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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收藏和参观，而是要让观众参与进来，去体
验去感受。”站在云南省博物馆新馆的前方，副馆长戴宗品对记者说道。在
他的提醒下，记者才发现脚下踩着的地砖上绘着一幅云南省地图。

走到博物馆入口，是一个由窄至宽的喇叭形，通道上方采用了“一线
天”的设计，吊幕的金属板上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兽形金饰片的图
案。“所有的设计都源自云南的历史和文化。”戴宗品介绍。

从进入博物馆开始，这些细节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基本陈列的序厅
里，一进门就能看到左右两侧的两面墙壁。右边是一面浮雕墙，用金属铝
浇铸翻模，从5.3亿年前到1949年，辅以相应的地形地貌、生物和文物，用
17个节点叙述云南的历史；左边是一幅红土地的墙画，意寓云南的生命根
植于红土地之中。一抬头，就能看到一组装饰。这组装饰以“层”为基本
元素，表现出云南多变的云和唯美的梯田。

为了能够让观众对博物馆的展览有更直观的体验，每个陈列都配有相
应的场景还原。在远古云南的展厅里，有大量的恐龙模型，观众在参观游
览的同时，还伴随着恐龙逼真的叫声，可以看到会下蛋的恐龙。在体验馆
里，观众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把模型拓片带走；“嘎吱嘎吱”地走在木道
上，可以欣赏远古时期的雨林；穿过石洞穴，可以去感受新石器时代的人
类生活……

在近现代史的云南展厅里，展示脉络依照百年历史的顺序，分为“内
忧外患”“倚剑南天”“燎原星火”“金沙水拍”“滇迤烽火”“曙光初现”6
大主题，展厅空间依主题演绎出“暮色的古城”“灰暗的战场”“黎明的曙
光”3大氛围，巧妙地结合不同材质和灯光，述说历史的故事。展厅空间一
开始为 T 形所切割的曲折道路，曲折的墙面，带给观众紧张压迫的空间
感，直到最后为开阔明亮的出口，又让观众如释重负，加深参观印象。

陈列展览通过在艺术形式、科技应用和观众互动等方面的大胆尝试，
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了。

2015年8月，云南省博物馆主办了《绣罗云裳——海派旗袍与云南服饰
展》，荟萃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旗袍、当代精品旗袍以
及云南博物馆藏民族服饰和云南本土民族服装。

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同时空的艺术情趣、鲜明的区域特色，在展览推出
当天，模特们身着旗袍和民族服饰，上演了一场生动的 T台秀，引得女性
观众尖叫连连。这场山与海的对话，直接体现了服饰时尚与传统的碰撞。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博物馆推
出《蜿蜒之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展》。为了配合该展，博物馆
还特别举办了一次“重走滇缅路”深度体验活动，组织各行业文博爱好
者、收藏鉴定爱好者一行33人，去滇缅公路沿线的各纪念馆和历史遗存地
去缅怀先烈。

在博物馆大堂上空，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悬空的玻璃盒。这个玻璃盒
就是博物馆的体验中心。二层是儿童活动中心，小朋友可以在此参加文化
艺术体验活动，培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三层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中
心，大人们可以在此体验中国文化精髓。

“博物馆的核心不应该仅仅只是让观众进来走马观花地游览一下，它的真
正目的在于要用不同的形式去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历史的故事。”戴宗品说。

● ●馆藏精品馆藏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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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西南边
陲，有独特的区位优
势，历来就是文化交
汇的中心区域。文化
的 不 停 交 流 与 碰 撞 ，
让多元文化能够在云
南这片红土高原上得
到充分融合，为今天
云南多民族融合格局
的形成奠定了意识形
态的基础。

在云南省博物馆
新石器陈列当中可以
看出，石器有打制和
磨制两种。这可以说明滇西地区同时生存着两类人种，一群人在澜沧江附近
游牧，另一群人却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两种文化同时在一个区域存在，这
并不多见。

滇国时期，对外交流条件就得天独厚，往西有通达印度的身毒道；西北
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
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土著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重
要摇篮，同时也是云南和东西南北各方交流的文化熔炉。

滇青铜文化汲取了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因素，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典型
代表。在青铜器陈列中可以发现，滇青铜器上留下了很多滇人乐舞的场景，
其中许多人物形象打扮不同——有的穿紧身窄袖衣裤，有的戴高尖帽，有的
颌下还留着山羊胡须，种种特征表明，他们应该是来自异域的旅人。

