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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3月，乍寒乍暖。
周末清晨，记者一行走进青海藏

文化博物院。青海藏文化博物院又称
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达
2 万余件 （张），是收藏、保护、展
示、研究藏文化的综合型博物馆。

据副馆长王建新介绍，青海藏文
化博物院总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
积 1.2万平方米。目前设藏医史、曼
唐器械、古籍文献、藏药标本、天文
历算、彩绘大观、藏族民俗、藏文书
法八大展馆及世界上最大的千尊药师
佛殿和古籍藏书阁。

展示藏医药发展史

在藏医史展厅里，28 位历代著
名藏医药学家的事迹、塑像、著作和
琳琅满目的藏式器物，无不展示着藏
医药发展的辉煌历史。一位位造诣高
深、影响久远的名医对疾病的独到见
解和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铺开了作
为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之一的藏医绚丽
多彩的历史画卷。

曼 唐 器 械 展 厅 展 出 的 80 幅 唐
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医药学史
上都属罕见。80 幅曼唐作品通过
4900 多幅小图诠释了藏医巨著 《四
部医典》中的胚胎学、解剖学、心理
学、养身保健学、药物临床学等诸多
内容。除此之外，还展出了藏医临床
中比较普遍用到的180多件外科手术
器械。这种独创的、以画卷形式进行
医药教学的挂图和 1300 多年来使用
的医疗器械，再现了2000多年前藏医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外科手术活动。

走进古籍文献展厅，卷帙浩繁的藏医药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1000多函典
籍呈现在人们眼前。其中，用传统工艺制成的藏纸，以金、银、珍珠、珊瑚
等为原料书写的《四部医典》最具传奇色彩。这部《四部医典》长达2米，宽
1.2米，490页，重达1.5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部藏医学经典。

藏药标本展厅展出了 2000 多件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动物、植物、矿物标
本，其中就有利用汞、金、银等原料经特殊工艺炮制而成的、被誉为“甘露
精华之王”的“佐太”。这里不但展示了藏药学名著《晶珠本草》中所收载药
物中的精品，而且也成了高原生物学的一个最精彩、最集中的展示课堂。在
展厅的一侧，模拟高原雪山、湖泊、河流、绿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中，陈列着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野牦牛、雪豹、藏原羚、金雕、藏马鸡、旱獭等标本。
一件件标本、一幅幅照片，生动、直观地展现了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特
殊的自然环境中生机勃勃的动植物生长环境。

《彩绘大观》富丽堂皇

天文历算展厅采用木雕时轮坛城、天文历算工具、古籍、历代有突出贡
献的藏历算学家雕像和现代化科技手段，实现场景复原，模拟藏族历算的日
月星辰运行状况，演示它在藏历推算、天气预报、测定方位等方面的作用与
推算方法。天文历算学是藏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
的一门自然科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天文历算同藏医药学有着直接关系，藏民族通过长期实践，得出“有算
必有药，有药必有算”的辩证说法，通过掌握外界气候变化、五行运行规
律，来进行疾病的诊断、治疗，药材的采集、炮制等。

彩绘大观展厅最值得期待。这里有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受国家版权保
护的 《中国藏族彩绘大观》。《彩绘大观》 长达 618米、画面达 1500平方米，上

有唐卡 700 多幅，不同的堆绣图案
3000多种，内容包括藏族对宇宙形成
的认识及历史、宗教、医学、艺术、民
俗、文化生活等诸方面，堪称藏族文化
的百科全书。画面气势恢宏、绚丽多
彩、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

据讲解员介绍，《彩绘大观》 从
策划到完成历时长达 27 年，由青、
藏、甘、川、滇五省区 400 多位藏、
蒙、土、汉学者、专家、顶尖工艺美
术师，采用纯天然绘画颜料，以藏族
传统艺术绘画技法绘制而成。

