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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旅顺口，半部近代史。坐落于大连
市旅顺口区历史文化街区太阳沟的旅顺博物
馆，创建于1917年，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博物
馆，是中国博物馆发轫的见证。它与大连这
座城市共度风雨，折射并铭记着中国近代史
的变迁。

百年沧桑 历经俄日管辖

“咱们通常所讲的旅顺博物馆百年是以
1917 年 4 月 1 日为起点，而追溯旅顺博物馆
的建馆历程，还要从沙俄租界旅大时期说
起，远远不止 101 年。”旅顺博物馆副馆长
房学惠对本报记者说。自1991年从南开大学
毕业后，房学惠就一直在旅顺博物馆工作，
她对馆史、馆藏如数家珍。她介绍说，早在
1899 年 12月，沙俄驻旅大首任总督阿列克
谢耶夫上任，在其主持制订的《旅顺新市街
设计方案》中，规划在旅顺新市街中央修建
一个大型广场，广场南端拟建“将校集会
所”，这就是今天的旅顺博物馆馆址。不
久，日俄战争爆发，“将校集会所”仅完成
了基础部分就被迫停止。“将校集会所”的
设计者为俄国设计师冯·哥根。今天我们仍
能看到冯·哥根的设计图纸，也可以说是旅
顺博物馆的第一张建筑图纸。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取代沙俄获得了
在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经营
权。1906年9月，日本在旅顺成立军政一体
的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1915年 11
月 26 日，根据日本关东都督府令，在千岁
町原俄清银行旧址 （今旅顺万乐街 33 号）
成立“物产陈列所”，展出图书和少量调查
收集来的文物，从而形成了创建博物馆的基
础。1916年11月，“物产陈列所”改称“关
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迁入松村町新馆址

（今 旅 顺 列 宁 街 22 号 ， 后 改 称 “ 考 古 分
馆”），1917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由于
此时具备了藏品、展览、观众三大要素，标
志着旅顺博物馆正式建立。

1916 年 11 月，关东都督府投资 20 余万
日元，在大迫町 （今旅顺列宁街 42 号） 原
俄国“将校集会所”建筑基础上兴建博物馆
大楼，也就是今天的旅顺博物馆主馆。1918
年 4 月工程基本完工，时称“本馆”。该建
筑由关东都督府土木课建筑技师松室重光主
持设计，是一幢融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

兴和东方建筑特色为一体的近代折衷主义建
筑，也是大连近代建筑的优秀代表。1918年
4月改称“关东都督府博物馆”，1919年4月
易名“关东厅博物馆”，1934 年关东州厅迁
往大连，博物馆以地名命名，改称“旅顺博
物馆”。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8 月 22
日，苏联红军解放旅大。同年 10 月，苏联
驻军指挥部派员接管旅顺博物馆，改名为

“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苏联派出考古学家
前来指导工作，对馆内藏品进行了简单整
理。1951年，根据中苏两国有关协议，苏军
将博物馆移交给中国政府。

“回归后的旅顺博物馆，从 1952年春天
开始全面开展工作，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
跃。”房学惠说。1952 年 10 月，“旅顺东方
文化博物馆”改名“旅顺历史文化博物
馆”。1953 年，旅大市人民政府将博物馆划
归旅大市文教局行政管辖，自此，旅顺博物
馆成为大连市属的博物馆。同年，时任国家
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来旅顺博物馆指导工
作，在全面考察旅顺博物馆的基础上，指出
旅顺博物馆应该“以各时代的艺术品组成历
代艺术综合陈列”，从而确定了旅顺博物馆
为历史艺术性博物馆的性质。1954 年 4 月 1
日，经旅大市人民政府批准，“旅顺历史文
化博物馆”改名为“旅顺博物馆”。时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了馆名。

