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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巾帻，袒胸露腹，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近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出品原创文物活化舞台剧

《盛世欢歌》，馆藏明星文物东汉击鼓说唱俑在国博的剧场上“活”了。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们演绎的俳优张口大笑、神态诙谐，赢得阵阵

喝彩。1个小时的演出，带观众穿越到 2000年前的东汉，经历那个时
代黎民百姓的跌宕人生。

击鼓说唱俑195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是汉代四川陶塑艺术
的代表。它在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秦汉单元展出，备受观众喜
爱，并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中。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国家博
物馆于2020年全面启动实施馆藏文物活化工程。“通过馆校合作，跨界融
合开发文物活化舞台剧是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个重要
方向，《盛世欢歌》是我馆文物舞台活化的首次尝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藏文物活化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说，《盛世欢歌》活态创演的特色在于

“融”和“趣”。既有古老与年轻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有文博
与教育的交融，还有各种艺术手法的交融。同时，抓住了说唱俑最大
的特点——有趣喜乐，无论个人经历如何起伏，始终保持乐观的生活
态度，把快乐带给观众。

击鼓说唱俑代表中华文化最早的说唱形式，折射出曲艺和戏曲最
初的形态。舞台剧《盛世欢歌》表现形式多元，将传统的杂耍、说唱、
戏曲等与现代话剧、歌剧、音乐、舞蹈、相声、说唱等艺术融合，让
沉睡千年的击鼓说唱俑在当代舞台上“活起来”“潮起来”。全剧通过3个
单元故事、4个场景，生动展现了生活在成都锦江之畔的俳优几十年间
的跌宕境遇和悲欢离合，将东汉说唱艺术中的诙谐和乐观精神传递给
观众。

“击鼓说唱俑笑容生动，好像带着满满的故事跨越千年。我们查阅
了《史记》等，向国博的历史学家学习汉代史，了解俳优的故事。我们学
习汉代乐器知识，尝试复原汉韵汉律，又汇入当代人喜爱的音乐元素。
为复现汉代民间生活，还加入了百戏、蚩尤戏……”此剧导演、中国传媒
大学教授杨扬表示，击鼓说唱俑背后的中国精神将通过活化利用传播
得越来越远。

据介绍，《盛世欢歌》经打磨后有望成为国博的驻场剧目。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油沐村的青龙风雨
桥，经过400年风雨洗礼，近日披上了防雷“保护衣”。

青龙风雨桥始建于明代天启年间，全长 35.1米，其中桥阁均宽 7.6米，
桥廊长27.5米、宽4.9米，横跨在沐河之上。桥顶各条脊和屋檐上铺装了金
属导线，可避免风雨桥因雷击而受到损坏或发生火灾。同时还安装了雷电
流记录仪，当风雨桥遭遇雷击时，可以记录雷电发生时的各项数据，为后
期文物保护提供数据参考。

据悉，富川有27座保存完整的风雨桥，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光绪
年间，大多位于潇贺古道沿线古老村寨，除便于交通及供路人遮风避雨、
休憩纳凉之外，还有着保佑村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寓意。富川瑶族风雨
桥有石拱桥、石梁桥、木梁桥3种形式，既有中国传统廊桥的元素，又富有瑶族
建筑的文化特色，桥型和立面造型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
值。2013年，富川瑶族风雨桥群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为更好地保护风雨桥，今年，富川争取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上千万元，
为风雨桥实施防雷及安防工程项目建设，除了安装防雷设备外，还安装了监
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广播系统，并通过网络将前端所有数据传回监控中
心。“考虑到汛期的因素，我们计划6月底前全面完成富川27座风雨桥防雷及
安防工程项目施工。”富川瑶族风雨桥群防雷及安防工程项目负责人王猛说。

近年来，富川加强风雨桥的保护力度，让每座风雨桥有保护范围、有
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在风雨桥所在村委成立文物保护小
组，聘请文物保护协管员，负责对风雨桥及保护范围进行卫生打扫、安全
检查，并做好记录和情况汇报等日常管理工作。截至目前，富川已完成27
座风雨桥文物本体的大型修缮、消防设施工程建设、保护规划文本编制等
保护工作。

“经过多年努力，优秀的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富川瑶族风
雨桥群已成为富川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我们将继续做好风雨桥保护工作，
更好地留住文化‘根’，守住民族‘魂’。”富川瑶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蒋启
志说。