王建新说：“每年到了旅游旺
季，慕名来看《彩绘大观》的游客络
绎不绝。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每天接待
的游客数量都在千人以上，为此，博
物馆招收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讲解员。
我们的博物院是青海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也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来
这里实习的大学生志愿者一方面可以
加深对藏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
以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以后进入
社会作准备。”

藏文书法内涵丰富

藏族民俗展馆，通过复原和展示
藏族民居、服饰文化、民间工艺、马
具文化、卡垫文化、宗教法器和生活
用具，形象而生动地展现藏民族在不
同历史时期独特的民俗民情。

藏文书法展馆通过100多种不同
风格的藏文书法，反映了历史悠久的
藏文化丰富内涵。藏文书法有着悠久

的历史，具有淳厚的高原气息、浓重的乡土特质和明丽的雪域色彩。据象雄苯教
文献记载，距今约3000年前，雍仲本教的创始人“辛绕米沃齐”创制了象雄藏文，
之后出现了“玛尔钦”和“玛尔琼”字体。公元七世纪中叶，吞弥·桑布扎学成归来
后，对古老的象雄藏文进行全面改革，以雅砻语为基础，统一规范了藏语文，逐
步完成了《三十颂》和《音势论》等8部文法论著，同时参考了天竺的各种拼音字
体，确定了藏文的乌金 （楷书体） 和乌梅 （行书体） 两大书体。

“藏族人民历来十分重视书法艺术，重视书法练习。藏文书法展馆通过展
示、介绍，力求将藏文书法这一瑰丽珍品进一步继承发扬。”王建新说。

王建新透露，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的发展目标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博
物院建设成为藏文化典籍的藏书中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教育中心和文
化交流中心，最终将博物院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精品民族文化博物院，为保
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题图为青海藏文化博物院外景青海藏文化博物院外景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来自百度图片来自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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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国家级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
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自1986年9月13日开始，
记载着我国从古至今农业历史和文化的馆内藏品，面向国内外宾客
开放。

“品”味独特 中西合璧

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馆舍是1959年建成的，属于全国农业展览馆
建筑群的一部分。全国农业展览馆的地理位置、规模布局和建筑风
格均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亲自审定。

博物馆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其
建筑群由10座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单体展馆组成，成“品”字型排
列。

进入朝西的大门，站在空旷的中心广场上，向东望去，中心位
置的 1号馆，立于馆区正面的主轴线上。其北南两侧为 2、3号馆。
三馆一字排开，远看似浑然一体，苍劲的米黄色主色调更显庄重。

绕过三馆，三湖相连，4、5号馆坐落一北一南，分别位于2、3
号馆的东侧，两馆皆为东西走向，共同构成环抱湖滨之势。

向 4 号馆的北侧望去，是北部广场，北部广场的东北为 6 号
馆。与北部广场对应的南部，也就是 5 号馆的南侧，为南部广场。
南部广场的东南处为 7号馆，4号馆与 5号馆、6号馆与 7号馆两相
对称。东面林荫大道的尽头，为带有圆形折板屋顶的建筑群即 8、
9、10号馆，位于馆区南侧后方。展馆之间由长廊、方亭或柱廊连
接，长廊两侧栽植了各种花草树木。

整体建筑以中国建筑传统风格为主调，应用琉璃瓦屋顶、重
檐、亭台、楼阁、柱廊、栏杆等宫殿式、园林式处理手法，巧妙地
融中国传统、西洋古典与现代艺术形式于一体。

承载历史 博大精深

馆内现保存农业文物、标本、古籍和传统农具等
各类藏品近6万件，种类丰富多样。这些藏品见证了我
国农业的发展进程，使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不由自主
地跟随“农业”一起遥想历史。

目前的陈列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室外展
园三部分构成。

其中，既是基本陈列又是核心陈列的 《中华农业
文明陈列》，在 2号馆和 4号馆展出。馆中最为独特的
是展示了古代农业的“四大发明”，一幅幅栩栩如生的
壁画勾勒出农业的发展进程。

