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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7日 星期六 走进博物馆

常设展览：
以青铜器、陶瓷、书画为特色

无论从南入口还是北入口进入上海博物馆，观众都能
迅速看到该馆最精华的展览部分，即位于一楼的中国古代
青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与举办临时交流展的第一展览
厅。其中，中国古代雕塑馆的120余件雕塑作品，展现了战
国至明代中国雕塑艺术的变化发展，大量作品为佛教雕塑。

上博的重头戏，就在一楼东部的中国古代青铜馆。这里
常年陈列400余件青铜珍品，一进门，便是一件萌生期的青铜
器——夏代晚期镶嵌十字纹方钺。走过一段距离，是一件可
用浪漫来形容的青铜器，叫子仲姜盘，铸造于春秋早期。

“这是一位大师为她妻子铸造的盛水器，配合洗手礼
的。你看，三虎足托，平盘内里个头小小的，都是各种小
动物，鸭子、鱼、蟾蜍各种都有，注水时可原地旋转，很
灵动。”上海博物馆志愿者郑文蕾感慨：“现在都这么美，
可想而知当年有多么漂亮。”

二楼的展览，以陶瓷为主。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清
末，8000年中国陶瓷史，精选500余件陶瓷精品，集历代名
窑佳作，讲述一段土与火的神话。走进二楼中国古代陶瓷
馆，除仰韶文化时期的一批尖底瓶、自灌瓶外，很快就能
看到一批陶瓷明器。一座绿釉陶望楼，足足有三层楼高，
猪圈、厕所、四角的弓弩等，表现得淋漓尽致。烧制于商
朝的青釉弦纹尊，则被称为全世界原始瓷器中品相非常好
的瓷器之一，观众不可错过。接下来，是一批不乏风趣幽
默的唐三彩。上海博物馆志愿者徐瑾笑着介绍：“你看，这
个彩色釉陶文吏俑，像不像穿个背带裤？还有那个天王
俑，是小参观者最喜欢的‘天王踩小鬼’造型。”

这里，有褐色白色相间的绞胎陶碗，活生生就像只小
木碗；有“上博的骄傲”、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盘、洗
等瓷器；有“镇馆之宝”之一、金丝铁线哥窑五足洗；有
拍卖价达 4150 万港元的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
瓶；有豇豆红的康熙皇帝文房用具，而这种颜色极难烧制
……件件珍品，美不胜收。

博物馆三楼，以绘画、印章、书法艺术为主。其中，中国历
代绘画馆汇集唐宋元明清的名家真迹，百余件绘画珍品齐聚
一堂；中国历代印章馆精选近500件实物展品，无一不代表着
所属时代的独特风貌；中国历代书法馆则以甲骨文、金文起
始，包括竹简、石刻，囊括“二王”佳作在内的名家真迹。

四楼同样精彩。这里汇聚了中国少数民族工艺馆、中
国古代玉器馆、中国明清家居馆、中国历代货币馆、丝绸
之路中亚古币专室等。

特别展览：
精心筹备，总能引起满城轰动

特展，同样是上海博物馆的特色所在。上博的特展很有

名气，原因很简单，这里几乎每一个特展都历经数年精心筹
备，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是精挑细选，蕴含着主办方持之以恒
的学术探索和对观众满满的诚意。因此，上博几乎每一个特
展一经推出，都能满城轰动。

特展一般安排在上海博物馆分布在各层的临时展厅中。
今年9月，就有三个特展同时亮相，为观众们带来新鲜体验。

在俄罗斯联邦文化部的鼎力支持下，由上海博物馆和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盛世威仪：俄罗斯
皇家军械珍藏展”从 7月 4日起至 10月 10日亮相上海博物
馆一楼第一展厅。据介绍，这也是国内首次集中反映俄罗
斯沙皇与帝国时期军械艺术的主题展览，集中展示了来自
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201件、近120组馆藏精品，系统反映
俄罗斯皇家军械珍藏在17至18世纪逐渐形成的过程及其艺
术特色。展品包括彼得大帝、彼得二世、安娜·伊奥诺夫娜
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
二世女皇的肖像、服饰、兵械、火器、马具和勋章等。

“惟砚作田：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展”于7月17日至10
月7日亮相四楼第三展厅。砚亦称研，是研墨的工具。上海
博物馆所藏各朝古砚品类丰富，尤以明清文人题铭砚、著
录砚与近世巨匠陈端友制砚为馆藏特色。本次展览遴选了
馆藏精品共计96件 （组），希望通过这些精品佳作，为观众
展现砚史的发展脉络。如海派砚雕开山鼻祖，20世纪最杰
出的制砚艺人陈端友的作品，再现真实的自然生物与摹写
古物是其一生的追求。

