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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蜀道一周年之际，为贯彻
落实总书记“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好”的重要讲话精神，近日，“雄关古道 经
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在四
川博物院开幕。

此次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指
导，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广元市
人民政府主办，四川博物院、广元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剑阁县人民政府、广元市
博物馆联合承办，包括四川博物院主展场和广元市
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两个分展场。四川博物
院主展场上，三大临展厅组成 2000 平方米展陈空
间，来自故宫博物院、陕西考古博物馆、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60余家
文博单位的 430 余件（套）蜀道主题相关文物汇聚一
堂，其中一级文物多达88件（套）。

展示古代筑路奇迹

“千载大蜀道，半部中华史”。蜀道，是古代由人
工开拓、穿越秦巴山脉的宏大道路系统，连接关中平
原与巴蜀大地，创造了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奇迹，促
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

展览分为序厅、“蜀道千载 通达四方”“蜀道蜿
蜒 巧夺天工”“悠悠蜀道 风华万象”以及尾厅“蜀道
畅 中华兴”5 个部分。四川博物院副院长、此次展
览总策展人谢丹介绍，该展览立足于多年的学术研
究和蜀道考古成果，从自然、人文等角度出发，解
读蜀道历史文化，展示蜀道的开辟与发展过程，阐
释蜀道在促进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商贸往来、文
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走进序厅，多媒体投影展示了蜀道主要线路分
布图。蜀道经过千年发展，形成“北五南三”的格
局。北边有祁山道、故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
道、子午道 5 条主要线路，南边有金牛道、米仓
道、荔枝道3条主要线路。

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秦巴山脉南

北的先民们已经通过天然谷道开展交流。夏商时
期，中原与巴蜀有多条交流通道，穿越秦巴山脉的
路线为其中之一。二里头文化、商文化进入四川盆
地，与古蜀文化产生互动。展板上展示了二里头文
化的铜牌饰、玉刀、玉璋、玉戈等典型器物，展柜
里陈列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铜牌饰、玉戈
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刀、玉璋等，由此可以看
出二里头文化对古蜀文化的影响。

在周人与巴蜀先民的交往中，故道和褒斜道发
挥了重要作用。展览中有一件散氏盘铭文拓片，铭
文记载了西周时期封国“夨”以土地赔偿散国的相关
内容，其中有“封于周道”之语。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
后认为，铭文中的“周道”即故道。这是迄今所知关于
蜀道线路名称最早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秦蜀之间往来密切。秦人广修
栈道，蜀人“五丁开道”，蜀道交通进一步改善。公元
前 316 年，秦人经蜀道挥师南下，兼并巴蜀，继而
以巴蜀为战略后方，统一全国。

鍪是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其造型源于早
期的陶釜。秦并巴蜀以后，铜鍪随着秦人横扫六合
的步伐而扩散至全国，在汉代依然可见。展览中展
出了四川成都博物馆、荥经县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期
铜鍪和陕西考古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
鍪，它们见证了巴蜀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的历程。

秦巴山脉峰峦迭起，沟壑万千，为了使天堑变
通途，古代先民们在崇山峻岭之上凿崖铺路、修栈
架桥，发明了许多道路修建技术，表现出坚韧不
拔、百折不挠的精神。

甘肃省徽县大河店镇王家河村的《新修白水路
记》摩崖石刻拓片，讲述了宋仁宗时期官方主持修建
白水路的故事。为避开青泥道的艰险，兴州、凤州军
民在官方主持下，于青泥岭西侧新辟一条沟通陇蜀的
道路，名为白水路。由碑文可知，这条新路开通后，
翻越青泥岭的官道更加短捷平易，由此减少了政府
的路政开支。

千百年来，蜀道上的栈道修复与道路维护工程
持续不断。为保护蜀道沿线林木资源，历代政府组
织过多次植树造林活动。四川省剑阁县文管所收藏
的李璧石雕像，诉说着一段植树护道的佳话。明代
李璧担任剑州知州期间，倡导整修剑州至保宁府（阆
中）的道路，组织民众在道路两旁补植柏树，并制定
了严格的护柏制度，传至后世。李璧所植的“李公
柏”与秦汉至唐宋的古柏连为一片，形成规模巨大的
古柏群。“翠云廊”为古柏群的核心地带，绵延300余
里，现存树龄100年以上的古柏2万余株。这是中国
古代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