“云南地理位置特殊，自然、地貌、气候、生物的多样性，带来了文化的
多样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贯穿于云南历史发展始终，这也体现在我们博物
馆的展览上。”戴宗品说，“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给云南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西南地区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我们要充分利用博物
馆的资源，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宣传介绍区域历史文化方面，发挥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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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10 日，《茶马古道
——八省区文物特展》 的首展，让新
颖的云南博物馆为世人所瞩目。

茶马古道是形成于秦汉，兴盛于
唐宋时期的交通、贸易与文化交流大
动脉，连接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海上
丝绸之路，形成亚洲中部高原地带的
完整交通网络。该展由云南省博物馆
主办，内蒙古博物院、广西壮族自治
区博物馆、四川博物院、西藏博物
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省博物
馆、青海省博物馆联展，以西南古代
交通史和茶马古道的发展演变为背
景，以滇、川、藏大三角为茶马古道
核心区域，采用移步换景的展示方
式，逐步将观众带入茶马古道，并进
一步展示出这些路线所跨越的不同文
化 区 域 。 此 展 展 出 文 物 500 余 件

（套），其中一级文物超过100件。

2015 年 5 月 18 日，在第 39 个国际博物馆日，云南
省博物馆新馆以崭新的姿态正式对观众开放，整个博
物馆展厅面积达 16500 平方米，共收藏文物 19.8 万件
之多。历时 6 年，一个功能齐全、布局合理、设施先
进的现代化博物馆呈现在观众面前，被人们称作“筑
梦空间”。

远远望去，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暗红色方形建筑，如
同一个宝箱，将历史文化的艺术品承载起来。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戴宗品介绍，博物馆主体建筑
呈“回”字形，其设计取意于云南彝族“一颗印”式传
统民居建筑；贯穿多层的狭长缝造型的灵感，则来源于
云南石林风化后的体态；外观颜色为深铜色，则意在体
现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称。

云南作为“植物王国”的特色，在博物馆的设计上
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博物馆原地形属回填土形成的平
坦地貌，为实现高低起伏的地貌形态，将坡地元素引入
其中，将主体建筑被托起的形象与周边地形有机结合，

打造出灵动多变的绿化景观环境。室外景观大都采用本
地植物，各种植物多达 100余种，并辅以水文景观，尽
显花开四季的“春城”特色。

美观与实用的结合，是博物馆的又一大亮点。博物
馆建筑外墙的深铜色金属板上全部被打上小孔，单体图
案多达11种，1万平方米外墙墙面形成了8600多种图案
组版，十分壮观。同时，这些小孔构成的不同图案的组
版，又为馆内带来了充分的自然风与自然光。不同构
图，不同时间下，形成不同的光影效果，为馆内的观众
带来了新颖独特的光感体验。

戴宗品说：“我们在设计上的一个很大考量就是节
能与采光。比如，我们在中庭有四个不封顶的天井，里
面种满了茶花、槟榔、竹子，空间的互通让观众能够享
受到绿色空间，引入的自然光又补充了大堂的采光。”

科学巧妙的设计，使得博物馆实现了对自然光与自
然风的充分利用。“我们都说它是一个‘会呼吸的博物
馆’。”戴宗品笑着说。

设计独具匠心，这个博物馆会“呼吸”

6个基本陈列，将云南的历史娓娓道来

以文物为引领，云南省博物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云南各族人民在红
土高原创造的厚重历史和辉煌文明，成为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了解云南
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古代科技的重要殿堂。

博物馆二楼和三楼设有 6个基本陈列，分别是 《远古云南——史前
时期的云南》《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南中称雄——东汉至魏
晋时期的云南》《妙香佛国——唐宋时期的云南》《开疆戍边——元明清
时期的云南》《风云百年——近现代时期的云南》。

这 6个基本陈列展现了云南不同历史阶段的风貌，同时又是一个整
体，呈现出一段完整的历史流变。从5.3亿年前寒武纪地质历史时期的生
命大爆发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沿着历史的时间轴，基本陈列通
过17个节点将云南的历史娓娓道来。

戴宗品说：“我们改变了博物馆以专题展览为主的形式，打造了一个
通史陈列，将云南的山川风貌、自然物产、民族风情和人文历史高度概
括其中。”

