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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有一条文学馆路，因
坐落于此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而得名。

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于 1985 年，是中国第一座
文学类博物馆，2000年新馆开放。新馆建筑设计将
中国传统中轴对称庭院与江南园林造园手法结合，绿
树掩映的建筑周围，伫立着文学大师们的雕像。

中国现代文学馆拥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
刊、手稿、书信、字画等藏品92.98万件，其中国家一级
文物 140件；所属茅盾故居 1985年对外开放，为北京
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中国现代文学馆兼具
文学资料收藏、研究、展览等功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献的宝库，也是中国文学界与世界沟通的窗口。

展示珍贵书籍手稿

“中国现当代文学展”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基本
陈列，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分为“20世纪
文学革命的前奏”“五四文学革命”“左翼和进步文学
的崛起”“战火洗礼中的文学”“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

“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7
个单元，包含 700 多位作家、600 件手稿和图书、
4000多张图片，全面、生动、立体地展示了中国现
当代文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呈现了中国现当代重
要作家、文学流派的创作成果。

在“五四文学革命”单元，鲁迅的“绿林书屋”复原
场景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1923年12月，鲁迅借钱
买下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 6 间旧房，并着手改
建。他在北房堂屋后搭出一间平顶灰棚，作为工作
室兼卧室，这种房屋被老北京人称为“老虎尾巴”。
阳光透过大窗洒在屋内简朴的家具上，窗外树影婆
娑。1924 年 5 月到 1926 年 8 月，鲁迅在这里写下散
文诗集《野草》、小说集《彷徨》的大部分作品、杂文集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朝花夕拾》《坟》中的大
部分作品。鲁迅与青年们常在房中畅谈，这段美好
时光在许多青年作家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书房前的展柜里陈列着鲁迅出版的书籍，其中
有《域外小说集》《北平笺谱》《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
集》初版本，存世很少，弥足珍贵。

在另一侧的郭沫若主题展区，1921年上海泰东
书局出版的《女神》引人注目。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
部主任王雪介绍，《女神》收录了郭沫若 1918 年到
1920 年间的主要诗作，确立了郭沫若作为杰出浪漫
主义诗人的地位，堪称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代表作。
此书初版本由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收藏。唐弢
逝世后，家人将其收藏的4万余册书刊捐赠给中国现
代文学馆，其中不乏孤本和珍藏本。对此，巴金先生
曾说：“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
面……”泛黄的稿纸上，留下了茅盾先生隽秀的笔
迹。“这是《子夜》手稿及创作提纲，是现代文学馆的

‘镇馆之宝’之一。这部小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
初名《夕阳》，后来出版单行本，改名为《子夜》。虽然经
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但这份手稿仍奇迹般地保存下
来，十分可贵。”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介
绍，茅盾逝世前，表示愿意将他全部著作的各种版
本及手稿交给现代文学馆保存。位于北京市东城区
后圆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成为现代文学馆的内设机构。

冰心《繁星》《春水》初版本、郁达夫赠鲁迅诗、巴
金《家》第四版空白页中作者亲手画的座次图、老舍

《四世同堂》手稿及写作时用过的砚台、《红岩》最后定
稿的原稿稿本……一件件珍贵文物，凝聚着作家的
心血，诉说着文学创作、名家交往的动人故事。

呈现作家创作空间

“除了展示实物、图片，我们还充分运用多媒体
和数字技术手段，增强展览的艺术感染力和互动

性。”王军说。
1986年，路遥《平凡的世界》出版。这部长达百

万字的小说，全景式展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
代中国城乡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化，
激励了无数读者拼搏奋进，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
代洪流。2018 年，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
路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展厅中不仅展示了《平
凡的世界》初版本，还有黄土高原、窑洞与劳作者的
微缩场景，展柜旁的屏幕上播放着由小说改编的同
名电视剧，多角度体现这部经典作品的魅力。

2019年，作家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
誉称号。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王蒙笔耕 70 余载，
着力描绘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兴盛，见
证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展厅中设置了“与
王蒙先生面对面”电子互动屏，观众可以选择感兴趣
的问题与王蒙对话：“生活在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学习
传统文化？”“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点击屏
幕上的对话框，便能看到王蒙谈这些问题的视频。