二楼第二展厅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明清贸易
瓷展”于8月7日开始，展至2016年1月4日，展品是从故宫
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藏品中遴选出的160余件明清时期贸易
瓷。这一展览旨在反映这一时期中国陶瓷外销的状况。展出
的明代贸易瓷既有来自菲律宾、叙利亚和欧洲的传世器皿，
也有日本专门订烧的器物，还有从沉船打捞出水的珍贵瓷
器。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宝库中徜徉之余，也别忘了轻松一
刻。有一个小提醒，一天的参观结束后，可以逛逛上博一
楼附设的艺术品商店，这里经营的各类大型文物图录、文
物衍生品等，设计极具匠心，值得带一两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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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市中心，坐落着一幢形如铜鼎、暗合中国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建筑——上海博物馆。

始建于1952年的上海博物馆，是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之一。位于上海人民广场的新馆，

则建成于1996年。这幢建筑地面展览层有四层，拥有馆藏文物百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14万件。藏品涵

盖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玉牙器、竹木漆器、甲骨、玺印、钱币、少数民族工艺等21个门类。

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好这些珍贵文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焦点。近
日，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在沪落成。据悉，该中心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文
物保护科技中心。

不少全球领先的文保设备在此亮相。如用于清洗文物的国内第一台双模激光清洗
机，具备安全可控、最大限度保护文物的显著特点；国内功率最大的计算机断层扫描
仪从德国引进，能清晰检测到文物内部的细微结构；还有高精度恒温恒湿纸张分析
室、高光谱检测仪、热释光测定年代仪、离子色谱仪等，让文物保护、文物修复、科
技考古、古代工艺技术研究应用等工作站到了新的起点。

如子仲姜盘，这是春秋早期用于盥洗的青铜器，工艺精湛，最令人叫绝的是盘内
装饰的立体小鱼、蛙、水鸟等小动物不仅造型生动，而且每一个都能在原地作360度
旋转。它们是如何焊接的？长期以来都说不清楚，令各路专家十分困扰。日前，上博
文物保护科技中心运用X-CT机对其中一条鱼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检测，发现有一个榫
卯结构的部件镶嵌在鱼的腹部，揭开了多年未解的谜题。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自2007年以来，有关部门批准多批中央和地方财政
资金用于配备18台 （套）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保护修复装备和研究配套设施，大幅度
提升了上海博物馆科研创新能力和文物保护修复的基础条件。上海博物馆在1958年设
立文物修复工场，并于1960年增设文物保护实验室，专职从事馆藏文物保护和文物修

复工作。多年来，上博开展了
一系列的文物科技保护专项研
究，并修复了馆内外大量各种
文物，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馆
藏文物保存环境重点科研基地
和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单位。

据介绍，未来，在规划中
的上博东馆还将设置开放式的
文物保护修复陈列，通过现场
展示方式，展现书画装裱和青
铜、陶瓷器修复的工艺过程，
观众隔着玻璃可以直接观看文
物修复的实际操作，学习文物
保护修复知识，提高文物保护
意识。

□镇馆之宝

即便是在以青铜器收藏
著称海内外的上海博物馆，
大克鼎仍可称为该馆“镇馆
之宝”。

大克鼎顾名思义，“大”是
其突出特点之一。它铸造于西
周孝王（公元前 10 世纪末）时
期，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大克鼎形制庄重宏伟，
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这么大的鼎，在博物
馆界青铜器收藏当中是不多的。因为大，对铸造技术要求也特别
高，反映了当时的财力物力。

气魄雄浑的大克鼎，纹饰也精美绝伦。口沿下饰有 3 组变
形兽面纹，间隔以 6 道棱脊，足上部饰兽面纹，腹部饰有波曲
纹，出色地综合了当时图案与雕塑艺术的成就。

大克鼎的铭文同样很重要。大克鼎是膳夫 （官名） 克用来
纪念祖父师华父的重器。腹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 28 行，计
290 字，可分为两段，前段是克歌颂他的祖先师华父美好的品
德，后段是周王对克的册命辞，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并赏赐
礼服、土地和奴隶，全篇布局严谨，字迹端正，是少见的金文
书法杰作，同时又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宝贵资料。

大克鼎

铸造于西周厉王 （公元前9世纪中叶） 时期的晋侯稣钟是一
套西周晚期的打击乐器，全套共 16 件，可分为两组，每组 8
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晋侯稣
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均为甬钟。每组
的前4件为大钟，纹饰浅而较为细致，后4件为中小型钟，纹饰
深而阔。敲击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组合成美妙的音乐。

更可贵的是，晋侯稣钟整套编钟共刻有铭文355字，完整记
录了西周厉王33年，晋侯稣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
夷的战争。晋侯稣因立功受赏，做此编钟。晋侯稣钟铭文记载的这
场战争，史籍中无从查考，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
而且，稣钟上的355个字的铭文都是刻凿上去的，这也是目前发现
的最早的刻凿铭文。

国家文物局 2002年发布的 《首批禁止出国 （境） 展览文物
目录》，共有64件 （组） 一级文物禁止出国 （境） 展出。晋侯稣
钟位列其中，成为首批禁止出国 （境） 展览文物。

