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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博物馆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新宁广场东侧，仿唐中式建筑，气势
恢宏，它的中轴线与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凉王朝点将台——虎台遥遥相望，历
史气息十分厚重。

突出特色，馆藏文物丰富多彩

青海省博物馆是一处省级大型公益性综合博物馆，自2008年对全社会免
费开放后，年均接待观众40万人次左右，成为百姓了解青海、增长知识、休
闲娱乐的文化阵地。

“地处三江源头的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悠
久，馆藏文物因此极富地方和民族特色。我们从青海省情出发，展现青海灿
烂的历史文化。”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元旦尖措说。

元旦尖措介绍，博物馆内设主、侧展厅 9个，展厅面积 7400平方米。除
了“江河源文明——青海历史文物陈列”和“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每年
举办各类具知识性和教育性的临时展览约30个。

走进“江河源文明——青海历史文物展”基本陈列馆，以“三江之源”
为主题，“史前文明遗珍”和“历史文物精粹”两大部分共9个单元呈现在人
们眼前。这里展示的510余件 （套） 各历史阶段珍贵文物，无不显示出青海古
代先民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文化艺术、工艺技术中的智慧。

“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是另一个常设展，集中展示青海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国家级57项，省级93项，代表性传承人199人。这里以青海部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主体，突出青海民风民
俗，表现青海各民族在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地方和民族
文化。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青海省博物馆将重点文物、知名文物巧妙地安排在
各个历史节点，包括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史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原始
人类舞蹈纹彩陶盆、我国历史上第一面铜镜、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面条、
喇家遗址出土的石磬，还有都兰县出土的精美丝织物、唐人手书经卷等。

交流合作，充分发挥馆藏优势

近年来，青海省博物馆挖掘馆藏优势，主动走出去，全方位展示青海悠
久的历史文化。

《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中国青海少数民族文字文物文化展》《茶马
古道》 等跨区域展览，先后赴贝宁共和国、香港、澳门、北京、浙江等地展
出。

同时，积极引进了贵州博物馆 《霓裳银装——多彩贵州少数民族服饰艺
术展》、深圳博物馆 《现代书法大家作品展》、吉林省博物院 《旗装雅韵——

清代满族服饰展》 等省外精品展览，为
青海省内观众近距离、全方位、多层次
了解异域文化提供了契机。

据介绍，青海省博物馆与中国藏学
研究中心、中国科技大学、瑞士阿贝格
基金会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对馆藏珍
贵纺织品文物进行保护修复；与南京博
物院、北京鉴衡文物修复中心、上海博
物馆合作，完成元代纸币和瞿昙寺经书
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馆藏金属文物
保护修复方案、柳湾博物馆文物预防性
保护修复方案。

2015 年，4 位专家分别围绕“茶马
古道”“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交

流”“丝路在青海”“青海文化巡礼”“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的关系与交流”
“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精品文物”“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历史见证”等内容，
在云南、杭州、天津、上海等地博物馆以及西宁市承办的第十四届中日地方

交流促进会、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对外交流国际研讨会中进行了学术交流，获
得与会学者一致好评。

近 5 年来，青海省博物馆先后有 70 多人参加了国家、外省市和省内主
办、承办的各类专业学习班和业务交流活动。2015年举办了全省文博系统讲
解员培训班，邀请北京、西安等地专家，为青海6个民族自治州、地 （市） 的
22家文博单位授课培训。

创新手法，让历史文物“活”起来

青海省博物馆打破早前那种文物加展柜的简单陈列，将历史事件和人物
穿插进展览之中，利用景观重现历史场景，让文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活”了起来。
2014年，《江河源文明——青海历史文物陈列》 大胆采用现代科技手段，

根据展览内容所需，增加了观众互动软件、透明屏及动画视频、电子资料查
询、互动小游戏等多种形式的多媒体技术。

同时，还设计制作了史前人类生活、陶窑模型、喇家灾难遗址、史前农
作物、吐谷浑与内地互市、隋浑联姻、青唐城等场景；并用连环画的艺术形
式，表现青海地区古代先民制作骨器、玉器、青铜器的工艺流程，使游客更
好地了解古代青海手工业的发展历史。

在大厅、展厅、休闲驿站，利用 LED 大屏及电视，滚动播放 《三江源》
等系列宣传片；结合“5·18国际博物馆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等主题日，
开展义务讲解、文物法规咨询、普及文物保护知识等系列活动；组织“流动
博物馆”进校园活动，以宣传展板、PPT课件等形式，向中小学生全面展示
馆藏历史文物文化知识，并随机发放调查问卷，深入了解文化需求。

为了让参观变得更加轻松有趣，寓教于乐，青海省博物馆在重点文物和
“名牌”文物的介绍中，加入二维码。只要观众轻轻一扫，文物身世清清楚
楚，有了趣味，还增长了知识。

元旦尖措介绍，依托博物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元
素，博物馆正在积极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及文化衍生品。彩陶、铜玄武砚滴、
狼噬牛金牌饰等50多种文化创意产品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赞誉。2014年，研发
的“彩陶围巾”荣获“中国创意”产品大赛暨丝路·长安国际文化创意周活动

“丝路新秀奖”。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青海省博物馆启动了全省
民族文化资源现状调查项目，深入州、县及偏远农牧区，
对部分珍贵文物进行了抢救性征集保护。”青海省博物
馆副馆长元旦尖措说。

青海省博物馆除了日常展陈，还承担了全省文物
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累计调查珍贵文物
信息 2387 件 （套），增设了独立部门文物保护中心，
负责规划统筹全省文物保护项目，制定保护修复方
案，承担具体的修复工作。

