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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丹霞八面画，一城山水半城园。
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承德市，是连接京津冀

辽蒙的重要节点，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
城市。5000年红山文化、300年山庄文化，多个民
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交流融合，展现出一幅色彩
纷呈、绚丽多姿的画卷。

博物馆是了解一座城市的重要窗口。今年5月
18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
馆名单》，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晋升国家一级博物
馆。走进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可以在厚重历史
和瑰丽文化中感受承德魅力。

兼收自然人文景观

承德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承德
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避暑山庄是清代夏季行宫，
营建历时89年，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整片建筑
群总面积564万平方米，包含建筑120余组，是中国
古代帝王宫苑与皇家寺庙完美融合的典型范例，标
志着中国古代造园与建筑艺术的巨大成就，也见证
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和历史事件。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的前身是承德博物馆。
该馆 2019 年建立，位于古建筑和山水园林环抱之
中，东观磬锤峰、南望避暑山庄、西看“小布达拉
宫”、北览普宁寺，风景如画。

这是一座内外兼修的博物馆。建筑采用下沉
式庭院设计，地上二层、地下一层，现代简约的
场馆与中式园林巧妙融合，极具艺术气息。馆内
各展厅设计美观，布展精致，生动展现了承德的
历史发展、文化民俗、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建
设过程和建筑风貌。

“为加强文物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更好地
促进文博事业繁荣发展，2022年9月，承德博物馆
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档案馆、信息中心等单
位合并，成立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承德避暑山
庄博物院院长孙继新告诉记者，博物院以“汲古润
今 博物承德”为宗旨，着力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博物院现藏可移动文物19万余件（套），其中一
级文物 152 件（套），藏品分为 32 个类别，尤以瓷
器、珐琅器、钟表最负盛名。

承德博物馆展区共设有 6 个常设展览，包括
“文明 交流 融合 发展——和合承德从远古走来”
“避暑山庄——一座承载盛世传统文化的古典园
林”“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清宫
秘藏——佛教艺术珍品展”“凝固的时光——清代
帝后生活展”“光阴的故事展”。

避暑山庄博物馆展区共设有 17 个展览，包括
兴盛时期的避暑山庄展、避暑山庄藏瓷艺术展、
避暑山庄典藏珐琅展、避暑山庄典藏钟表展等 11
个专题展览和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烟波致爽
殿等6个复原展览。

“展出的文物多为清代皇家瑰宝、梵宇藏珍，
且大多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和养心殿造办处承
做，代表了清代工艺品的最高水平。”孙继新说，除
了展示大量珍贵文物，展厅里还采用VR、AR、多
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

展现承德历史文脉

“文明 交流 融合 发展——和合承德从远古
走来”是承德通史展，通过“塞北古地民族交融”“清
代陪都和合发展”“玉汝于成绿色崛起”三部分，勾
勒出承德由古到今的发展历程。

承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位于承
德市鹰手营子区的四方洞遗址是河北境内发现的
第一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距今约 4 万年—2 万
年，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属于同一时期。

战国时期，承德地区隶属于燕国，据《史记》记
载，燕国曾在这一带修筑长城，现在长城遗址仍依
稀可见。承德市围场县出土的秦代铁权，周身錾刻
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的40字诏书。它的发现，说
明早在秦代承德地区已被纳入中央政府统治范围。

中国古代官印的演变反映了政治、文化的变
迁。展厅里，一枚造型独特的鎏金印章引起记者
注意。印章上铸一头蹲狮为钮，狮头稍昂，双目
平视，胸前突，尾下垂置于右后侧。“这枚契丹节
度使印出土于承德市隆化县，是唐代中央政府赐予
契丹先王的礼仪性印章。”孙继新说，如此高品阶
的古代官印，不论是传世品还是出土文物均不多
见，弥足珍贵。

辽代茶叶末釉鸡腿瓶是国家一级文物，反映
了中原汉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瓶身细高
如鸡腿，侈口外卷，短颈，溜肩，腹部修长，上
粗下细，肩部刻有铭文，饰茶叶末釉。鸡腿瓶由
宋代梅瓶演化而来，后按照契丹人的审美与实用
需求烧造而成，设计的初衷是作为契丹人运输和
储藏水的容器。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漫步于“避暑山庄——
一座承载盛世传统文化的古典园林”展览中，既能
感受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结合之美，也能领略融
于造园置景中的帝王情怀。展厅入口处陈列着大
型避暑山庄模型，可以看到避暑山庄的格局仿拟
中华版图，西北为碧荫浓翠的山峦，东南为洲岛
错落的湖沼，北部是苍茫辽阔的草原，辅以远山
近水、奇峰异石，正如乾隆诗句所言——“山庄咫
尺间，直作万里观”。

