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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西域历史的记忆——新疆历史文物陈列》 展
厅，图表、照片、景观模型、摹绘、历史文献、幻影成
像、多媒体演示等吸引了不少参观者，互动游戏更是增
强了观众的参与度，拉近文物与观众的距离。

为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层次观众的文化
需求，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让文物
真正活起来，新疆博物馆 2014 年从创新展览的形式入
手，对《西域历史的记忆——新疆历史文物陈列》《新疆
古代干尸陈列》《新疆民族风情陈列展》三大基本陈列展
览进行了完善和提升。

从展陈形式上看，在展厅的主入口两侧设计连绵起
伏的天山山脉画面，巧妙利用序厅前两个柱子，艺术处
理为烽燧造型，将建筑原有结构隐藏其中。序厅主墙
面，用极具西域特点的新疆织毯，衬托主题文字，结合
新疆当地民族图案花纹，强调地域特点，突出主题。

左右墙面选择当地代表性器物纹饰——狮形金牌
饰，忠实再现历史，表现出特有的地域文化。一单元以
一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为主题，采用微缩沙盘手法
全景展示分布于新疆当地多处古人类遗址。小河遗址景
观复原，以观者的视角，大景深表现遗址的壮美与苍凉。
努拉塞山铜矿遗址，用一组大型展柜展示铜矿坡面模型，
并微缩复原炼铜铸铜场景。在一侧设计一组大型全息影
像，动态展示洋海墓地女子复原像及墓地结构。高昌故城
遗址通过一组大型沙盘展示，沙盘两侧运用风蚀地貌造
型突出地域特征，并在前方设置多媒体互动及文字说明。

整个展览通过景观模型、幻影成像、沙盘、地图等
多种展陈手段，弥补内容表达的缺失，增强展览的多样
性和互动性，使文物的展示更生动，更富有表现力和感
染力，提高观众的参观兴趣。

展厅还设计了一些观众可以动手制作或亲身体验的
参与项目，如触摸标本、问题翻板、拼图游戏、触摸听
音、学习单等，活跃了展陈气氛。

展厅还增设了虚拟展览的板块，以“数字化”的方式，
将新疆历史各阶段的重要文物、图片及史料文件等典藏数
据，以高分辨率扫描、数字化拍摄、三度空间模型虚拟制作
等技术加以数字化存储，并通过网络完整呈现，让观众可
以足不出户了解了新疆历史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

每到周末，都有一大批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博物馆举
办的社教活动，有时候是听一场讲座，有时候是参加一
次模拟考古，让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中了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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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是全疆最大的文物和标本

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宣传教

育机构。馆藏的纺织品文物、

纸质文书、彩绘泥塑、古代干

尸等数量可观、极具特色，是

反映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

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

的科研价值、观赏价值和社会

教育价值。

让文物“活”起来
本报记者 李亚楠 文/图

周末社教活动，小朋友在家长的帮助下用橡
皮泥捏出自己喜欢的文物。

唐代，高 86厘米，1973年吐鲁番阿斯
塔纳墓地206号墓出土，木质，从躯体至牙
齿是由三十六块大小不等木块雕刻后粘合
而成。天王全身施彩，头部为火苗状，浓
眉倒立，身穿铠甲上有龙头装饰，并用
红、黄、蓝、绿、黑等色绘出流云、缠枝
花卉、宝相花纹，色彩绚丽，富丽堂皇。
天王俑是作为墓葬守护神置于墓室门外，
保卫墓主人“安宁”之物。这类木雕天王
踏鬼俑，到目前为止国内仅此一例。