近年来，青海省博物馆逐步完成恒温恒湿及新风系
统安装、文物保存设施采购、库房基础设施改造、文物
展柜采购等项目工程，
为珍贵文物配置了保存
囊匣，文物库房安装了
保存密集架，精品文物
库 房 安 装 了 恒 温 恒 湿
机，其他文物库房安装
了新风换气系统，使文
物保存环境达到稳定、
洁净的要求，扭转了以
往文物保存环境不利的
局面。

同时，博物馆顺利
完成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馆藏文物登录
工作，截至去年，共登录文物数据 15027 件

（套），拍摄藏品照片 69725 张，上传 14946 件
（套）。

在元旦尖措看来，文物安全工作是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确保馆藏文物
安全，博物馆制定完善了包括门卫、值班、文物保管安全检查、应急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制度。开展了全馆职工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与各科室、租赁户负责人

签订了 《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了责任划分区
域以及用火、用电规定；定期在全馆范围内进行
消防、安防等各类安全检查，组织安保人员开展
消防演练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演练。元旦
尖措说：“这些举措，确保了文物、馆舍及各类
展览和大型活动的安全，多年来未发生一起安全
责任事故。”

自 2008 年免费开放后，博物馆逐步提高免
费开放服务水平和质量，开展微笑服务，设立
便民服务台，免费提供急救药品、存取箱包，
增设了残疾人专用通道。为方便不同民族的游
客，在馆区内外增加汉藏两种文字标识，增加英
文语种讲解服务等。

“保护好文物，做好服务，使更多民众免费
享用公共文化资源，是我们博物馆应尽的责
任。”元旦尖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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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纹彩陶盆
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泥

质红陶，敛口，卷沿，略鼓腹，
小平底。黑彩纹饰。在口沿内壁
绘有两组手拉手的群舞人体图
形，分别为11人和13人。人物身
着圆球形装束，形象与大通上孙
家寨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的
人形略有不同，但画面都用简洁
明快的构图，生动描绘出一幅原
始人群集体舞蹈的场景。

辫套
辫套是藏族女子服饰中的背饰之

一。每逢节日藏族妇女将秀发辫成 108
条小辫，分别装入两个辫套内。此件辫
套黑底，用彩线绣有各种花卉图案，其
上又间隔连缀三个大小不等的银碗，银
碗上鐕刻花卉并涂以各种颜料，再镶珊
瑚。辫套下缀黑色穗子，色彩鲜艳，图
案生动，装饰庄重华贵，给人以美的享
受。

清彩绘吉祥天女唐卡
布面彩绘。主尊为吉祥天

女像，上部绘有宗喀巴师徒三
尊像，下绘财神像。主尊神态
狰狞，右手拿魔杖，左手持骷
髅 碗 ， 呈 游 戏 坐 姿 于 坐 骑 之
上 ， 坐 骑 四 蹄 腾 空 ， 动 感 极
强，上界为宗喀巴师徒三尊，
下界为财神，画面色彩艳丽，
对比强烈，绘制精细。

清鎏金铜宗喀巴坐像
铜质，通体鎏金，头戴

尖顶僧帽，身披袈裟，左肩
莲花经书，右肩莲花宝剑，
手施说法印，结跏趺于双莲
座上。宗喀巴为藏传佛教格
鲁派尊崇的上师，头戴黄色
桃形尖帽，具有自己的形象
特征和标志。

元至元通行宝钞贰贯
桑皮纸，呈长方形。钞面第一栏

“至元通行宝钞”，第二栏中“贰贯”字
样。下有长方形排列的两贯钱形，左右
两旁印有八思巴文各一行，左书“中统
元宝”；右为“诸路通行”。钞面上下各
有一八思巴文官印，左上角盖有蓝色斜
骑缝章印。纸币保存较好，字迹清晰，
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货币制度的重要
实物资料，十分难得。

褐釉剔花缠枝牡丹纹罐
青海互助丹麻出土。敛口，鼓

腹，平底，口部饰弦纹。白胎，褐
釉，剔花露胎工艺，主题纹饰为缠
枝牡丹。器型规整，工艺娴熟流
畅，纹饰美观生动，是西夏瓷中的
精品。

弦纹网纹彩陶壶
青海民和核桃庄拱北台遗址出

土。橙黄色泥质陶，侈口，长颈，鼓
腹，平底。器型规整光洁，从上至下
通体绘彩，色彩艳丽。颈部为弦纹，
肩腹部分别绘网纹、圆圈内填十字圆
点纹和波纹、弦纹。构图层次分明，
线条均匀准确，显示出高超的构图技
巧，是一件珍贵的彩陶艺术品。

铜镜
青海贵南尕马台墓葬出土。

铜镜正面磨光，背面中间有半圆
形钮，已残。镜缘有两个穿孔。
主题纹饰为羽状七角星纹。铜镜
用单范铸造，这是我国目前考古
发现最早的一面铜镜。

玄武砚滴
青海互助高寨墓群出土。砚滴龟蛇合体，作站立状。龟头前

伸，双眼圆睁，口衔一件小铜碗。小碗浅腹，平底。龟甲铸痕清
晰，形象逼真，有长蛇曲卧龟背，蛇头曲伏在龟颈右侧，花纹呈
点状分布蛇身。龟腹中空，龟背中央有一管状孔直通龟腹，一用
作注水口，二可能作为笔插用。龟蛇古称玄武，是“四神”中的
南方之神，因此，称该器为玄武砚滴。

·馆藏精品·

唐黄地联珠团窠对马锦
残片，呈方块。织锦，黄地，联

珠圈纹，蓝彩绘对马，对马昂首，一
前蹄弯曲，马头饰有飘带，纹饰基本
清晰。一侧保留有幅边，1：2 平纹经
重组织，联珠窠对兽装饰特点具有浓
郁的西域风格，是研究“丝路”中西
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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