岬湾之中，涨潮时，黑色礁石在水面或隐或
现，神秘莫测；退潮时，漆黑岩体层层叠叠，如
凝固的海浪。这里就是距离辽宁省大连市市区最
近的地质景点——黑石礁国家地质公园。

在黑石礁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座三面环海的
白墙蓝顶欧式建筑引人注目。这就是有着百余年
历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大连自然博物馆。

大连自然博物馆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
于一体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博物馆，馆藏动物、植
物和矿藏标本 20 余万件，其中珍贵标本 6000 余
件。展陈面积近8000平方米，基本陈列以“自然与
人”为主题，采用主题单元展示法布展，体现人类、
生物、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突出“天人共泰、物我
同舟”的人与自然共生理念。

该馆曾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奖”及“最佳新材料、新技术运用奖”，并被授予“全
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
教育基地”“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个荣誉
称号。

百年历史 馆藏丰富

大连自然博物馆的建馆史可追溯至 1907 年，

其前身曾被命名为“东北地质博物馆”“东北资源
馆”等，1959年正式定名为大连自然博物馆，由郭
沫若题写馆名。原馆址位于 19世纪末修建的达里
尼市政厅大楼，该建筑 199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1998 年，大连自然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对外开
放。馆内设有地球、恐龙、海洋生物、东北森林
动物、湿地、物种多样性、辽西古生物化石等 12
个展厅，展示标本超 5100 件。其中，海洋生物、
大连第四纪古生物化石、辽西化石、东北野生动
植物、非洲动物等为展示特色。

走进序厅，一幅长 22 米、高 3 米的巨型浮雕
艺术地表现了“自然与人”的主题。在恐龙展厅，
长度超过 40 米的半景画配上栩栩如生的恐龙模
型，生动展示了恐龙这一“地球霸主”从诞生、发
展、繁荣至灭亡的全过程。在物种多样性展厅，
按下互动展示区的按钮，就能听到近 30种鸟的鸣
叫。走进东北森林动物展厅，仿佛进入茂密的原
始森林，各种动物出没于林间，呈现出生机勃勃
的景象。鱼类多样性展厅系统介绍了海洋鱼类的
相关知识，将生态文明和鱼类资源保护的理念贯
穿于展览。海洋无脊椎动物暨海藻展厅通过 1000
余件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标本，展示了海藻和
海洋无脊椎动物是一个种类繁多、生活方式多样
的海洋生物大家庭，共同维持着海洋生态系统的
稳定。

明星展品 精彩纷呈

在序厅中央，一头成年雄性非洲象标本傲然
挺立。“非洲象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这
件标本来自南非，肩高 3 米，重约 6 吨，是肯尼
斯·贝林先生捐赠给我馆的。”大连自然博物馆陈列
展览部主任刘勤学告诉记者，馆内专门辟有肯尼
斯·贝林展厅，这是国内第一个建成开放的非洲生
态景观主题陈列，主要展示了贝林捐赠的100余件
珍稀的非洲野生动物标本。

“我馆拥有海兽标本20余种，种类和数量在国
内自然博物馆中名列前茅。”刘勤学介绍，大型海
洋哺乳动物标本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突出特色之
一，大型鲸类标本陈列在国内居首，重点标本为
北太平洋露脊鲸、长须鲸、灰鲸、抹香鲸、虎
鲸、白鱀豚等。

一头雌性北太平洋露脊鲸生态剥制标本横卧
于展厅中，极具视觉冲击力。这头鲸全长 17.1
米，体重约 66.7 吨，是目前国内最重的鲸类动物
标本，在亚洲也属罕见。北太平洋露脊鲸行动迟
缓，喜栖息于海水上层，头部经常隐没在海面
下，将光滑的背部露出水面，故名露脊鲸。在它
旁边展示的小鲸标本是它的胎儿。“这是工作人员
制作标本时从母鲸腹中解剖出来的，还没出生体
长就有3米了。”刘勤学说。

露脊鲸标本旁陈列的小须鲸双胞胎标本十分
罕见。鲸类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仔，多胞胎极为
少见。1972 年，工作人员从一头雌性小须鲸腹内
解剖出一对双胞胎胎儿，双胞胎共用一条脐带，
长得一模一样。

