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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海关有哪些职能？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海关口岸在哪里？现代海关缉私艇长啥样？走进位
于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的中国海关博物馆，
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中国海关博物馆是中国海关总署直属的国家级
行业博物馆，2002年开始筹建，2014年 3月正式开
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和首批北京市学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
地。馆内现有藏品3.2万余件，包括文献典籍、通关
凭证、税银税票、查验工具、关服标识、外事礼
品、查私成果等，涵盖了从古至今各个时期海关的
代表性文物。

回溯千年沧桑

“中国海关博物馆具有海关文物收藏保护、海关
文化展示交流、海关历史研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和海关职业素质教育等功能，是中国海关的‘金色名
片’和‘第二会客厅’。”中国海关博物馆党委书记、馆
长尹鹏飞介绍，馆内常设展览包括基本陈列“漫漫
雄关道——中国海关发展之路”和“春天的故事——

‘海关 902’缉私艇专题展览”。基本陈列分为千秋古
关、近代海关、新中国海关三部分，围绕“国盛关兴、国
弱关衰”主题，展示海关的发展变迁及其在不同历史
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反映海关与国家的历史脉动，
该展览荣获 2014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奖”。

西周时期，中国的关、塞主要用于军事防御。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关市之征”“关市之赋”，关津
具有监管、查私、征税等职能。此后，历代中央政
府均在陆路、水路交通要道设置关津等专门机构，
管理跨区域商贸或边境贸易、对外贸易。

展柜里的“关”字瓦当，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
史，为汉代函谷关门楼所用。函谷关始建于春秋战
国时期，旧关城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紧靠黄
河岸边，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得名。中国史籍
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关令尹喜即任职于此。西汉张
骞凿空西域后，函谷关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
卡。汉武帝时期，将函谷关东移至今河南省新安县
境内，关中地区范围进一步扩大。

唐代始设集海关、外贸和外事职能于一体的市
舶使。宋元明三代沿用市舶制度，在东南沿海港口
设市舶司。元至元三十年（1293 年）颁布的《整治市
舶司条律》，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市舶管理法则，
共有 22 条，对市舶司的职责范围、舶商出海手续、
检查办法、抽分抽税比例、禁止出口货物种类、外
船与外商来元的处置办法等做了详细规定。

明清时期，运河、长江水运商道多设关征税，
称为“钞关”或“户关”。“这件清乾隆时期的青花瓷碗

产自江西景德镇，外壁描绘了悬挂‘九江关’幡旗的两
层官衙建筑场景。”讲解员介绍，九江钞关始设于明景
泰元年（1450 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瓷器进京的转运
枢纽，并监管外销瓷出口事务。

清康熙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海
关”正式成为中国进出境监督管理机构的名称。鸦片
战争后，由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税务司的“洋关”

“新关”（后统称“海关”）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原设监
管国内和近海船舶的机构改称“老关”“旧关”（后统称

“常关”）。“九龙关公署”铜牌、“潮海关”石碑、1888
年李鸿章手书“津海新关”匾……一件件文物见证了
近代海关风云变迁。

近代海关业务庞杂，除了征税、监管、缉私、统计
之外，还兼办或代办海务港务、新式邮政、商标注册、
经理内外债赔款、管理同文馆、组织参加世博会等。

“这是 1878 年由海关设计、印刷、发行的大龙
邮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讲解员告诉记
者，大龙邮票一套 3 枚，面值以银两计，分别是绿
色 1 分银、红色 3 分银和黄色 5 分银，用于不同种
类、目的地的邮件寄送。透过展柜上的放大镜可以
看到，票面图案为五爪龙配云崖海水纹，是清代皇
家服饰器物中常见的纹饰。

1894年《中国灯塔图》为海关总税务司署巡工司
绘制，是中国大陆仅存的孤本，记录了19世纪末中
国海域灯塔的分布情况。

收回“国门钥匙”

新中国成立后，海关主权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这是新中国海关总署首任署长孔原的任命书，由孔
原后人捐赠给中国海关博物馆，堪称‘镇馆之宝’。”
讲解员说。

孔原，原名陈铁铮，江西萍江人，1906 年出生，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时任抚顺市委
书记兼卫戍司令部政委的孔原接到中共中央指令，由
他负责筹备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1949年10月19
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任命书，任命孔原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首任署长。在这张
任命书旁，展示着孔原于同年10月26日签发的“海关
总署通告第壹号”，宣告海关总署正式在北京成立，负
责领导和管理全国海关及其业务。新中国海关的诞
生，标志着“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