据介绍，云南澄江生物群、加拿大布尔吉斯生物群和凯里生物群构
成世界三大页岩型生物群，为寒武纪地质历史时期的生命大爆发提供证
据。在云南省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澄江动物群这一享誉世界的远古生物
与地质的考古发现。

云南“元谋人”在东方人类起源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从自然历史
的演化到人类起源，博物馆以沙盘、文物、模型、影视资料等手段，呈
现了云南远古文化的超前发展，展示了云南独特的地质发展史和地理、
地貌特征及其在生物发展史、人类发展史、民族文化多样性方面的独特
价值。

虽然是通史陈列，但 6个基本陈列又各具特色。以 《文明之光》 为
例，这个陈列通过大量的考据与设计，以云南全省为视角，以“滇国”
为重点，汇集云南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再现司马迁笔下神秘
的“滇国”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边疆部落，一步步发展成具有前国家性
质的“酋邦”社会，并最终并入西汉帝国“大一统”版图的具体历程。

“云南省博物馆是对自然历史演化和云南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交代。
我们把展览的艺术性与历史性结合起来，在重点位置突出历史节点的艺
术呈现。”戴宗品说。

历史文物作证，展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让博物馆“活”起来
本报记者 李茂颖

牛虎铜案
战国，高 43 厘米，云南省江川

李家山出土。由青铜材料铸成，造型
为二牛一虎的组合。以一头体壮的大
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
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
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
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

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
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牛虎铜案
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角前延伸，给
人以重心前移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
后仰，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
横置的小牛增加了案体下部的重量，
形成最稳定的三角型。

牛虎铜案与甘肃武威出土的铜
奔马“马踏飞燕”齐名，有“北有
马 踏 飞 燕 ， 南 有 牛 虎 铜 案 ” 的 美
誉。

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宋代，高29.5厘米，重1135克，出

土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此尊立像高
发髻，戴化佛天冠，面作女相，受结妙
音天印。下着裙，束花形腰带，赤足。足
下有二方形榫。舟形背光，银制镂空，
内作莲花纹，向外分别为优罗钵花、联
珠纹和火焰纹。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
件宋代以纯金铸造的佛像。

银鎏金嵌珠金翅鸟立像
大理国，高 18 厘米，云南省大

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银质，金翅鸟
头饰羽冠，颈细长，翅膀向内卷，作
欲飞状，两爪锋利有力，立于莲座之
上。尾、身之间插有镂空火焰形背
光，其上饰水晶珠五粒，整器鎏金，
显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金翅鸟是
佛教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法形象，它通
常用来比喻佛具有慧眼，能观十方世
界，五道众生，佛法可破除一切障
碍，所向无敌。

剡溪访戴图轴
元代，纵 75 厘米、横 56 厘米，

绢本设色。是黄公望晚年作品，以浅
绛法绘制，描绘晋代著名书法家王徽
之行船往剡溪访问人物画家戴逵时，
被途中雪霁美景迷住，一路慢慢欣赏，
直至夜幕降临时才到达目的地，兴尽
而归。黄公望的作品有浅绛与水墨两
种面貌，浅绛山水浑厚圆润，水墨山水
则潇洒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

镶宝石金发冠
明代，高 11.5 厘米、底径 11 厘

米，重 320克，出土于云南沐氏家族
墓之沐崧夫妇合葬墓。该器呈半球
形，由形似莲花瓣的薄金片，内外四
层累叠而成。冠面镶嵌有红、蓝、
绿、白等各色宝石 20 多粒，光芒四
射，交相辉映。冠顶插有一如意形嵌
宝石簪，沿顶簪两侧各插有一对镶红
和镶蓝宝石的笄。这顶曾经被王侯使
用过的金冠，集中融会了多种工艺技
法，如捶揲、錾刻、镂空、镶嵌、焊
接等，充分反映了明代金器高超的制
作水平。

五华山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 年，长 180 厘米，宽 140 厘

米，绸制。其底由两块红绸拼接而
成，绳套为淡黄色，五角星为浆过的
淡黄色布片拼接而成，针脚细密。
1949年 12月 10日凌晨，五华山瞭望
台上升起了这面五星红旗。这面象征
着光明和希望的五星红旗见证了历史
转折关头云南人民作出的重大选择，
是云南现代历史的珍贵文物。

小朋友看得聚精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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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新气象

（以上文字由李茂颖、胡楠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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