彩绘天王踏鬼木俑

东晋，长 24 厘米，宽 8.5 厘
米，高 4.5 厘米，1964 年吐鲁番
阿斯塔纳古墓群 39 号墓出土。
古称鞋为履，此鞋用麻线编织成
底，鞋面以绛红、褪红、墨绿、
海蓝、橘黄、烟色、白、黑八彩
丝线编织，每个条带上有织出图
案或汉字，在白色地上用红色丝
线织出“富且昌”，用蓝色丝线
织出“宜侯王”，用黄色丝线织
出“天延命长”，这是当时富贵
人家的吉祥用语。后帮为忍冬纹
图案，保存完好如新。其工艺精
湛，色彩绚丽，是目前保存最好
的织成丝履。

“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织成履

汉代，长9.8厘米，宽6厘米，48.5克，
1976 年焉耆县博格达沁古城黑圪达遗址出
土。带扣是古代男子束腰皮带的挂钩。此件
带扣为纯金打造，采用造模、捶揲、镶嵌、
焊接等多种工艺。带扣前端有穿孔，装活动
扣舌，用以扣住腰带。

当时，金带扣在权贵阶层中使用，此件
工艺精湛，璀璨夺目，为金器中的精品。器物
整体图案由 1 条大龙和 7 条小龙组成，群龙
戏水，灵动飘逸。同时在颗颗绿松石、粒粒金
珠的点缀下，跌宕有致的浮雕感尤为强烈。
金珠的制法是将金丝切成小段，再熔融聚结
成粒，然后夹于两块平板之间碾研，加工成
溜圆的小珠，在带扣上，一个个小金珠排列
均匀整齐，光洁清晰，为不可多得、弥足珍贵
的国宝。

八龙纹金带扣八龙纹金带扣

魏晋时期，长 15.9 厘米，
宽 5.7 厘米，1959 年民丰尼雅
遗址出土。木牍为胡杨木加工
制成，上下两页相叠形成完整
牍，尚未启封。牍中央凿出方
形封泥坑和三道绳索沟槽，以
褐色细毛绳捆扎粘附封泥。

佉卢文是记载犍陀罗语的书面语言，公元前5世纪起源于犍陀罗 （今巴基斯坦
国白沙瓦一带），公元3世纪左右曾一度东传，流行于塔里木盆地许多地区，成为官
方语言。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主要发现在当时鄯善国境内的尼雅、楼兰和米兰遗址
中，内容包括国王谕令、公私书信、契约、籍账和佛教文学作品等。在中国纸被普
遍使用之前，竖写材料是削成薄片的竹木简牍，简较窄，牍较宽，传递机密文书时
使用封检。

（文图由李亚楠整理）

矩形佉卢文木牍矩形佉卢文木牍

东汉，边长 2 厘米，通高 1.6 厘米，1959
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煤精制作，正方
形，桥形钮，印文为阴刻篆书“司禾府印”。
汉代在西域最重要的经济建设是屯田，但关
于司禾府以及在尼雅河流域的精绝国是否实
施过屯田，史书并无记载。此枚官印出土说
明东汉在尼雅一带屯田，并设有专司屯田事
务的机构，填补史书的空白。

司禾府印

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一个缩影

季羡林曾在 1986年《红旗》第 3期撰文指出：“世界历史悠
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
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
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新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新疆博物馆就是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一个缩影。博物馆
于2005年9月落成并正式对外开放，占地1.7万平方米，地下
一层，地上二层，主体高 18.5米，玻璃穹顶高 29.5米，建筑

平面呈“一”字型对称布局，外墙饰面为天然大理石和白色
大理石镶嵌，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格和新疆地方特色。

博物馆展厅面积 7800 平方米，共收藏历史文物、民族
文物、革命文物等近 6 万余件 （组）。展厅展示的文物十分
丰富，有木器、陶器、青铜器、金银器、干尸标本、食物
等。同时，通过声、光、电、多媒体和触摸屏等多种现代
化手段，让整个展馆的一件件珍贵文物，如新疆历史的

“活化石”，一下子变得更加系统、生动和形象。在这里，
可以感受到新疆历史的悠久及民俗的绚烂，可以静静地驻
足参观，感受历史的厚重感，也可以跟随讲解员，聆听这
些文物背后有趣的故事……