“是地也，虽避暑之离宫，实绝尘之仙境。”乾
隆《斗鹿赋》中寥寥15字，道出了避暑山庄凉爽的气
候和绮丽的风光。《斗鹿赋》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农历八月乾隆帝驻跸避暑山庄时所作，全文共
732 字，字体用笔圆润，结构严谨端庄，代表了

“乾隆体”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此套御制《斗鹿
赋》玉册在常设展中展出，让观众一睹这篇精彩文
赋的风采。

“清代皇帝喜爱赏玩钟表，大量精美钟表被送
入宫中，皇宫苑囿成为钟表的集中收藏地。”孙继
新说。

一款表身为三层塔楼形的铜镀金镶银骑象人
梳妆表给人以新奇华丽之感。这件梳妆表为 18世
纪中后期英国生产，底层为八棱形乐盒，盒壁包镶
纯银镂空贵族人像，中层正中是一个八棱形镀金规
矩箱，四角分别由骑象人驮起，顶层为翼龙尖顶，中
间连接一个两针瓶式表，表面为罗马和阿拉伯数字
标。整体做工精致，既可做梳妆盒，又是报时钟表，
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堪称艺术珍品。

见证民族团结佳话

走进“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
展览，一幅展现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草原
跋涉万里东归中国的示意图引人注目。当年，乾隆
正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热情接见了东归英雄渥巴锡。

此展览集中展示近 200 件文物、档案、史料，
结合沙盘模型、多媒体、数字化互动设备等，呈
现了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重点讲述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以承德为舞台维护民
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故事。2020 年，此展览荣获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这座紫檀木座珐琅万寿塔是我们的‘镇馆之
宝’，它不仅是难得的清代宫廷艺术珍品，还见证了
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大师共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的佳话。”随着孙继新的指点看过去，一座3米
多高的三层楼阁样式万寿塔映入眼帘，造型庄
重，纹饰华美，气派非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世班禅得知乾隆皇
帝两年后要在避暑山庄庆祝七十寿辰，主动提出
入觐祝寿。乾隆欣然允请，并仿照西藏日喀则的
扎什伦布寺，在承德建造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
禅到承德后的经堂和居所，同时下旨将紫禁城慈
宁宫宝相楼六品佛楼内的大部分佛像、法器、供
器和6座佛塔移至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殿西群楼
安供。展厅中的这座珐琅塔制造于乾隆三十年

（1765年），正是从紫禁城慈宁宫移至须弥福寿之庙
的6座佛塔之一。当年，乾隆多次来须弥福寿之庙
看望六世班禅，二人一同到佛堂瞻礼，此塔便是
那段历史的见证。

万树园是避暑山庄七十二景之一，也是政治
活动的重要场所。乾隆在万树园多次召见蒙古、
西藏等地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并举行颁赏、赐
宴、观火戏等活动。《万树园赐宴图》为西洋画家郎
世宁等人所作，描绘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夏在万
树园设宴招待蒙古族杜尔伯特部首领“三车凌”的
场景。此图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展厅里通过动
画和仿制图再现了这次民族团结的盛会。

承德的历史在多元文明碰撞交融中发展，塑
造了民族团结的文化因子，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文
化气质。孙继新介绍，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通过
策划主题展览、开展研学社教活动、举办专题讲
座和研讨会等形式，深挖“民族团结”文化因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中华传统文化中蕴
含的和合之美焕发时代光彩。

古朴简约的西汉石俑、惟妙惟肖的彩
绘浮雕、巧夺天工的佛教造像……近日，

“惠世天工——河北曲阳石雕艺术展”亮相
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化
和旅游厅、河北省文物局、保定市人民政府、
河北博物院、曲阳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分
为“熠熠千年”和“古韵今风”两个单元，遴选
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时期最具代
表性的曲阳石雕遗珍 48 件（套），同时展出
91件当代曲阳匠人的优秀石雕作品，系统展
示了曲阳石雕的发展历程、工艺技法和文化
内涵，带观众领略曲阳石雕独特的艺术魅力。

河北曲阳是中国雕刻之乡，尤以汉白玉石雕久负盛名。当地富产白
石，温润如玉，纯净细腻，既易受刀，又耐风化，属雕刻之良材，被称为汉
白玉。自西汉以降，曲阳匠人因时而创作，应运而发展，在佛教造像、宫
殿陵寝乃至新中国大型纪念工程等诸多领域创作了大量精品石雕。

