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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东三环，矗立着一座大型园林式博物
馆，这便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全
国农业展览馆是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
一，1959年落成并开放。1986年 9月，在农展馆基础
上建立的中国农业博物馆正式开馆，实行“一个机构、
两块牌子”管理模式。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
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
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 213
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

“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
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
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
农业文明。

追溯农业起源

“中华农业文明”展陈面积约 4850 平方米，通过
1000 多件（套）文物展品和场景复原、动画影像等，
展现了上万年的中国农业发展史。

走进序厅，“农耕五祖”雕像映入眼帘，这是传说
中对中华农业文明起源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伏
羲、神农、黄帝、嫘祖、大禹。四周的壁画描绘了
燧人取火、有巢筑屋、后稷稼穑等神话传说，反映
了远古先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发明创造。

新石器时代，人类生产逐渐由原始的渔猎采集
转变为农业耕作，还出现了纺织、制陶等手工业。
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农业大致可以划分成北方
黄河流域的旱地粟作农业和南方长江流域的水田稻
作农业两大农业系统。展厅里复原了浙江余姚河姆
渡遗址和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场景，观众可以了解
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面貌。

商周时期是原始农业向精耕细作农业过渡的时
期，青铜已用于制造农具。商代青铜农具有锸、
铲、斧、锛等，其中锸是最常见的农具之一，其用
途为掘土，可以开沟渠、作垄。馆藏商代青铜锸整
体呈长方形，銎略成梯形，刃面两侧外翘，锸内有
泥土等残留物。青铜锸存世较少，具有较高的历史
和学术价值。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日趋成
熟，青铜农具逐渐被铁制农具代替。

灰陶井、黄釉陶灶、褐釉陶播种俑、绿釉陶舂
米俑、灰陶栖鸽卧豚圈……展厅里的汉墓复原场
景，通过形形色色的陶俑、陶模型等随葬明器，再
现了汉代生产生活画面。

绿釉陶作坊是国家一级文物，生动刻画了汉代
粮食加工作坊的形态。作坊中有碓、风扇车、磨等
农具，有鸡、狗等家畜，一人在舂米，一人在鼓风
烧火，栩栩如生。

中国农业博物馆副馆长陈军介绍，执箕执锸俑
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器型完整、
体形高大、神态逼真，代表了汉代制陶技艺的较高
水准。此俑出土于四川彭山，为泥质灰陶，头戴圆
帽，身着圆领半长衣，脚穿草鞋，右手于胸前执
锸，左手下垂执箕，腰间还别了一把长刀，可能是
庄园主的家兵，平日务农、战时为兵，体现了汉代
四川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庄园经济情况。

感悟古人智慧

犁、锄、镰、磨是传统农业劳动中最具代表性
的 4 种农具，分别应用于耕地、中耕、收获、加工
等农业生产过程。中国的犁由耒耜演变而来，最初
为石犁，后来发展出青铜犁、铁犁。犁的出现，将
由上而下破土、间断式进行的耕地方式变成由后向
前推进、连续性的耕作方式，大大提高了耕地效

率。唐代在直辕犁的基础上发明了曲辕犁，标志着
中国犁耕技术进入成熟阶段。曲辕犁犁体短小，操
作灵活，更适合在南方水田使用，而且能满足深耕
和浅耕的不同需要。

“中国的犁在汉唐时期传入亚洲各国，18 世纪
传入欧洲。可以说，犁的传播推动了世界农业生产
水平的发展。”中国农业博物馆社教部宣传讲解组组
长晁辛宁说。

磨是使谷物脱壳粉碎的工具。河南新郑裴李岗
遗址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距今约8000年—7000
年，由砂岩石磨制而成，线条流畅，琢制精细，反
映了中原地区先民娴熟的石器制作技巧和较为先进
的粮食加工技术。到汉代石磨广泛使用，多用于磨
制豆腐。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
期，中国人就开始栽桑养蚕、采茧缫丝。随着礼乐
文明的发展，丝绸服饰以其丰富的装饰性和鲜明的
辨识度，成为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展厅里的清代
云锦蟒袍色彩艳丽、做工精美，格外引人注目。蟒
袍衣长 150 厘米，在橘红色云锦上饰有一条飞腾云
霄的蟒，下部为海水、礁石、珊瑚、螺贝纹等。蟒
纹与龙纹相似，龙生五爪，蟒少一爪。明代后期出
现了五爪蟒，因此不以爪子数量来分辨龙与蟒，而
是以穿着者的身份来区分。明代蟒衣是皇帝对有功
之臣的赐服，至清代，蟒衣被列为吉服。