藏品珍贵 入选首批一级馆

“旅顺博物馆是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国家

一级馆成员。”房学惠告诉记者，百年历史
发展奠定了旅顺博物馆丰厚的藏品资源，博
物馆现有馆藏文物6万余件，文物资料30余
万件，包括以“大谷收集品”为主的丝绸之
路文物和以罗振玉旧藏品为主的中国古代艺
术品两大体系。全部藏品按照质地和出土地
域分为 20 个类别，涵盖青铜器、陶瓷器、
玉器、书画、印章、钱币、甲骨、石刻、竹
木牙雕、文献档案、外国文物、大连地方考
古品等。

在丰富而独具特色的馆藏品中，“大谷
收集品”是较早入藏的一批文物，因其数量
众多、价值珍贵而占有重要地位。1902年至
1914年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三次前往中
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中国新疆和
甘肃敦煌等地考查古迹、搜集文物，其所获
文物资料的一部分在其1915年移居旅顺时被
带到这里，1929 年作价卖给“关东厅博物
馆”。这些文物以佛教文物为主，包括各种
材质的佛教绘画和雕塑、不同功能的佛教用
具。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出土于吐鲁番等地的
各种佛经典籍，其中有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汉
文写经——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断
片，有被确定为公元5世纪的、最接近鸠摩
罗什《妙法莲花经》译本原典的梵文写本断
片，还有世界上仅存三个完整敦煌本 《坛
经》中学术价值最高的后周显德六年《六祖
坛经》等。古印度佛教石刻也是大谷收集品
的一部分，从公元 2 至 3 世纪犍陀罗艺术，
到公元 6 至 8 世纪笈多艺术，完整地反映了
佛教艺术早期发展的基本状况。这也是目前
中国国内唯一一宗该专题的文物收藏。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百科全
书式的人物，在诸多领域有着开创性的贡
献。从 1928 年举家迁居旅顺，到 1940 年病
逝，罗振玉在旅顺生活了 12 年，其晚年的
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1945年苏
军进驻旅顺后，因罗振玉的私宅和“大云书
库”被征用，致使罗家大部分文物古籍散失
流落。因罗振玉与旅顺的特殊关系，他旧藏
的大量文物借地缘之便或以民间征集或以政
府拨交的方式存藏在旅顺博物馆，也正因如
此，旅顺博物馆成为目前国内保存罗氏旧藏
文物的重要机构。据统计，旅顺博物馆共收
藏罗氏旧藏古器物 3500 余件、甲骨 2200 余
片、内阁大库档案约 230件册、古籍图书总
数达 1200 种 4000 余册。其中，馆藏青铜器
就是以罗氏旧藏为基础，深刻浸润着上世纪
初文物收藏重铭文、轻鉴赏的时代特点，许
多器物以记史证史见长。如反映西周昭王时
期周天子率诸封国南征楚国的 《过伯簋》、
记录春秋时期吴王梦寿对外征伐史实的《冉
钲》、铭铸秦始皇廿六年统一度量衡40字诏
文的权器和量器等。这些在学术界历来作为
从不同角度证信史事、补苴 （jū） 古书缺
佚的珍贵资料。

大连地方出土文物是大连地区近百年来
考古工作的生动诠释，也是大连古代文明的
见证。馆藏大连地方文物上自旧石器时代，
下至明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反映了
辽东半岛文明的独特气质，是研究大连及东
北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馆藏明清书画精品纷呈，自成体系，其
中部分作品为清宫散佚书画，因其保存完
好、题跋精详、传承有绪而备受关注。如明
代沈周的 《青园图》、文征明的 《老子像》、
唐寅的《松林扬鞭图》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
价值与艺术价值。康熙皇帝跋 《兰亭序》、
跋《曹娥碑》及临王羲之、米芾、苏轼、赵
孟頫、董其昌等历代书法名家的墨迹，对研
究清代书法更是难得的珍贵史料。馆藏的宋
代苏轼 《阳羡帖》 和元代刘秉谦 《竹石图》
也曾是清宫收藏，堪称书画收藏领域的珍稀
品和孤品。