充分展示新疆历史人文画卷

馆内常年免费对外开放四个基本陈列，构成一幅新疆历
史文化的壮观画卷。《西域历史的记忆——新疆历史文物陈
列》《新疆民族风情陈列》《逝者越千年——新疆古代干尸陈
列》和《新疆古代服饰的记忆展》，涵盖了新疆珍贵的文物考
古实物和资料，让来参观的游客通过这幅画卷触摸到新疆历

史文化的命脉：深厚、博大。
历史展厅经过一年多的改进，2015年重新开放，通过展出

近千件文物、大量的图片、图表、复原场景，结合互动装置等，较
为系统地反映了从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的各个
历史时期新疆的历史面貌，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神
圣不可分割的部分、多民族聚居和多宗教流行的区域。

民族风情展厅布置与陈列分为不同的展区，较全面地展现
了世居新疆的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等13个兄弟民族绚丽
多彩的民俗风情，在每一个民族的展区，突出表现了各民族独
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或者室内布局，并通过展示馆藏各民族
独具特色的传统民族服饰，体现各民族的精神文化风貌。

二楼的《新疆古代服饰的记忆》展厅，介绍的是从先秦时期
一直到明清时期新疆古代各族先民悠久灿烂的服饰文化，通过
不同时代的服饰文化来体现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最吸引人的是古尸展厅，展示从新疆古代墓葬中发掘的人
类遗体，保存十分完好。通过百件文物、大量场景复原及蜡像
等，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生活在新疆的古代先民生活的情况。举
世闻名的楼兰美女，尽管已是一具干尸，但依据她的体质特征
复原的肖像，让世人可以一睹古代罗布泊女子的美丽容貌。

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石俊介绍，新疆各地出土的干
尸既不同于埃及的木乃伊，也不同于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的
湿尸，这些干尸都是在新疆极其干燥的环境中自然形成的人
体标本，出土的时候除了没有水分以外，人体的面部特征以
及衣冠服饰大多与入葬的时候相似。

文物修复保护取得显著成就

新疆博物馆科研工作以馆藏文物为重点，在
泥塑俑像的修复与复制、古尸处理与保护、以丝
网加固法修复残破的栽绒鞍毯 （76×74厘米）、以
自建传统小窑复制陶器、揭裱古代书画等方面都
已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果。在古代丝织品研究方面
突破了前人“唐代纬锦说”的局限，对唐代印染
工艺，尤其是久已失传的“夹缬”工艺作了恢复
并使之再现。在回鹘文文献与吐鲁番出土汉文文
书的整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2002 至 2010 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地区陆续发掘了
一批佛教遗址，并陆续出土了大量残损壁画珍
品。2013年5月20日，国家文物局投入资金173万

元，将达玛沟地区出土的近百幅壁画调运至新疆
博物馆开展保护修复工作。在新疆博物馆和敦煌
研究院文保工作者的合作下，共计编号拍照壁画
98幅，其中完全修复完成 62块，并按照尺寸制作
了囊匣，以便保护；剩余 36块残块，因无历史依
据暂时无法进行拼接，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表面
除尘、颜料层加固、表面封护等保护措施。

中心开展的系统性项目有吐鲁番阿斯塔那古
墓群出土泥塑文物修复保护、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
纺织品修复保护。曾经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首都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长城博物馆、中国医史博物
馆、文字博物馆、扇子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等单位
提供过文物复（仿）制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与瑞
士阿贝格基金会合作，对山普拉出土纺织品、且末
扎滚鲁克出土纺织品开展了修复保护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外观 （图片来自网络）

新疆民族风情陈列 （图片来自网络）新疆民族风情陈列 （图片来自网络）

工作人员正在修复山普拉墓葬出土的毛织品
李亚楠摄

观众正通过电子屏了解展厅内容

□展馆新气象

□馆藏精品□馆藏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