书房之于作家，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作家安
放心灵的空间，也是文学作品的“产房”。作为中国
现代文学馆的常设展之一，“现代作家书房展”还原了
冰心、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王辛笛、萧
军、叶君健、李健吾、柏杨10位作家的书房，其中
陈设的桌椅和文房四宝等物品都是作家使用过的实
物，生动反映了作家的生活情趣。

走近冰心书房，天蓝色的格子床单，花瓶里的
玫瑰花，书桌上的白海螺、贝壳工艺品、小猫摆
件，带给观众亲切而素雅的感觉。墙上悬挂着冰心
立于海边的画像和赵朴初书法作品。一个大玻璃柜
里装满了信件和明信片。“这是全国各地读者写给冰
心的信，冰心将它们妥善保存，展厅中展出的只是其
中一部分。”王雪说。

萧军的“蜗蜗居”位于北京什刹海畔鸦儿胡同，由
储藏室改造而成，内设一张三屉桌，桌上立一小书柜，
一盏台灯。虽然书房狭小，但萧军毫不介意，读书写
作，乐在其中。1987年分到新房后，萧军仍不愿离开

“蜗蜗居”。时光流逝，“蜗蜗居”日历却永远停在了
1988年6月22日——萧军离世的日子。

台湾作家柏杨的书房里放置着台式电脑、电话
机，更具现代气息。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
柏杨研究中心，柏杨捐赠的上万件珍贵手稿和文献
入藏馆内，柏杨在台北手书贺词“重回大陆真好”。

“我很喜欢这样的展览形式，能够走近作家的写
作空间，真实地感受那些经典作品的创作环境。”鲁
迅文学院作家班学员文西说。

打造文学交流平台

基于丰富的馆藏资源，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断推
出富有特色的专题展，如“新中国文学的‘金线与璎
珞’——王蒙文学创作 70 年文献展”“求实——严家
炎学术文献展”“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
的世界”等。

2023 年 7 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
学馆承办的“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
特展”开幕，展出巴金《赴朝日记》原件、魏巍《谁是最
可爱的人》手稿等233件文物。作家们在抗美援朝战
场前线写下的日记、拍摄的照片，带观众重温那段峥
嵘岁月。

该展厅出口处有一台电子互动设备。参观者将
观展感受写在触摸屏上，点击“提交”，留言内容就显
示在大屏幕上，形成电子留言墙。有小学生画了红
领巾，还有中学生留言感谢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今
天的和平与发展。该设备具有拍照功能，参观者可以
与自己的留言合影，传到手机上保存。

除了策划精彩展览，中国现代文学馆还经常举
办文学研讨和交流活动。3月 12日，2021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及夫人一行来到
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访问，与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
家高研班学员座谈；3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光辉
岁月，携手同行”港澳文学畅谈会与“文学之梦，海阔
天空”港澳作家创作研讨会在现代文学馆举行，港澳
作家同内地作家、学者深入交流，分享创作体验，
共叙家国情怀。

现代文学馆与大中小学合作，开展德育课、红
色公开课、主题文学课及研学活动，将文学馆打造
成“第二课堂”，让青少年在文学沃土中获得精神滋
养。同时，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传播知识文化，直播
展览和文学活动、讲座，推送文学知识类短视频或笔
记，目前已形成“文学冷知识”“馆中谈艺三分钟”“为
你荐书”等系列。

王军表示，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中国博物馆协
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全国文学
馆联盟秘书长单位，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
进文学博物馆之间以及博物馆与文学相关行业之间
的交流合作，加强馆藏研究和展览策划，探索全媒
体时代文学博物馆的发展新路径，在展览中引入更
多先进技术，打造文学博物馆数字地图，建设名家
故居数智场景，制作线上展览，为观众带来更丰富
多彩的体验。

黄色有哪些不同等级的黄？秋
香、品月是什么颜色？古代“高定”
服饰有多精致？

近日，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
办的“国采与宫色——清代宫廷织绣
服饰色彩展”掀起观展热潮。一件件
精美的服饰、衣料展现出清代宫廷
织、染、绣、缂、绘等工艺之精湛，让观
众了解传统服饰色彩中的文化意蕴。

