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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哪个称呼是太原城的古称？”“记载了西
周誓仪过程的青铜器是哪件？”“山西垣曲北白鹅墓
地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中涉及哪个人名？”……近
日，山西博物院青铜大会吸引不少文物爱好者参
与。报名者通过线上答题、视频展示和线上面
试，竞争进入线下竞赛的名额。作为山西博物院
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项目，青铜大会旨在通过知
识竞赛的形式，传播中国青铜文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山西各地文博机构不断创新展陈、
传播和社会教育方式，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历史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自然万物的缤纷多彩。

展览“上新”更精彩

“快看这个陶俑，吃饼吃得好香！”端午小长假
期间，山西博物院人气火热，“民族熔炉”展厅里的
胡人吃饼骑驼俑依然是备受瞩目的“顶流”——一
匹雄壮的骆驼昂首嘶鸣，双峰间垫着毯子，驮着
装满货物的皮囊，皮囊上坐着一个深目高鼻、头
戴毡帽的小哥，他正津津有味地嚼着饼子。

这个小哥是谁？他从哪来，到哪去？扫描展
柜下方的二维码，便可知道答案：他是丝绸之路
上的胡商，往返于西域和中原，随身携带的胡饼

（当地称为“馕”）就是他的干粮，骆驼所载的货物
应是当时贸易往来的大宗商品——丝绸绢帛等纺
织品。这件陶俑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沙沟村斛律
彻墓，斛律家族是北朝的名门望族，是北方游牧
民族南下的代表。

实物呈现+深入解读+数字延伸，这是山西博
物院经过3年改造升级后推出的新展陈模式。馆内
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5
个艺术专题构成。展出文物增至3431件（套），三成
以上的文物为首次展示。所有展品都配有二维码，
观众扫码就能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西侯度遗址不是距今 180 万年吗？这怎么写
的是距今243万年？”有参观者发出疑问。

“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西侯度遗址的年代提早
到距今 243万年。”山西博物院副院长赵志明介绍，

“不仅是西侯度，兴县碧村、绛县西吴壁、闻喜酒
务头、河津固镇窑等重大考古项目的新发现都在
基本陈列中有所呈现，子犯鬲、云冈佛头等近几
年从海外回归的文物也有展示。”

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公布的2023年度“全国
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名单中，山西博物院

“晋魂”基本陈列榜上有名。通过深入挖掘研究和
创新阐释，山西博物院不断探索契合大众需求的
表达方式，策划更多兼具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
精品展览。

“五一”期间，山西博物院推出“时空变调——
山西古建筑数字艺术展”。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们
利用数字技术重新解读古建艺术，为观众奉上一场
古今交融的艺术盛宴。参展的 20余件艺术品涵盖
雕塑、绘画、装置、数字影像、交互艺术、混合现实、
人工智能艺术等类别，令人眼前一亮。

“这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展品强调观赏性和互
动性，激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思考。”策展
人薛天宠说。

让文物“触手可及”

山西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数量
居全国第一。利用云服务、人工智能、VR等科技
手段，山西精心打造了一座“永不落幕的博物
馆”——山西文物数字博物馆，汇聚可移动文物和
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为公众提供查询、浏览、鉴
赏、互动等服务。不久前，该项目入选国家文物
局公布的 2024 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
项目名单。

商代青铜鸮卣是山西文博界的“明星”，被很多
网友戏称为古代版“愤怒的小鸟”。如果没机会到
现场观赏怎么办？打开微信小程序“山西文物数字
博物馆”，输入“鸮卣”，3D 版的鸮卣就呈现在手机
上。文物画面可以缩放、翻转，每一处纹饰细节

都尽收眼底，关于它的介绍也一目了然：“1956 年
石楼县二郎坡村出土。盛酒器。商代晚期青铜器
精品……不仅实用，也是精美的艺术品。”

如果光看觉得不过瘾，还能体验文物修复。
在“和我一起修文物”板块，使用专业工具，进行
除尘、贴纸、注射、滚压、回贴、喷壁等工序，
就完成了徐显秀墓北齐壁画的“修复”。

“一边玩儿一边学，这种方式很有趣。不仅能
了解文物修复的基本步骤，还能学习徐显秀墓的
有关知识，让我这次博物馆之旅更有体验感。”柳
阳是文博爱好者，端午期间从南京来太原旅游，
北齐壁画博物馆是他此行重要的“打卡地”之一。

从山西博物院的旧石器时代三棱大尖状器到
山西考古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石雕蚕蛹，从晋国博
物馆的西周叔虞方鼎到太原博物馆的东周赵卿墓
车马坑……“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山西十大博
物馆大联播活动备受关注，网友们跟随直播镜头探
寻文物背后的文明密码，展现出对中华历史文化的
浓厚兴趣。此次联播全网累计观看量超过 1000 万
人次，在抖音平台直播观看量达800余万人次。

在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科技处处长张晶晶看
来，运用先进技术和时代艺术语言，能够更好地
激活文博资源，让文物走进大众生活，丰富人们
的精神世界。

打造“流动的课堂”

除了人文历史类博物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
也受到越来越多人喜爱。今年端午假期，山西自
然博物馆（山西地质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 8000 人
次。观展热的背后，是公众对优质科学教育资源
的渴求。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彰显科
学魅力？山西自然博物馆动了不少脑筋。

自 2021 年起，山西自然博物馆推出“神秘地
球”科普流动展览，将地球科学、岩石学、古生物
学、动植物学等知识融为一体，用模块化、轻量
化、美观化的展览形式，为太原城区及周边县市
区的学校免费送展上门。