彰显“三农”成就

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器，古人在重大仪式或
接受赏赐时会铸鼎纪念。在“现代农业”展厅，陈列着
一尊现代青铜鼎，名为“告别田赋鼎”。此鼎通高 99
厘米，重 252 千克，腹部刻有《告别田赋》铭文，共
计 560 字，下面刻有巨龙、瑞兽、祥云等图案，寓
意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它的铸造是为了纪念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
大制度的出台。”晁辛宁介绍。2005年12月29日，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税条例》，这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
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听闻此讯，河北省灵寿县农
民王三妮激动万分，自行设计并自筹资金铸造了这
尊告别田赋鼎。鼎上铭文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

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这尊鼎是中国实行强农惠农政策、取得农村改革成
就的重要证物。2009 年，王三妮将它捐赠给中国农
业博物馆。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其中，培育作
物良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馆内珍藏着一件独特的
展品——“实践八号”育种卫星返回舱，见证了中国航
天育种工程的发展。“实践八号”是中国首颗专门为航
天育种研制的返回式科学技术试验卫星，2006 年 9
月发射升空，装载了粮、棉、蔬菜、林果、花卉等
9大类2000余份约215公斤的农作物种子，在太空环
境下进行空间诱变育种试验。航天育种工程为中国
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经
历太空遨游的种子在地球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充实了人们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

“三农这十年——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成就展”
是中国农业博物馆2022年10月推出的重磅特展。展
馆里，国产农业无人机、国产高性能免耕精量播种
机、国产高效植保无人车等展示着中国农业“黑科
技”，一份份证书、一枚枚奖章见证了新时代农业农村
发展的巨大成就。黄文秀的“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证
书令人肃然起敬。黄文秀硕士毕业后自愿到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带领 400 多名贫困群众脱贫。2019 年 6 月 17 日凌
晨，她从百色市返回乐业县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
牲，年仅30岁。

传播农耕文化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农耕文化的瑰宝。2016年，由
中国农业博物馆牵头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了不少与节气文化相关的
藏品。高密年画《耕》描绘了惊蛰春耕的场景：一名
农夫头戴斗笠，面露笑容，正在扬鞭赶牛耕地。《牧
童遥指杏花村》取杜牧《清明》诗意，勾画出清明时节
春风拂柳、杏花烂漫的美景。

走进农业科普馆，1∶3 复原的河南登封古观星
台展示了古人如何通过观测日影和星空来测定节
气，四周柱子上的装饰画和展墙上的摄影作品呈现
了多姿多彩的节气之美。在“节气味道”体验区，可
以细细品味不同节气的定制香氛。

挽犁春耕、喜播嘉种、清明插秧、金秋收获、
舂碓加工、贮粮入仓……传统农事园里，一座座青
铜雕塑生动表现了围绕四时节气开展的农事活动。

“农事园中还有作物种植区，根据时令种植相应的作
物，让城市居民尤其是孩子们能近距离接触农业、
接触自然。”陈军说。

中国农业博物馆立足馆藏资源优势，推出农业
与生活、节日与民俗、小小农艺师、二十四节气、
趣味大自然5大系列50余项精品科普课，开展“最美
中国节”“跟着农博过节气”“丰收节里话农事”等主题
活动，精心设计研学线路，带领中小学生探索文物
的奥秘，体验农作物的种植、收割、加工。同时，
还在学校和社区举办讲座、巡展，制作“云讲农博”

“漫步农博”“科普农博”系列网络课程，多渠道传播
中华农耕文化。

陈军表示，中国农业博物馆以“宣传三农、弘扬
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努力做好中华农业文明的
研究阐释和传播推广，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未来将
对基本陈列进行更新，展示近年农业考古新成果，运
用 VR、AR、MR 等新技术增强互动体验。此外，还
计划打造二十四节气专题馆，通过室内+室外、展
示+体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观众沉浸式
感受节气文化魅力。

近日，“惟日与月——明万历文
物专题展”在武汉博物馆开幕。展览
由湖北省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明
十三陵博物馆主办，中国文物交流
中心支持，武汉博物馆、中国民族
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
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古代
建筑博物馆共同承办。