饱览蜀道文化精品

蜀道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串起了北方
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辗转连通了海上丝绸之
路，使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巴蜀地区与其他区域产
生紧密联系，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
鉴。蜀道沿线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存，形成了
瑰丽多姿的景观。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西周王
朝的政治中心之一，其南端为褒斜道的入口。此次
展览中，宝鸡周原博物院的三年兴壶、丰卣、丰
尊、双凤鸟簋、一式兴钟、蚌雕人头像等国家一级
文物组团亮相。三年兴壶出土于宝鸡市扶风县法门
镇一处西周窖藏，造型大气典雅，纹饰优美精致，
体现了西周中期青铜壶的典型特征。壶盖舌铸铭文
12行60字，主要记载了周王举行的宴会和赏赐，对
研究西周礼制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蚌雕人头像出土于扶风县召陈西周宫室建筑群
遗址内，小巧精致，底部钻有小孔，专家推测其功
能或是骨笄的笄帽。头像长脸、高鼻、深目、窄
面、薄唇，与中原人的面貌有明显差异，具有印欧
人的特点，是中西文明交流的珍贵物证。

摇钱树是汉代巴蜀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与

古人死后升仙等思想有关。展览中展示了四川成
都、达州与甘肃武威等地出土的汉代石雕摇钱树
座。“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多地都出土了摇钱树座，它们
反映了蜀道连接丝路后，巴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情况。”
谢丹说。

蜀道沿线自古以来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道
路通达进一步推动了商贸发展。早在两汉时期，蜀
锦就行销海内外，汉代织锦提花机模型、唐代织锦
残片、宋代米黄地八答晕纹蜀锦等，都见证了蜀地
丝织业的繁荣。唐三彩釉瓷盂、宋代广元窑绿釉瓜
棱纹执壶、耀州窑青釉印花婴戏纹盏等，让人得以
窥见蜀道沿线的窑火兴盛。陕西宝鸡法门寺塔地宫
与四川旺苍唐代窖藏出土的金银器对照展出，华美
精致，令人赞叹。专家推测，旺苍窖藏的主人可能
是唐代关中战乱时移民入蜀的一员。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历代文人墨客围绕蜀
道创作了数不尽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故宫博物
院藏《蜀道难图卷》、天津博物馆藏《蜀栈秋深图轴》、
旅顺博物馆藏《蜀峰栈道图》、沈阳故宫博物院藏《设
色蜀山行旅图轴》……展览中的古代画作精品，生动
再现了峥嵘壮丽的蜀道奇景。

《蜀道难图卷》为明代画家张宏的作品，以皴染
结合的手法，描绘了蜀道上的奇峰绝壑、古木清
泉、悬崖栈道，设色清新淡雅，气韵生动，体现了
吴门派文人画的特点。

创造独特观展体验

重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历史故事，感受剑
门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欣赏秦岭地区丰
富多彩的“生态基因库”，了解古人火焚水激凿石门的
技术……此次展览除了文物展示，还以场景复原、
艺术装置、多媒体影像等形式，调动观众的视觉、
听觉、嗅觉等感官，全方位展现大蜀道的魅力。

蜀道明月峡段素有“中国天然交通博物馆”之称，
在这条宽仅百米的深谷险峡内，汇聚了古今 6 种道
路：一是先秦时在沿江峭壁上开凿的栈道，二是位
于明月峡顶、朝天关上的金牛驿道，三是临江一线
的纤夫道，四是与纤夫道相邻的嘉陵江水道，五是
20世纪30年代开通的川陕公路，六是新中国成立后
修建的宝成铁路复线。展厅中运用多媒体手段打造
明月峡场景，融声光电于一体，带给观众身临其境
的感觉。