晋侯稣钟晋侯稣钟

牺尊

铸 造 于 春 秋
晚期的牺尊，高
33.7 厘 米 ， 长
58.7 厘 米 ， 重
10.76 公斤。尊作
水牛形，牛腹中
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孔，仔细看，中间孔洞处还藏着一个锅
形盛器，可以自由取出。据分析，古人以此来温酒，靠前后两
个空穴灌注热水于牛腹中来供给热力。

这件特殊青铜器，堪称古代艺术之瑰宝。此器形态稳重，
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
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
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
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
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2002 年 5 月 ， 在 香 港 苏 富 比 拍 卖 会
上，张永珍以 4150 万港元高价拍得一件粉
彩蝠桃纹橄榄瓶，这是清代雍正年间景德镇
官窑烧造的，创下了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最
高价。她决定把这件罕见的珍品捐赠给上海
博物馆，正式捐赠仪式于2004年2月14日在
上海举行。上海博物馆自此永久收藏并展出
这件流失海外多年的珍品。

粉彩是雍正彩瓷中较为流行的一个品
种。这件粉彩瓶瓶身呈橄榄式，形制端庄秀
美。白净的外壁以粉彩绘饰果实累累的桃树
和嬉戏穿梭的蝙蝠，八桃二蝠，“蝠”“福”谐
音，桃是寓意“长寿”，“蝠桃”即为“福寿”之
意。据介绍，传世雍正官窑粉彩器上画蝠桃
纹样的多为大、小盘子，见于橄榄瓶的极为
罕见，而粉彩蝠桃图案的橄榄瓶更是仅此一
件。过去，这种造型和纹样大同小异的作品
仅见于雍正青花瓷。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展馆新气象

国内最大的国内最大的“文物医院”
本报记者 曹玲娟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里，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文物保护修复。

上海博物馆外景上海博物馆外景 观众参观展览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4510
家，比2013年度增加了345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从博物馆举
办主体看，国有博物馆3528家（国有文化文物部门所属2798家，国
有其他部门所属730家），非国有博物馆982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
增速尤为显著，比 2013 年度新增 171 家，所占比例由 2013 年的
19.5%上升至21.8%。从博物馆分类来看，综合类1743家，历史纪念
类1840家，艺术类411家，自然科学类196家，专题类（含其他）320
家，虽仍以综合类、历史类为主，但博物馆的体系结构正在逐步调整
完善。

截至去年年底

全国博物馆已达4510家

“惟砚作田：上海博物
馆藏砚精粹展”陈端友制笋
形端砚 子仲姜盘

国庆假期里，四川省首个乡村博物馆——绵阳市游仙区玉河镇
乡村博物馆照常开放。很多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专门赶来参观。犁
头、风车、石磨、油灯、马掌、匾额……这些散落乡间的农家物
件，被郑重地摆放在展厅里。它们身上不仅折射着先辈智慧，也守
护着乡村根脉。

“许多人生长在乡村，却被现代都市生活冲淡了乡愁。”玉河镇
镇长董勇讲起乡村博物馆组建的起因，流露着担忧。

2012年 9月，玉河镇博爱学校新任校长李术义跟镇党委有关负
责人汇报工作时曾说，玉河镇虽是偏僻之地，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李术义当老师多年，经常下村、家访，发现乡村农户家里散落着不
少农耕器具、民俗用品。在他看来，岁月越是久远，越能显示它们的价
值。何不搭建一个平台，传承乡土文化？李术义的设想得到玉河镇党委
的全力支持，2013年，玉河镇乡村博物馆正式落成，设在了博爱学校。

藏品哪里来？发动村民捐献旧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年搁置
在犄角旮旯的农耕器具，平时不起眼，但捐出去还真有些不舍，还有农
户主张用货币置换。玉河镇逐级开会讨论，乡干部们走村串户摸家底、
选宝贝。玉河镇博爱学校副校长李晓军把工作做到了岳父家，最终将
一架百年龙骨水车捐献出来；天宝寨村支书朱正享捐出了自家祖传的
一对太师椅；村民白蝉阮将家里的一块清代匾额无偿送给博物馆。

乡村博物馆的收藏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多样，目前已有2000多
件，分成石器类、陶瓷类、木器类、竹编类等门类。其中，明代石
雕6件，清代中晚期石雕12件，汉代陶俑1件，明代酒缸1件，清代
酒缸1件。文物专家预测，价值上百万元。“我们收藏的农具类物品
100余件，轮式水车、石碾子等物品十分珍贵，篾匠、剃头匠、弹
花匠等现已不多见的匠人工具也重回人们视野；还有图书画报、小
人书等，让参观者了解到前辈的智慧、乡间的历史。”李术义说。

玉河镇乡村博物馆每周三定向对学生开放，每周五对外开放，
开馆至今已有上万人次参观。同时，博物馆还开展乡村博古活动，
举办专题讲座，让历史与现代对话；每周三请玉河本地的篾编艺
人、木匠师傅、川剧艺人、舞狮人等传授民间绝活，让参观者亲身
体验，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

四川首个乡村博物馆收藏2000多老物件

唤起人们田园记忆
本报记者 刘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