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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内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
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自开放以来，不少
观众反映，“预约可谓秒没”。

该馆坐落于古都北京中轴线北端，常设展厅7000多平

方米，基本陈列包括“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
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5个专题，主题为“历史中国，鼎
铸文明”。这座博物馆的布展有何独特之处？展品有着怎样的
故事……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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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式陈列”体现考
古学科特色

记者：数据显示，中国考古博物
馆的展品有 6000 多件。这些展品的
陈列特点是什么？

巩文：馆内的基本陈列以绵延
5000 多年而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和统
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为展
陈主线，以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考
古研究所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标本精
品 和 专 题 档 案 文 献 精 华 为 主 要 展
品，特色是“仓储式陈列，沉浸式
体验”，将考古发掘出土物以遗址、
遗迹为中心密集式陈列，古籍、档案
则呈阵列式展出。

“仓储式陈列”体现了考古学
鲜明的学科特色。考古学研究往往
是整体地考察一定时间内分布于一
定区域，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
遗迹、遗物，即按照考古学文化来
研究，着重于遗迹和遗物的系列和
类型，而不是孤立地、鉴赏式地研
究单个器物。这样的学科特点从根
本上要求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陈列不
以展示精美的孤立文物为追求，而
是要充分考虑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
遗迹单位，以精品文物与成组器物
的有机融合、线图描绘与图版说明
的辅助铺陈来完成对整个社会生产
技术水平、审美情趣、宗教信仰，
以及社会组织、价值观、文化传统
等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解读。展厅
中仓储式展柜展架密集式陈列与独
立柜的多角度展示正是基于此考虑。

记者：馆内的基本陈列重点展示
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不同时期中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
外交流状况。这些展品来自哪里？

巩文：馆内展出的所有出土文物
精品全部来自田野考古一线，展出的
所有珍贵古籍全部是中国历史研究院
的珍藏。

运用新技术让更多文物
“开口说话”

记者：在信息化时代，不少博
物 馆 加 快 数 字 化 建 设 ， 在 展 陈 形
式、文物保护、观展体验等方面迭
代更新。中国考古博物馆在这方面
有哪些尝试？

巩文：沉浸式体验是中国考古博
物馆展陈的另一特色，展览设计中调
动了多种手段，营造恢弘的历史氛
围，希望将观众引入到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中。
从序厅开始，以青绿山水画《千

里江山图》打开历史大门，脚下铺陈
金色历史大道，头顶星空苍穹，前
方为镌刻历史典故的铜镜。在石器
时代的陈列中穿插模拟打制石器互
动视频；甲骨陈列附近可以试着模
仿商人占卜；从洛阳定鼎门 （车辙
骆驼脚印模拟场景） 外走过，随着
驼队远行；站在“甲板”上跟着海
船扬帆起航去体验海上丝绸之路；

身为游子，给家乡的父母师友写封
古 意 盎 然 的 书 信 …… 在 各 个 展 厅
中，我馆试图通过视频呈现、多媒
体互动、场景模拟、OLED 透明显
示屏、裸眼 3D 等多角度多侧面展示
文物细节，使观众自主参与，仿佛
置身于古代社会，在当下的氛围中
体验历史，产生情感共鸣。

记者：未来，在数字化技术的运
用方面，我们还有哪些进一步的计划？

巩文：除了目前已在展厅中应用

的不少数字化展陈手段外，我们也在
加快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步伐，打算在
今年建设博物馆智慧导览讲解系统基
础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为观众提供
个性化的参观线路推荐，同时结合室
内定位技术为观众提供移动端的导览
讲解服务等。我们还计划选取一些重
点文物，通过数字化技术，整合文物
三维数据和历史背景等图像文本二维
信息，对其进行内容制作和呈现，多
维度展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今后进一
步开展VR、AR等新技术、新手段在
博物馆的应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将
继续尝试多种形式的展示方式，以大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优秀历史文化
传播。

用考古成果讲好中国文
明故事

记者：这几天，一些到访中国考
古博物馆的“幸运观众”在参观之
后，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喜欢的
文物。其中，被提及最多的一件文物是
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
龙形器，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巩文：二里头遗址是 1959 年著
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河南西
部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自此拉开
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二里头遗址距
今3800年，是一座面积超过300万平
方米的超大型都邑。这件绿松石龙形
器放置于墓主人身上，由 2000 余片
绿松石组合而成。龙身长 64.5 厘米，
中部最宽处4厘米，巨头蜷尾。龙身
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龙身曲伏有
致，形象生动传神。

记者：除了这件备受关注的文
物，展馆中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文物？

巩文：其实，每件都很值得一
看，都有代表性。我只能沿着时间轴
线举几个例子。

首先，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的彩绘龙纹陶盘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
见蟠龙形象的最早标本，也是陶寺时
期已出现王权和国家的实物象征。

其次，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
杯杯身如觚，用象牙根段制成，通
体 雕 刻 繁 缛 精 细 的 花 纹 ， 有 兽 面
纹、夔纹等，并镶绿松石。杯一侧
有 鋬 ， 鋬 为 夔 形 ， 头 向 上 ， 尾 下
垂，饰鸟纹，镶绿松石，有上下对
称的小圆榫，插入杯身，是商代罕
见的艺术珍品。