在“我与古柏合个影”互动环节中，观众可以“云
打卡”蜀道明珠翠云廊，与宋柏、隆中对柏、张飞
柏、阿斗柏、帅大柏、状元柏等名树合影。

四川博物院“让展览‘香’起来”的理念在这次展
览中得到延续。谢丹说：“很多观众喜欢蜀道，但他们
不一定去过蜀道，我们特别策划了‘闻香秦巴山’互动
展项，让观众通过精油闻香的方式，感受蜀道沿线的
植物气味，留下独特的蜀道记忆。”这一策划颇受观众
好评，有人留言写道：“加入香氛凸显地域特色，这点
很创新。”

围绕此次展览，四川博物院还开发了系列文创
产品，如“山间月”“林间风”“人间味”三大主题系列
香氛，对应展览的“天地人”主题，让观众可以把蜀道
芬芳带回家。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8月 8日，“北京中轴线——璀璨文脉 辉煌
中轴”展览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幕。此展览由北京市文物局指导，首
都博物馆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合举办，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5
层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预计为1年。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始建于 13世纪，形成于 16世纪，此
后经不断演进发展，形成今天全长7.8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日
前，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
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北京中轴线——璀璨文脉 辉煌中轴”展览是北京推进博物馆之城
建设的又一场景创新，打破博物馆传统展览空间陈设，将展览与交通
枢纽相结合，将机场公共空间打造为展示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平台，向国内外游客充分展示北京中轴线的丰富文化内涵。

此次展览依托首都博物馆“辉煌中轴——纪念北京建都870周年特
展”展陈内容，通过数字化巡回展览形式，以“中轴剪影、中轴精粹、中轴
全览”三部分，全面展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和北京城市发展历程，
在“新国门”为观众奉上一场可观、可感、可体验的中轴线文化“大餐”。

近日，苏州博物馆发布全新展
览品牌——“藏天下”系列特展。苏
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介绍，“藏天下”
系列特展的策划秉持开放、包容、
共赢的理念，与社会各界携手，共
同探索民间收藏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渠道，为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事业
创造更好的条件。

2021 年 12 月，国家文物局等多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民间收藏文
物管理 促进文物市场有序发展的意
见》，从制度层面为博物馆发掘民间
文化宝藏进一步“松绑”。“‘藏天下’
系列展览应运而生，将民间珍藏陈列
于博物馆，为广大观众带来文化盛
宴。”谢晓婷说。

“藏天下”首期展览“古典的回
响：溪客旧庐藏明清文人绘画展”在
苏州博物馆西馆举办。展览中 60 件

（套）展品全部来自溪客旧庐的收
藏，反映了 15—19 世纪中国文人画
发展史。

展览分为“吴门绘画与十九世纪
江南画坛的吴派趣味”“晚明与清初
的多种风格”“清代的正统”“花卉”4
个章节，着重展现明清时期江南文人
画家如何传承发扬古典绘画语言，推
动中国画史上的“文艺复兴”。以沈
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董其昌、王时敏等主张的“南宗正
脉”，王原祁、王翬、禹之鼎、钱维城等皇家“正统派”，恽寿平、钱载
等人的吴派小写意风格花鸟画，在展览中均有代表作品呈现。

展览开幕式现场，藏家杨崇和向苏州博物馆捐赠清代程庭鹭
绘《小沧浪消夏图》。此图兼有沈周之苍润与文徵明之淡秀，充满野
逸之趣，从中可见江南水土丰美与文士风雅。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10日。

四川博物院推出蜀道主题特展

千年蜀道 文脉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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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展览亮相大兴机场

清代恽寿平《花卉册》（局部）。 苏州博物馆供图

明代程嘉燧《黄山纪游书画册》（局部）。苏州博物馆供图

“北京中轴线——璀璨文脉 辉煌中轴”展览现场。首都博物馆供图“北京中轴线——璀璨文脉 辉煌中轴”展览现场。首都博物馆供图

图①：西夏刻花折枝牡丹纹金盏（武威市
博物馆藏）。 汪 洋摄

图②：西周丰卣（宝鸡周原博物院藏）。
四川博物院供图

图③：“雄关古道 经纬中华——大蜀道上
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展览现场。 张 艳摄

图④：东汉陶摇钱树座（四川博物院藏）。
四川博物院供图

图⑤：清代吴庆云《设色蜀山行旅图轴》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四川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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