此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和嘉德
艺术中心联合主办、沈阳故宫博物
院支持，展示了近百件故宫博物院
藏清代宫廷织绣服饰文物以及沈阳
故宫博物院的3件珍品，其中近九成
展品为首次展出。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服和祭
服是清代宫廷制作最精良、规格最高
的服饰。在展览第一单元“天地日
月”，观众可以感受清代国家祭礼的
庄重。按照帝王在四季赴天地日月
四坛祭祀的格局，展厅中展示了
蓝、黄、红、月白四色朝袍，附以
祭品中的五色神帛。

明黄色纳纱金龙纹朝袍长144厘
米，在明黄纱地上盘金绣龙纹，并用
五彩丝绒绣彩云和海水江崖等纹饰，
衣身布十二章，色彩丰富，层次分
明。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副研究
馆员、此次展览策展人章新介绍，夏
至时分，皇帝正是穿着这种纱料的
明黄色祭服在地坛行祀礼。

月白色朝袍缂丝彩云金龙等纹
样，应是皇帝秋分亲往月坛行夕月礼
时所穿祭服。月白色又被称为“月色”
或“玉色”，呈淡蓝色相，是清代宫廷
服饰中最常见的色彩之一，因其清丽
高雅而备受喜爱。

展览第二单元“正大光明”着重
展示以黄为尊的色彩体系。章新介绍，中华传统五色与五行、五方
等对应，黄色为中央之色，逐渐演变为帝王专用色。展厅中按照服
色等级展出明黄、杏黄、金黄、香黄和米黄色礼吉服和便袍。明黄色
是饱和度、纯度、明度最高的颜色，在清代中期被确立为最高等级的
尊色，为帝后穿用。杏黄和金黄加入了红色，降低了明度，为次一级
的黄色。米黄色较为浅淡，民间也可以使用。香色为黄色中融入绿
彩，色相丰富。展厅中的香色缎绣彩云金龙纹女夹龙袍纹样标致，
秀雅悦目，为乾隆时期女吉服袍的标准形制。

十二章纹是中国古代帝王礼服上的传统纹饰。展览第三单元
“青深雅健”展出了一件宝蓝色直径纱绣彩云蝠龙纹袍料。袍料前
后身所绣十二章纹样格外精致，其中“日”和“月”绣于双肩部，寓意
君主“肩挑日月”。

“四季瑞染”单元展现了更丰富的色彩。酱色缎绣孔雀羽地金
龙纹龙袍料十分罕见，为首次展出。袍料在酱色缎上通铺孔雀羽
线为地，又以捻金线和五色丝绒绣龙纹、云蝠纹、皮球团花纹、
海水江崖纹等，呈现出金碧交辉的效果。皮球团花纹包含桃实、
石榴、荔枝、葫芦、佛手等元素，表达多子、多福、多寿的吉祥
寓意。许多观众在展柜前久久流连，从不同角度欣赏光线变化下
孔雀羽线散射出的夺目光彩。

在这一单元还能看到薄如蝉翼的团扇、刺绣精细的荷包、明
艳动人的点翠头面等，尽显宫廷服饰之美。

“清代晚期宫廷服饰呈现出便服吉服化的倾向，并受到西方文
化影响。”章新说。同治年间的大红色羽缎单氅衣采用西洋进口羽
缎制成，颜色也是西洋流行的猩红色。雪灰色牡丹桃纹暗花绸单衬
衣镶有水波纹洋“栏杆”和蕾丝花绦，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

清宫戏曲演出十分繁盛，应演戏之需，制作了大量华美的戏
衣。展览第五单元“锦绣云天”展出多件宫廷戏衣，除了锦、绣、
织金，还运用了缂丝等珍贵工艺，生动反映了清代织造成就。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

跨越百年共赴文学之旅
张立童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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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嘉德艺术中心供图

“正大光明”展厅。 嘉德艺术中心供图

清代点翠瓜蝶纹头面（故宫博物院藏）。 嘉德艺术中心供图清代点翠瓜蝶纹头面（故宫博物院藏）。 嘉德艺术中心供图

图①：鲁迅部分作品
初版本。 杜建坡摄

图②：鲁迅“绿林树
屋”复原场景。杜建坡摄

图③：郭沫若《女神》
初版本。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图④：观众参观“中国

现当代文学展”。
杜建坡摄

图⑤：“坐标——中国
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
特展”现场。 杜建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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