专题陈列分布在10、9、8、7号馆中。命名为“彩
陶中的远古农业”的10号馆，收藏了甘肃、青海等地
出土的彩陶200余件，展示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艺
术巅峰时期的作品；9号馆的 《中国传统农具》，通过
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灌溉、收获、运输、脱粒、
加工、称量9个单元，完备地呈现了农业生产的各道工
序；名为《中国土壤标本》的8号馆里，大大小小不同

颜色的土壤上种植着相对应的典型代表农作物，展示了数十种我国
的主要土壤信息。

工作人员介绍说，在7号馆《青少年农业科普馆》中，为了更
好地让青少年们学习到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还采用了声、光、电
等一系列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展示。

被列为稀有濒危植物的杜仲树，就生长在室外展园里。不仅如
此，素有“木王”之称的楸树，傲然挺立在湖滨路上。室外展园被
称为“立体的农业百科书”，划分为古代传统农事园和现代科学农
事园两部分，以农耕文化为主线，种植着种类多样的大小植物，讲
述着农业的另一番故事。

农业风采 驰名中外

自1986年9月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博物馆每年接待中外游
客百万人次，30年间接待的游客已达上千万人次。

“我们已经与韩国、日本、埃及、智利以及欧美等10余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国际业务交流，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民族农耕文明的独
特魅力。我们还时不时举办大型展览，每逢开放大型展览时，不要
说游客，讲解员的人数就能达到上千人，那个场面可不是仅仅用壮
观所能形容的。”博物馆外联部主任唐志强笑着介绍说，“我们还经
常举办具有农博特色的社会活动，主要面向青少年学生开展一些社
会教育性的活动。”

截至目前，中国农业博物馆已举办了21届夏令营活动，参加过
的中小学生有2万余人。除此之外，每年还举办各式各样的主题宣
传活动，例如“种子达人”“走进科普的春天”“送科技下乡”“探
求农业知识体验劳动快乐”等，让人们记住为生命提供营养能量的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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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方 霸 主
——庄蹻故国楚文物

大展》 日前在云南省博物
馆开展，观众可一睹战国时期

的32件编钟。
本次展览以春秋战国时期荆州

地区出土的楚国文物为主，部分展品
时代到秦代、西汉时期，还有少部分是

荆州地区出土的巴、越、三晋等地的“舶
来品”，较全面地展示了楚国的政治、军
事、文化、生活面貌。

据 悉 ， 此 次 参 展 的 文 物 共 200 余 件
（套），仅一级品就有50多件，其中天星观2号
墓出土的一套32件的战国时期的编钟，楚文化
特有的漆木虎座鸟架鼓，秦家山2号墓出土的战
国玉覆面等都是举世闻名的文物精品，本次展览
是它们第一次离开荆楚故地面向观众。

展览分“止戈为武”“食玉炊桂”“魂兮归
来”“天禄永终”4部分。“止戈为武”以兵器来看
楚国军事之盛况。展示有弓箭、弩机、剑、戈、
矛、戟、殳、盾牌。“食玉炊桂”以服饰、生活器
具体现战国后期楚国贵族生活之奢华。“魂兮归
来”以祭祀用品展示楚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包
括大量“镇墓兽”。“天禄永终”则讲述了楚国的
文化传播与传承。

在我国古文献中，楚通常被中原内地称为
“荆”“楚”或“荆楚”，南阳盆地至江汉平原

一带是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新中国成立以
来，考古工作者在荆州地区发掘了不少楚文
化的遗址和墓地，全面反映了从西周到秦汉
时期丰富多彩的楚文化面貌。

此次展览由云南省博物馆、荆州博
物馆共同打造。展期将持续至 6 月 11
日。民众可免费参观。

（据新华社电 记者岳冉冉）

古代楚国文物大展
亮相云南省博物馆

中国农业博物馆鸟瞰

坛城 何 聪摄

藏药标本展 何 聪摄藏药标本展 何 聪摄

博物院大厅唐卡 何 聪摄

当地游客观赏《彩绘大观》 王 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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