜将实物
展示与电子触屏结合，多角度呈现了晋南中条山地区闻喜千斤耙遗址、
绛县西吴壁遗址的考古成果。展柜里陈列着遗址中出土的石锤、矿渣、
范芯等，展柜玻璃则被设计成一块电子触摸屏，展示了考古现场图片、
木炭窑模型以及从冶铜到铸造青铜器的工序等。点击屏幕上的模块，就
能看到更为详细的解读。这两处遗址是考古工作者首次在中原地区发掘
的采矿、冶铜遗址，极大地填补了冶金考古领域的空白，为认识夏商王
朝控制、开发、利用中条山铜矿资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绛县
西吴壁遗址入选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近日，由山西博物院、徐州博物馆、太
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太原市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大汉楚王——徐
州汉代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幕。本次展览精选270余件
汉代文物，以江苏徐州地区多座汉代诸侯王墓出土文物为主，同时
辅以山西地区代王陵及相关汉墓出土文物，力求从多角度呈现汉代
诸侯国的历史风貌。

展览分为4个单元。第一单元“制同京师”展示了徐州西汉楚王
墓出土的众多印章、封泥等，从中可以了解西汉封国的官制与职
能。第二单元“盛世繁华”通过精美的玉器、陶器、青铜器等随葬
品，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与文化特色。第三单元“锐兵强
阵”呈现了徐州狮子山出土的兵马俑，这些栩栩如生的陶俑让今人
得以窥见西汉楚国威武雄师的风采。第四单元“永生之梦”展示了
形式多样的丧葬用玉。以玉衣殓葬是汉代丧葬制度的显著特征。在
这一单元，可以看到由数千枚玉片连缀而成的金缕玉衣。

据悉，此次展览展期至10月10日。围绕展览，山西博物院还推
出网上展厅、直播、专家讲座及研学教育等系列配套活动。

走进新疆博物馆新馆

翻开民族融合多彩画卷
本报记者 李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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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楚国珍品亮相晋博

唐代波斯银币。

“大汉楚王——徐州汉代楚国文物精品展”展厅。 山西博物院供图“大汉楚王——徐州汉代楚国文物精品展”展厅。 山西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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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参观“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 杜建坡摄观众参观“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 杜建坡摄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南宋青白釉双系小罐。 杜建坡摄

金远洞巨副驼骨架。 杜建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