1951 年海关总署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出口税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独立自主的进出口税
则，自此，海关税收成为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健康发
展的重要屏障、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家宏观
调控的重要工具。同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
海关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海关法，明确规定了海关的
领导体制、组织机构、职责任务及工作原则等。施行

36 年后，这部《暂行海关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经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通过，自当年7月1日起施行。

寒风呼啸，雪花飞舞，帐篷里煤油灯闪烁着微
弱的灯光，帐篷外炭火上架着一口锈迹斑斑的高压
锅，海关关员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行……展厅里再
现了水布浪沟支关（红其拉甫海关前身）1977年初建
时的场景。红其拉甫海关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内，所在口岸是世界海拔最高
的海关口岸，也是中国通往巴基斯坦的唯一陆路进出
境通道。

“这辆拉水车是 20世纪 80年代红其拉甫海关关
员使用过的。”讲解员介绍，红其拉甫地处被称为“生
命禁区”的帕米尔高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建关初
期没有自来水，海关关员在冬天冒着零下40摄氏度
的严寒，拉着车去凿冰取水。

几十年来，一代代红其拉甫海关关员克服高寒缺
氧等困难，坚守在雪域边疆国门一线。2005年，国务
院授予红其拉甫海关“艰苦奋斗模范海关”荣誉称号。

传播海关文化

走近“时光之镜”海关查验场景，感受海关监管的
现代化进程；在一个个橙色方块组成的互动展墙前，
了解不同类型的海关罚没财物如何处置；通过电子互
动设备，体验 H986集装箱检查系统的先进……中国
海关博物馆通过图文、实物、场景复原、艺术装
置、多媒体、互动展项等形式，为观众带来丰富多
彩的体验。

查缉走私是海关的基本职能之一。“新中国海关”
单元展示了海关查获的各种走私物品，如孔子鸟化
石、东北虎虎皮、汉代铜镜、齐白石《山水图》折扇、象
牙工艺品等，令人深感打击走私的重要性。

“这艘船好威风啊！”在“海关902”缉私艇专题展
厅，观众争先恐后地登上船头，拍照留念。

“海关 902”艇是中国海关博物馆体量最大的国
家一级文物。该艇长58.5米、宽7.8米，总排水量400
吨，最大航速29.5节，1989年开始在广东珠海拱北海
关服役，2009年退役。服役 20年间，“海关 902”艇共
航行28万海里，为打击海上走私立下赫赫战功。

近年来，中国海关博物馆深入挖掘馆藏资源，
集全国海关之力，精心策划原创展览，推出“风卷红
旗关权归——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海关百物特
展”、“长缨当关——中国海关与抗美援朝战争”专题
展览、“以关之智 助国之强——智慧海关建设‘智关
强国’行动”专题展览等代表性展览。2023年 12月，
中国海关博物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博物馆
联合举办“国门生物安全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篇”展
览。该展览内容基于中国海关博物馆2022年推出的
同名线上展览，补充了来自地方海关的近 300 件

（套）展品，在防城港市博物馆开展后，吸引了许多观
众前来参观。

围绕中华传统文化、海关行业特色、馆藏重要
文物等，中国海关博物馆推出一系列精彩的社教活
动、文化讲座。今年举办的“通关小达人”进出境旅
检体验活动、“我在关博修文物”、“守望远古的记忆”
科普知识小课堂、“缤纷仲夏 海关与非遗同行”系列
非遗体验活动等广受欢迎。此外，中国海关博物馆
还积极送展送课，让国门安全教育专家课、“一瓦承
风雨”“海关是什么”等特色课程走进学校、社区及基
层海关单位。

尹鹏飞表示，中国海关博物馆将在策划展览、
组织活动等方面不断创新，引入先进技术打造更具
沉浸感和互动性的特色展览，基于展览推出相关社
教活动，加强交流合作，与其他博物馆联合办展。
同时，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发布数字展览资源、在线
课程等，普及海关知识，讲好海关故事，更好地满
足公众需求。

连日来，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
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人
气火爆，大量难得一见的精美文物、一
系列富有创意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各地
观众前来参观体验。

此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埃及最高
文物委员会联合举办，中国国家文物
局、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共同指导，是迄
今全球最大规模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
也是中国官方博物馆与埃及政府首次合
作展示古埃及文明的重磅大展。作为上
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
第四展，此次展览生动演绎了两个古老
文明的跨时空对话，续写了中埃友谊的
美好篇章。