保定市满城区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西汉石俑是目前发现年代最
早的曲阳石雕。石俑的五官、衣纹雕刻简洁，寥寥数刀便勾勒出身体
的线条轮廓，气韵生动，神形兼备。

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浮雕散乐图、奉侍图
是河北博物院的明星文物，生动再现了唐末五代时期的乐舞活动和贵
族生活场景，反映了古代曲阳工匠高超的雕刻工艺。散乐图中共有15
个人物，右方领队的女子身穿男装，头戴幞头，为乐队的指挥，其身
边的两位舞者正在表演舞蹈；12名乐伎头梳高髻、簪珠花，身穿窄袖
襦衫、抹胸，肩挎披帛，长裙曳地，分别持笙、箜篌、方响、筝、琵
琶、筚篥、横笛、拍板、座鼓等乐器演奏。乐伎面容饱满，神情专
注，姿势各异，富有韵律感。奉侍图刻画了一支由 14 人组成的队伍，
图中侍女们长裙坠地，动感飘逸，分为3队排列，有的举着障扇，有的
手持执壶、托盏、拂尘等各式生活用具。

同样出自王处直墓的还有彩绘浮雕武士石刻，是珍贵的“海归”国
宝。武士雕像为一对，原来位于王处直墓甬道两侧，均是在长方形汉
白玉上高浮雕而成，整体风格一致。两武士头戴兜鍪，顿项外翻，肩
上各立龙、凤，口中含一宝珠；身着明光铠，下身腿裙较长，直至云
头靴面；双手拄一柄环首长剑，分别立于麋鹿、神牛之上。武士造型
英武，刻工精湛，色彩鲜艳。这对石刻目前均收藏于国博，其中一件
肩立凤鸟、脚踩卧牛的雕像 2000 年出现在佳士得美国纽约拍卖会上，
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最终回归中国。另一件肩立青龙、脚踩麋鹿的
雕像由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捐献给中国。

佛造像是曲阳石雕的重要题材，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
独特的艺术风格。定州博物馆藏供养菩萨立像为北齐到隋代的作品，
该尊造像呈现的曲线美开启了隋唐造像“一波三折”身体造型的先河，
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佛教造像中罕见的艺术珍品。造像面部丰满圆
润，笑容甜美，吸引了许多观众拍照。

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为曲阳石雕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创作重
心开始偏重宫殿、陵园等建筑领域。故宫断虹桥、清西陵丹陛石、卢
沟桥石栏柱头石狮等均为曲阳石匠雕刻作品。

当代曲阳石匠继承前人的智慧，将传统工艺与当代审美结合，创
作出大量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由雕塑大师刘开渠等人设计碑座四周的 10 幅浮雕作品，并由刘润芳、
王二生等百余名曲阳工匠共同雕刻完成。此次展览展示了国博收藏的
几件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人物头像。创作者们综合借鉴东西方雕塑艺
术特点，传神地表现出主题人物的精神气质。

本报电（博文） 日前，由恭王府博物馆主办，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央民族大学支持，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临清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匠之
手泽 年代之磋磨——官式建筑营造技艺（恭王府）瓦作专题·临清贡砖烧制
技艺精品展”在恭王府博物馆嘉乐堂开幕。

展览分为“运河扬其名”“王府载其质”“莲花塑其芯”3个部分，通过大运
河与北京中轴线之间的“对话”，串联起临清贡砖与恭王府建筑之间的历史渊
源，对官式建筑营造技艺（恭王府）八大作中的瓦作以及国家级非遗项目“临
清贡砖烧制技艺”进行全景展示。

山东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盛的城市。“临清的砖，
北京的城”，临清贡砖是明清时期官办烧制用于皇家建筑及北京城营建的御
用城砖，经大运河运往北京。考古研究表明，恭王府所用墙砖与地砖大多
为临清贡砖。恭王府现存带铭文临清贡砖 54 块，此次展览展出了 10 块贡
砖，其中“道光年临砖窑户程加禄作头崔桂造”体现了临清贡砖“责任到人”
的生产规范，“王府足制”表明此类砖为清代王府专用物料。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11日。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

和合之美润古今
本报记者 史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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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举办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展

◀清代紫檀木座珐琅万寿塔。
▼清代冷枚绘避暑山庄图。

本文图片均由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提供

▲清乾隆御制《斗鹿赋》玉册。

▲清乾隆白地红龙天鸡钮高足盖碗。

▲北齐—隋代供养菩萨立像（局部）。
范 立摄

▲展出的当代曲阳石雕作品。 林子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