日前，“神秘地球”展览走进太原市第十二中学
校（国樾龙城校区），展出大量珍贵的化石标本，
让学生们了解丰富多样的物种，探索地球与生命
的奥秘。

“‘神秘地球’科普展览进校园活动开展至今，
已有逾 10万人观展。”山西自然博物馆展览教育部
主任郭然说，“除了流动展览，我们还策划了一系
列自然教育科普活动，培养孩子们主动探索自然
的科学精神，在有趣的活动中快乐学习。”

山西自然博物馆将天文学、地质学、采矿
学、测绘学、机械学等知识与学校课堂教学结
合，打造独具特色的科普课程——“地博科学社”。

每周三下午，山西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
“地博科学社”课程带入太原市实验小学，在为学生
们讲解知识的同时，还带他们进行手工制作和科学
实验。

“我了解了是什么决定矿物的‘高矮胖瘦’，又
是什么赋予矿物‘红橙黄绿’”“我知道了土壤的形
成过程，领略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孩子们在
笔记本上认真记录课程中感兴趣的内容。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
里，公众可以增加见识、启发思考、涵养文化情
怀。“未来，山西文博机构将继续推动文物活化利
用，满足公众的多元文化需求，让三晋文化的魅力
绽放得更加璀璨。”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程书林说。

6月 20日，由成都博物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联合主办的“鲁迅的艺术世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在成博开
幕。展览展出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收藏的110余件（套）
精品文物，呈现鲁迅在美术、书法、版画等多个领域的艺术造诣，展示鲁
迅与时代的深刻对话。

鲁迅少年时就酷爱美术，热衷于搜集《山海经》《诗画舫》等带插图的
书，并影写书中绣像。对美术的热爱促使他不断开展美术研究、收藏与实
践。展览中有一本《秦汉瓦当文字》，是鲁迅1915年根据程敦本影摹成册，线
条细致，技法纯熟，十分精美。

鲁迅的书法风格独特，被郭沫若评价为“远逾宋唐，直攀魏晋”。此次
展览精选鲁迅诗稿《赠柳亚子（自嘲）》《赠沈松泉（偶成）》等作品，还有他写
给许广平、郑振铎、萧红等人的书信，让观众直观感受鲁迅书法的风韵。
其中，1926年鲁迅与许广平首次分别时所写的信引人注目，信笺上绘有许
广平喜爱的枇杷和寓意着孕育其子的莲蓬，透露出脉脉温情。

鲁迅倡导、发起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为版画艺术的发展和传播作出巨
大贡献。鲁迅格外推崇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1936年自费编印出版《凯绥·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亲自设计版面、撰写序言。此次展览中可以看到这
本画集以及鲁迅收藏的多幅珂勒惠支版画作品，包括《反抗》《织工队》《面
包》等，生动呈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和勇于斗争的精神。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鲁迅一生设计书刊封面60多个，题写书名30多种。展览中，观众能欣
赏到鲁迅设计的多本书刊封面，《桃色的云》以汉画像中的人物、禽兽与流云
作为装饰，《呐喊》则具有强烈象征主义风格。

鲁迅在金石拓片收藏研究方面成果颇丰。此次展览呈现了鲁迅收藏的
汉画像、砖石、砖拓、瓦拓等近 20件，其中有嘉祥武氏祠新出土第二石、
南阳汉画像、元平元年砖等珍贵拓片。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共同主办
的“守护与重光”展览亮相国博。展览从该联盟在 35个国家支持的 450
个项目中遴选重点项目，首次全景呈现冲突地区文化遗产现状和保护
成果，彰显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携手捍卫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坚定信
念，表达重建和平的美好愿景。

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各个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的重要载体。当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已成为全世界的
普遍共识。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于2017年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冲突
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积极参与联盟工作并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以
实际行动守护全人类文化遗产。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期深入参与联盟科
学委员会工作，为遗产保护提供专业意见，并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朗
斯分馆、瑞士国家博物馆共同成为全球3个“国际文物避难所”，为濒危
文化遗产提供安全庇护。

此次展览分为“遗产之殇”“联盟的诞生和使命”“遗产守护”“遗产与
人”“遗产之美”5个部分，从过去30多年间世界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现
状出发，回溯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这一新型多边组织的创建、
发展以及标志性的文保项目，并从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建
筑类遗产 3个方面展示不同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的专业知识与特殊技
术，以及当地社会群体参与的重要性。

在这里，观众可以看到碎成几百块的伊拉克拉玛苏雕塑如何在传统
技艺和现代科技的共同加持下得以复原；可以看到阿富汗非物质文化遗
产手工技艺如何得到完整记录与传承；也可以通过尼日尔古代土制民居
和贝鲁特近现代别墅的修复，直观了解建筑遗产修复工作面临的挑战。

展览以沉浸式遗产之旅结束，从叙利亚巴尔米拉遗址到尼日尔阿
加德兹古城、也门著名的塔楼，再到伊拉克泰西封拱门和美丽的亚美
尼亚遗址，依托对大型遗址地的高清扫描数据和艺术再创作，让观众
感受独特的遗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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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遗产保护

“守护与重光”展亮相国博
本报记者 邹雅婷

走进鲁迅的艺术世界
刘裕国

▲观众在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参观。 王 帆摄

▲山西博物院“时空变调——山西古建筑数字艺术展”现场。 王 帆摄

▲小朋友们在山西自然博物馆电子屏前参与互动小游戏。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观众参观“守护与重光”展览。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1926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
的鲁迅著《呐喊》，由鲁迅设计封
面并题写书名。

▼1929 年 5 月 15 日鲁迅致
许广平信。

成都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