在热河生物群化石标本展区，一窝鹦鹉嘴龙
化石吸引了记者注意。“这是我馆的‘镇馆之宝’，是
世界上迄今所见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鹦鹉嘴龙
化石标本。”刘勤学介绍，这组化石 2003 年发现于
辽宁省北票市，由 34 只鹦鹉嘴龙幼体和 1 只成年
鹦鹉嘴龙个体组成。恐龙幼体与成年个体以整窝
形式密集保存下来，证明鹦鹉嘴龙可能和现生鸟

类一样具有育幼行为。这一发现对研究鸟臀类恐
龙的个体发育、生活习性等具有重要价值，其研
究成果 2004 年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自然》 杂志
上，在古生物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一展区内，还有一件珍贵的杨氏锦州龙
化石，是辽西热河生物群首次发现的大型鸟臀类
恐龙化石，也是中国乃至亚洲保存最完整的禽龙
类化石之一。它的发现丰富了热河生物群的类
型，并为确定热河生物群的地层时代提供了有力
的物证。

科研科普 相得益彰

在大连自然博物馆新生代展厅内，一匹憨态
可掬的小马模型和旁边的化石引人驻足观看。20
世纪 80年代初，大连自然博物馆的科研工作者在
大连古龙山遗址和海茂化石点发现了距今1.7万年
的大连马化石。

新生代展区的展品基本依托于大连自然博物
馆近几十年在大连地区陆域和附近海域开展的第
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发掘与研究，重点展现大连地
区新生代第四纪的考古发现成果和大连史前动物
群的面貌。展出的标本以哺乳动物为主，重点展
品除了大连马、大连榛鸡等模式标本，还有国内
保存最完整的巨副驼、李氏野猪的头骨标本，首
次在东北发现的泥河湾巨颏虎、德宁格尔洞熊、
中国长鼻三趾马、泥河湾披毛犀、桑氏硕鬣狗等
标本，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第四纪是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大约从260万
年前开始，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大连地区是中
国第四纪研究的重点地区之一，大连自然博物馆
的专家学者们多年来持续探索、研究，在辽南地
区的陆地及附近海域收集了大量第四纪脊椎动物
化石标本，发现了几处重要的大型化石埋藏地，
如瓦房店古龙山和大连海茂化石点，还有近年发
现并发掘至今的骆驼山金远洞、望海洞和里坨子
穿海洞。

大连自然博物馆开发了藏品管理信息系统，
运用三维扫描技术对馆藏标本的形式、结构特
征、表面纹理进行系统采集和再现，更好地服务
馆藏标本展示和科研工作。

为了让馆藏标本“活”起来，大连自然博物馆
推出了以大连马为原型的三维动画“白星历险记”，
根据7件馆藏模式标本建立化石复原模型和三维场
景“热河生物群动物化石魔法重现”，以鹦鹉嘴龙窝
状化石为灵感创作“鹦鹉嘴龙母子们的一天”，开发

“龙博士课堂”等生动有趣的动画IP形象……
2019年，大连自然博物馆VR语音全景导览项

目上线，创新推出了“延伸阅读”深度学习模式。
2021年，馆内基本陈列升级改造完成。

自2010年以来，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以“走近
博物馆、探索大自然”为主题的系列科普活动，包
括小讲解员培训班、百科竞答活动、科普小庙会、博
物馆探宝夜等。2018年，还把 4所学校的生物课堂
搬到了博物馆，指导青少年动手制作蝴蝶标本、植
物叶脉书签、基因手链、翻制化石模型等。舞台剧

《野鸟》《白鲸传奇》、互动脱口秀恐龙主题小剧场等
深受观众欢迎。大连自然博物馆还举办了面向高
校的天文知识竞赛和面向成年人的达人秀邀请
赛，取得良好反响。

“大连自然博物馆是展示海滨城市魅力的窗
口，是青少年学习、探索自然科学奥秘的殿堂，
是面向广大公众开展自然科学教育和生态文明教
育的阵地。”刘勤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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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首部文物活化舞台剧上演

击鼓说唱俑“活”了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古老风雨桥披上“保护衣”
庞革平 李 慧文/图

古老风雨桥披上“保护衣”
庞革平 李 慧文/图

大连自然博物馆外观。大连自然博物馆外观。

长须鲸标本。 本文图片均由大连自然博物馆提供

一窝鹦鹉嘴龙化石。

原创文物活化舞台剧《盛世欢歌》在国博上演。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油沐村的青龙风雨桥。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油沐村的青龙风雨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