第三，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张
家坡井叔家 族 墓 地 的 西 周 时 期 的
邓 仲 牺 尊 为 盛 酒 器 ， 整 件 器 物 造
型 奇 幻 ， 装 饰 精 美 ， 多 层 雕 塑 ，
制 作 工 艺 复 杂 ， 反 映 了 西 周 时 期
先 进 的 青 铜 器 铸 造 技 术 。 盖 内 底
及 器 体 腹 内 各 有 六 字 铭 文 ：“ 邓
仲 作 宝 尊 彝 。” 邓 仲 牺 尊 是 井 叔
夫 人 从 邓 国带来的嫁妆，反映了
西周社会的基本组织——血缘组织
的广泛存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法
制、世卿世禄制和异姓联姻等一系
列政治制度。

第四，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
的白地黑花龙凤纹瓷罐是磁州窑产
品，以白釉为地，施黑、褐色釉，
其腹部一面绘龙纹，一面绘凤纹，
肩部绘缠枝花卉纹一周，蕴含着草
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元素，
是中华文化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
性的物证。

展览传递了最新的研究
成果

记者：有参展观众注意到，展览
展现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

巩文：确实，展览以严谨的学术
研究为依据，传递了最新的研究成
果。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夏商周断
代工程、甲骨文、中国古代青铜器、

中国古代都城、中国历史地理、中国
古代治国理政思想与体系等，都是几
代学者的学术研究积累。同时，专家
学者近年来在丝绸之路、南岛语族、
海疆问题等领域的学术前沿探索，也
在展览中得以体现。比如，展览充分
吸收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
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
成果，同时也对这两项多学科综合研
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
目在展线上予以介绍，向观众推介史
学研究的最新成就。

未来，随着相关学术成果的更
新，我们也会及时体现在展览中。

记者：在基本陈列中，观众可以
看到 10 余位学术大师的介绍，这是
基于怎样的理念？

巩文：展览不应只是冰冷的文物
堆砌，应是有温度有人情，能透物见
人，不仅要见古人，而且要能透过这
些古物，看到今人的学术贡献。

基于这样的理念，中国考古博
物馆在展览中适时嵌入 10 余位学术
大师的介绍，与展线结合，致敬他
们的学术贡献与成就。如中国第一
位接受考古学正规训练，著名的“后
岗三叠层”发现者、考古学家梁思永；
中国第一位埃及学博士，新中国考古
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考古学
家夏鼐；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
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等理论的考
古学家苏秉琦等。

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第一
天，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几位学生作为首批观
众进馆参观，他们有着怎样的感受？

中 国 考 古 博 物 馆 自

2019年 3 月启动展陈大纲

策划，同年 7 月开始展厅

装修改造建设，12 月完

成建设与布展工作。2019

年 12 月底以来，开始内

部 试 运 转 与 修 改 完 善 。

2023年 9月15日，中国考

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该馆的基本陈列

是几代学者研究成果的集

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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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的白
地黑花龙凤纹瓷罐。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国考
古博物馆提供

◀出土于
山西襄汾陶寺
遗址的彩绘龙
纹陶盘。

▲出土于河南偃
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
石龙形器。

▲出土于河南偃
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
石龙形器。

▶陕西宝鸡
北首岭遗址出土
的陶人面像。

很荣幸在中国考古
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第
一天走进展馆，在众多
珍贵文物古籍的展陈中
踏上溯史之旅。初进博
物馆，脚下是中华民族
连续奋斗、不断发展的
历史轨迹，头顶是深邃
幽远 的 浩 瀚 星 空 ， 与
这 片 大 地 一 同 见 证 岁
月流转。

博物馆是我们的第
二课堂，而中国考古博
物馆则为我们的思考与
学习提供了接触细腻历
史细节的机会。

这次观展还为我带
来了特别的沉浸式体验。考古博物馆运用新技术，营造视觉、听觉、触觉
等全方位的文化体验，比如“文明起源”专题展中古人生活场景的交互式
动画，绿松石龙形器展陈处视觉效果与听觉体验的结合，可以身临其境感
受文物细节的全息投影……历史在岁月中穿梭，留下的影像在观众面前徐
徐展开。

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开馆，我有幸作为首
批观众之一进 馆 参 观 。 作 为 历 史 学 院 的 学
子，中国考古博物馆就是我们的生动课堂，
从“文明起源”到“宅兹中国”，从“大国
一统”到“和融万方”，再到“民族觉醒”，
老师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在这里一幕幕呈现，
凝结几代考古人心血的考古成果在这里一一
亮相。

今年暑假，我参与了考古队的实习，体验
了在 39摄氏度高温的考古工地拿着手铲“刮面”

“找边”，感受到了考古工作者的辛苦。如今，当我
近距离看到在博物馆陈列着的绿松石龙形器、象
牙杯、邓仲牺尊等数千件文物，对几代考古工作
者的奉献有了更深的体会。

鉴古知今，期待更多人走进中国考古博物
馆，与历史展开一场深入的对话。

期盼已久，终于迎来了参观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这一天。

站在馆内的序厅，脚下是
“历史大道”。目光流转，我仿佛
听到了历史的召唤，看到了沧海
桑田的变迁。

展厅分为“文明起源”“宅
兹中国”等 5 个专题。透过一个
个玻璃展柜，我们看先民们使用
的石器、陶器，看铜方鼎、邓仲
牺尊，见过了铜镜，欣赏过嵌
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走近珍
贵的文献和古籍，一切都令人
叹为观止！

短短半天，我通过这些文
物，对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不同
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状况有了
一些了解；对在展览中关于 10余
位学术大师的学术贡献与成就介
绍印象深刻；对展览的特点——
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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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区的互动屏幕上体
验沉浸式参观的乐趣。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观众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