展览荟萃120余件文物，包括北
京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随葬器物、
武汉博物馆藏万历朝文物以及反映
明代对外交流的水下考古成果等。
通过“繁华人间，宫廷遗风”“富丽堂
皇，美轮美奂”“物里乾坤，再现韶华”

“百花齐放，中外宴安”四部分，展现
明代万历年间宫廷技艺、皇家气
度、社会百态及对外交流，让观众
深入领略大明风华。

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及其皇后
的陵墓，是中国迄今唯一考古发掘
的明代帝陵。定陵出土文物种类多
样，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反映了
明代皇室日常生活和丧葬礼制，代
表了明代中后期最高工艺水平。这
些文物为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
化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次展出的文物中有近百件金
银器具，从饮食、梳洗用具到服装
首饰，流光溢彩。既有首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玉雕花蝶嵌珠宝金
簪、玉雕仙翁人物嵌宝石金簪、嵌宝石花果盆景金簪、嵌红宝石
金龟子金簪等皇后所用金饰，又有金枕顶、嵌珠宝金托雕花卉双
耳玉杯、霞帔坠、鎏金嵌宝石方胜形带扣等珍品。

镶宝玉寿字金簪是孝端皇后所用之物，呈扁锥形，顶部附白
玉雕“寿”字及花形玉饰，并在玉饰上镶金托，内嵌红宝石4块、蓝
宝石 3 块、绿宝石 1 块、猫睛石 3 块。簪背面中部刻“万历戊午年
造”。此器融合玉雕、宝石镶嵌、金器铸造等多项工艺，充分展现
了明代皇室宫廷的审美趣味和奢华气象。

定陵出土的头面首饰数量众多，光彩夺目，其中有4顶皇后凤
冠。此次展览中，观众可一睹六龙三凤冠的风采。六龙三凤冠属
于孝端皇后，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因出土时珠翠散乱，考
古工作者根据原物进行了复制。冠上6条龙均由金丝编织而成，3
只凤以点翠工艺制成。龙、凤口衔珠宝，在珍珠宝石缀编的牡丹
花、如意云和花树之间穿行。整个凤冠共镶嵌宝石100余块、珍珠
5000余颗，尽显富丽华贵。

“惟日与月”展不仅表现明代皇室生活和礼仪，还展示了明代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与中外交流的盛况。来自中国民族博物馆的
畲族郑和木雕、状元及第铭文铜镜、壮族铜鼓、青花瓷药瓶等文
物，反映了明代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景象。

武汉博物馆遴选出一批馆藏文物参展，其中有明万历青花寿
字云龙纹罐等首次对外展出的珍品。此罐丰肩、圆腹、平底，器
型端庄，高达 57 厘米，属难以烧制的大器。肩腹纹饰共分三层，
肩部绘缠枝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两只五爪云龙，龙长须飘
动，张牙舞爪，躯体瘦长，满身麟片。二龙相对之处近肩部，以
树枝组成一个变形寿字，其余空间则以云纹组成变形的万字。近
腹足处绘海水江崖纹一周。整体图案饱满生动，云龙游于寿山福
海之中，寓意幸福长寿。这件瓷器纹饰风格明快，苍龙形象凶
猛，体现出万历朝尚武的特征。

明代航海业发达，对外贸易繁荣。近年发现的“南澳一号”等
明代沉船载有大量珍贵文物，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与贸易交流的
重要物证。武汉博物馆藏“万历卅一年”款铜罗盘制作精良，从
侧面反映出明代航海技术的发展。盘面中心内凹，内刻指针分别
指向正南和正北。从中心向外以弦纹并格纹分为三区：外圈一区
为后天八卦图；二区采用24方位布局，分别以十天干中的八干和
十二地支以及八卦中的四维来表示，天干、地支与四维均衡排
列，24 方位罗盘可以指示 48 个方向；三区为五行，并有二十四
卦。盘背中心圆形钮，钮左右两侧铭文“万历卅一年”“八月廿六日
造”，下方铭文“临江”。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6月 15日。展览期间，武汉博物馆
将举办一系列专家解读和公众体验活动。

中国农业博物馆

展示博大精深的农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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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石磨盘、石磨棒。

东汉褐釉陶播种俑。

汉代绿釉陶作坊。

清代云锦蟒袍。

现代告别田赋鼎。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农业博物馆提供

现代告别田赋鼎。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农业博物馆提供

明代六龙三凤冠 （复制品）。 动脉影摄

明代嵌珠宝金托雕花卉双耳玉杯。 动脉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