近些年，旅顺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不断
向科学化、信息化发展，建立了文物数据管
理系统和馆藏文物管理达标规范体系，并对
文物库房进行改造扩建。2013年9月，新库
房投入使用，馆藏新疆干尸、古籍善本等珍
贵文物得到了科学保护。如今，101岁的旅
顺博物馆依然生机勃勃，向游客们述说着历
史更迭和文化流传的故事。

“这款字敦厚朴实又粗壮有力。”“这件
作品很细致，正统而均整，手写风格非常漂
亮。”日前，由汉仪字库主办的第三届“字
体之星设计大赛”举行终评，专家评委从
2000多件来自海内外的字体设计稿中评选出
19 件获奖作品。投稿者中既有专业设计师，
也有普通爱好者。“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比
赛，促进字体设计创新，发掘出更多优秀的
设计人才。”汉仪字库有关负责人说。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其龙，将传统

的书写类榜书进行再设计，创造出一款书法
字体“劲榜”，受到评委们的欣赏。刘其龙
是个“汉字迷”，从 6 岁开始学习书法。“我
一直跟汉字打交道，以前是用笔墨书写，现
在更多的是设计字体，走向数字化、走向互
联网。”

在字体大赛评审现场，笔者看到不少与
“劲榜”风格相似的书法字体，设计者们将
它们命名为“粗楷”“隶心体”“翰墨草
书”，还有一些极具设计感、充满创意的现
代字体，如“怪怪体”“暗夜精灵体”等。
这些字体说不定某天就会出现在你我的手
机、电脑屏幕上。

据估计，中国现在已有近2000款汉字字
体，这么多字体品种，为什么还要设计新的
字体呢？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字体设计的价值日益突显。“时代在
变，文字的形态也会相应地改变，它代表了
时代的审美取向和民族的文化水准，从这个
角度来说，字体设计是特别重要的。”中央
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王敏对笔者说，“互
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字

体，个性化字体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汉字字体的演变

过程也是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的传承过程。
如今通用的“宋体”，便是源于明代刻匠为
适应印刷术的普及，基于南宋时期已形成的

“仿宋体”而改良创造的字体。近年深受大
众喜爱的“颜楷”“瘦金体”的原型，则是
颜真卿、宋徽宗等书法大家的墨宝。

现代汉字字体与传统书法艺术的关系是
传承也是创新。王敏认为，字体设计基于汉
字书法，但随着印刷技术升级、数字化媒体
普及，现代字体设计还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字体设计师朱志伟设计的“北魏楷书”
曾获日本森泽公司国际排版文字字体竞赛铜
奖 。 在 他 看 来 ， 原 有 的 楷 书 字 体 “ 太 秀
美”，有时呈现得不够清晰醒目，于是他将
北魏时期墓志和造像中的“方笔”融入楷
书，变圆柔的笔画为刀切斧凿的痕迹，显得
更加雄强有力。

“大字要紧密而无间，小字要宽绰而有
余。”从业 40 多年的朱志伟总结出经验。他
指出，现代汉字字体设计仍要遵循传统书法

的规律，但相比注重抒发个人情感的书法作
品，字体设计更追求功能性和统一性，并且
要符合大众审美，适应新技术要求和当代人
阅读习惯，比如正文字体应尽量做到“以正
取势”。以“委”字为例，顶部的平撇要尽可能
取平取正，更能体现文字对视觉的冲击。

“汉字之美在于人和自然的融合，我们
的造字方法本来就是源于自然，远取诸物、
近取诸身。在设计字体的时候也要取法自
然，不用过度装饰。”朱志伟说。

虽说汉字是中国人的创造，但汉字字体
设计在国内尚属新兴行业。早年国内版权保
护环境较差，字体设计行业发展滞后，而版
权保护较好的日本在汉字字体设计上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中国。
近年来，国人的版权保护意识增强，字体设
计行业也越来越受关注，设计人才不断涌
现，字体创新层出不穷。日本著名字体设计
师鸟海修在看过此次大赛作品后说：“从总
体上看，目前中日两国的汉字字体设计发展
水平相近，各有所长。”他认为日本在宋
体、黑体上做得更细致，中国则在楷书、行
书上做得更好。