展览汇集 492组 788件古埃及文明的
珍贵文物，包括图坦卡蒙、阿蒙涅姆赫
特三世、拉美西斯二世等法老雕像，成
套木乃伊棺，女王金饰以及埃及萨卡拉
地区新发现的彩绘木棺、动物木乃伊和
雕像等。这些文物来自埃及国家博物
馆、卢克索博物馆、苏伊士博物馆等7家
埃及重点博物馆的馆藏和萨卡拉地区最
新考古成果，其中 95%以上的文物为首
次来到亚洲。

展览分为“法老的国度”“萨卡拉的秘
密”“图坦卡蒙的时代”3 个板块，从不同
角度解读古埃及文明的深邃内涵。“法老
的国度”呈现了一部浓缩的古埃及文明
史，涵盖古埃及人的宇宙观念、社会秩序、文字书写、工匠技
艺、墓葬习俗等。“萨卡拉的秘密”首次系统展示埃及考古队在萨卡
拉地区展开自主考古以来的重大发现，并设有可触摸的文物模
型，营造了一处蒙太奇的猫神圣殿。“图坦卡蒙的时代”聚焦传奇法
老图坦卡蒙，带观众探索图坦卡蒙陵寝的秘密。

围绕此次展览，上海博物馆精心打造“一站式文旅体验新场
景”。自7月27日起，定期举办“博物馆奇‘喵’夜”活动，欢迎观众携
宠物猫一同观展，这在全球综合类博物馆中尚属首创。观众可在

“萨卡拉的秘密”展厅猫神庙区域与宠物猫留影，还可以体验“携宠
云游埃及展”“巨型猫雕塑合影”“猫爪互动”“猫爪留言”等项目。

位于二楼展厅的“消失的法老：胡夫金字塔沉浸式探索体验
展”，运用先进VR技术给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时空旅行”。在
45 分钟的旅程中，观众可以登上大金字塔顶俯瞰吉萨高原全景，
探索金字塔内部从未向公众开放的区域，还能穿越到4500多年前
的埃及第四王朝时期，在尼罗河上乘坐太阳船航行。

配合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海博物馆陆续推出系列社会教育活
动，包括12场特展讲座、24场特展工作坊以及“博观大课堂”学生
专场。埃及主题夏令营、剧本游《萨卡拉的秘密——最后的猫神
节》、“跟着喵神，走进古埃及”研学课程等精彩纷呈。

与展览同步推出的文创产品备受观众欢迎。首发近600款文创
产品包含“萌神守护”“众神信仰”“神圣符号”“象形密码”“埃及风
光”五大系列，涵盖服饰、文具、3C 数码、生活家居、潮玩摆
件、冷饮等品类，让观众多元体验埃及文化。

据悉，展期将持续至2025年8月17日。

本报电（闻华） 近日，苏州博物馆举办“向美而生 长三角非遗系
列——安徽阜阳界首彩陶展”。本次展览是江苏省苏州市与安徽省阜阳
市结对合作帮扶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成果，由苏州博物馆联合阜阳市博
物馆、阜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界首市博物馆和界首市文化
馆共同举办，遴选界首彩陶陶瓶、陶罐、陶塑等55件（组），包含早期代
表性器物与当代非遗传承人作品。

界首彩陶烧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秉承唐、宋三彩遗
风，兴于元明，盛于晚清。界首彩陶吸收了磁州窑等北方民窑烧造工
艺，融合剪纸、木版年画和戏曲等艺术元素，采用剔花、刻划、模印、彩
绘、贴塑等多种技法，风格古朴自然。纹饰题材除自然中常见的花、鸟、
鱼、虫外，还展现戏曲中的人物、场景，尤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卢山义创
新的“刀马人”系列为代表。

展览分为“陶韵薪传”“陶艺工琢”“陶思渊长”3个单元，展示界首彩
陶的历史脉络、当代发展和传承情况、工艺流程与创新，体现了民间
艺术家的匠心与巧思，彰显民间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 15 日。展览期间，苏州博物馆将推出特展导
览、专题讲座等活动，丰富观众体验。

中国海关博物馆

讲述“国盛关兴”故事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汉代“关”字瓦当。

1878年由海关设计、印刷、发行的大龙邮票。

“九龙关公署”铜牌。 孔原签发的“海关总署通告第壹号”。本文图片来源：中国海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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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上海博物馆参观“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王 初摄（人民图片）

观众在上海博物馆参观“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王 初摄（人民图片）

观众购买古埃及文明大展文创商品。 陈玉宇摄（人民图片）

界首彩陶亮相苏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