当下，许多国家和地区掀起学汉语的热
潮，汉字字体在海外的传播和应用也愈加广
泛。中国字体设计行业的发展壮大，让世界
能够更好地感知汉字之美。“未来汉字字体
的创新应继续扎根传统书法文化，形成具有
民族特色的设计风格和设计文化。”王敏说。

前不久，第三届 《中国诗词大会》
隆重收官，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雷海为
夺得总冠军，一时成为坊间热议。古典
诗词在电视传播和社交媒体的发酵下，
唤醒了潜藏在国家和民族肌理中的文化
记忆，点燃了现代人重温古韵的热情。

近两年，不少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
综艺节目大放异彩。放眼望去，在 《中
国诗词大会》 之外，还有 《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国家宝藏》

《经典咏流传》 等。吸收借鉴了 《山海
经》《述异记》 等传统志怪文化的影视、
文学、游戏产品也蔚为大观，《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古剑奇谭》《轩辕剑》 等作
品虽然口碑褒贬不一，但因为贴近年轻
受众而有着极高的市场关注度。“朕知道
了”胶带、《韩熙载夜宴图》APP、建筑彩绘

“秘密皇宫”等文物衍生品广受欢迎，让故
宫博物院成为“网红”，也引发了社会上对
传统文化进行文创开发的热潮。

而这些不过是当代大众文化的几个
样本，代表着传统文化宝藏在互联网时
代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百余年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
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有
学者一度产生“文明断裂”的忧思。到
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方式和工具有
了质的变化，大众观念也有了深刻变
迁，传统文化迎来了复兴的机遇。搭载
后现代理念的文化产品在丰富了人们精
神、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
重塑着社会。靠手机搜索阅读诗词的雷
海为击败北大才子彭敏爆冷夺冠，从侧
面说明了传播工具的变化极大降低了资
料获取门槛，让原本可能存在的知识垄
断以及由此产生的优越感，在移动互联
网场域下开始失效。

这说明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的勃兴，离不开与时代、现实以及时
尚审美的巧妙结合。这种结合乃至融
合，既为当下生活增添了文化气息，也
为传统经典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贴近
时代贴近生活的创意，拉近了与青年群
体的心理距离，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
对传统的认知。历史证明，凡是契合了
青年一代的需求和审美的事物，就会被
社会最大可能接受并改变社会。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发展，
是关乎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认同的重要
命题，也是不断进行中的创新实践。

旅顺博物馆

中国近代史的一页书签
本报记者 王金海

目前中国各地共有 130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其中有
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
馆等著名博物馆，也有许多
怀藏珍宝的国家一级馆，由
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藏在
深闺人未识”。本版从即日起
开设栏目“你所不知道的一
级馆”，主要介绍一线城市之
外的国家一级馆，以飨读者。

——编 者

数字化时代，让汉字“活”起来
□ 陈钟昊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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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是中国瓷都，而青花瓷则是
景德镇的代表瓷器之一。

青花瓷，简称青花。诗句“白釉青
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道出了青
花制作需用天然钴料在白泥瓷坯上绘饰
花纹，再施透明釉高温烧制而成的奥
秘。景德镇青花瓷国家级传承人孙同
鑫，在传统技艺釉下彩“青花绘画”基
础上，将泼墨画技法融入釉下彩画面之
中，首创“青花泼墨”技法，形成自己
独特的风格。

孙同鑫 1943 年出生于江西景德镇的
一个陶瓷世家，从9岁起，他就开始在自
家作坊跟随祖父孙洪元、父亲孙振东学
习配制颜色釉、画青花瓷。他选择瓷画
作为载体，用自创的“青花泼墨”技
法，将近乎于液体的青花水料泼洒在吸
水性极强的坯胎上，火中成画。在孙同
鑫的作品里，可见云雾空濛、峰谷厚
重、飞瀑奔腾、山树俊逸，整个画面既
有泼墨挥洒的磅礴气势，也含青花凝练
的深远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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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泼墨涵养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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