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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 600年，又是故宫
博物院成立 95周年。在“大庆之年”，故宫
将举办哪些重要活动？未来的故宫将如何发
展，紫禁城将以怎样的面貌走进下一个 600
年？近日，故宫博物院举办新闻发布会，故
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与媒体记者深入交流，
回答了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参观人次再创新高

“2019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47 分，来
自浙江省湖州市的杨先生成为故宫博物院
2019年第 1900万名观众。”在发布会上，王
旭东分享了故宫的最新统计数据。2019 年，
故宫接待观众超过1930万人次，再次刷新纪
录。近年来，故宫观众数量不断增长，2012年
突破 1500 万人次，2016 年突破 1600 万人次，
2018 年突破 1700 万人次。故宫博物院已成
为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人气最旺的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故宫累计接待观众
4.56 亿人次，其中改革开放以来 （1979 年
来） 参观人次占 70年参观总量的 85.1%，中
共十八大之后 （2012年来） 参观人次占总数
的28.5%。“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

国家的巨大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不
断提高，对传统文化更加热爱。”王旭东说。

统计发现，故宫更受女性观众喜爱，
2019 年女性观众占比达 56%。王旭东表示，
根据这个特点，故宫会思考推出更多针对女
性观众的服务。

数据反映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故宫越
来越受年轻人欢迎。2019 年 40 岁以下观众
数量占全年观众总数的56%，“80后”“90后”

“00后”成为参观故宫的“主力军”，很多父母
带着小朋友来故宫，接受历史文化熏陶。

展览不会刻意制造“爆款”

为纪念紫禁城建成 600 年暨故宫博物院
成立 95 周年，故宫将在 2020 年推出精彩纷
呈的文化活动，包括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
会、出版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出一系列精品
展览、组织一系列公益活动、制作一系列弘
扬故宫文化的影视作品、表彰一批有突出贡
献的“故宫人”等。

学术研究是故宫博物院的核心任务之
一。2020年，故宫博物院将举办“纪念紫禁
城建成600年暨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座谈
会”、第五届“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
坛”、“紫禁城建成 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
学术论坛”和“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学会

（IIC） —故宫博物院2020国际古建筑保护学
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议。同时，
将出版一批研究成果，包括 《徐邦达集》

《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陈万里日记》
《耿宝昌集》等老专家文集，《养心殿保护研
究丛书》《钦安殿原状研究》《故宫博物院文
物修复论文集》等学术专著和合辑。

故宫将推出哪些展览是广大观众最关心
的。王旭东介绍，2020年的重点展览涵盖古
代建筑、专题书画、古代器物、中外文明等
主题。如“紫禁城建成600年展”，以600年
来时间轴线中的20余个关键年份为基点，通
过紫禁城的营缮、改造和保护等关键性事
件，介绍 600年来的城中变化，阐释紫禁城
作为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最高境
界。“往昔世相——故宫博物院藏古代人物
画展”，选取故宫博物院藏品佳作，展现人
物画从东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发展脉络，

《韩熙载夜宴图》等名作将展出。“千古风流
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展现苏轼的
艺术造诣、人格风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陶瓷馆”专馆将在武英殿重新开放，文物
数量由原来的400件增加到1000件，展现中
国陶瓷8000年延绵不断的发展历程。

故宫博物院还将与法国凡尔赛宫合作举
办“中国与凡尔赛展”，以 2014年在凡尔赛
宫举办的“凡尔赛宫中的中国/十八世纪的
艺术与外交”大型展览为基础，结合故宫收
藏的法国宫廷及传教士、使节带来的精美文
物，生动、全面地还原18世纪中法两国文化
和艺术盛况。

“我们不会办单纯的‘献宝展’‘亮宝
展’，每个展览都会有明确的主题，将文物
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进行梳
理，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王旭东表示，
故宫不会刻意制造“爆款”，让观众排很长
的队来参观却只是匆匆一瞥。“我们希望引
导观众进行有充足时间、有知识储备的参
观，静静地欣赏文物，汲取文化营养，而不
是到此一游。”

“实际上，‘爆款’也是不可预测的。”
王旭东说，近期太和门广场上立起的几只

“吐宝鼠”，是配合扎什伦布寺文物展推出的
文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它会火，现在却成
为观众喜爱的“打卡”点。

港澳台学生进宫体验

故宫“庆生”是中华文化界的盛事。王
旭东强调，系列庆祝活动将本着增强大众文
化参与感和文化获得感的原则，把紫禁城的
生日办成大众共享的节日。

2020年暑期，故宫博物院将举办“绿洲
行动——600 名小学生进故宫”“紫禁城记
忆·文脉 600 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
600名中学生进故宫”“故宫楹联主题书法大
赛——600 名青少年进故宫”等文化公益活
动，带领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
力，开阔知识眼界，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文
化自信。

王旭东介绍，“紫禁城记忆·文脉 600
年”活动将由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四地的
专业机构分别邀请 150 名中学生走进故宫，
体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传承工作。除
了参加故宫的体验课程外，还会组织中学生
们到各地看看，参观更多文物古迹，感受祖
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的发展情况。

“文化的力量无比巨大，故宫博物院承
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王旭东说，希望
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港澳台青少年
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他们有‘家’
的感觉”。

为了进一步弘扬故宫文化，故宫博物院
还将制作一系列影视作品，如电视剧《故宫
如梦》、纪录片 《紫禁城》、文化季播节目

《上新了·故宫》第三季、大型史诗剧《紫禁
城》 等。此外，还将设计紫禁城建成 600年
纪念标志，发行紫禁城建成 600 年纪念券、
纪念币、特种邮票等。

建设“活力故宫”

自2019年4月接替单霁翔成为故宫博物
院院长以来，王旭东走访了故宫博物院38个
部门和院外多个与故宫发展有关的单位。在
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正式提
出建设“四个故宫”，即“平安故宫、学术
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其中，“活力
故宫”是王旭东上任后提出的新定位。

“‘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
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撑，‘活力故宫’
是根本。”王旭东说，故宫的保护、研究最
终落脚点是让文物“活起来”，满足公众的
需求。“‘活起来’不是说让文物本身走出
故宫、满世界漫游，而是让故宫的文物资源
变成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影视作品、
新媒体产品，让文物的灵魂和蕴含的价值

‘活起来’。”
王旭东指出，建设“活力故宫”首先要

激发“故宫人”的活力。故宫将打开大门、
请进人才，吸引更多人为故宫发展出力献
策，让故宫活力真正迸发出来。

数字技术的运用是故宫保持活力的重要
手段。故宫将推动古建筑和馆藏文物全面数
字化，建立文物资源数据库，为学术研究、
文物保护、文创开发提供有力支撑，并为社
会提供可共享的数据资源。

西汉 《仪礼》 简、东汉 《熹平石经》
残石、明代 《孔子圣迹图》、商周十供等
孔庙礼器……近日，“高山景行——孔子文
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240 余件

（套）精心挑选的文物、古籍以及艺术品汇
集一堂，系统展示孔子思想形成、发展、传
承的历史，讲述孔子文化的深远影响力。

“很多人都说，了解中华文明，先从
孔子开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
精神标识，浸润和滋养着世世代代的华夏
子孙。”孔子研究院院长、外聘策展人杨
朝明说，举办这次孔子文化展，旨在向国
内外观众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通过创新表达，让孔子文化、儒
学思想产生新的时代价值。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山东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山东省文旅厅和孔子
博物馆协办。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包括

“孔子的生平与思想”“儒家学说的形成与
发展”“儒家学说的国际传播”“孔子题材
艺术作品”。

“这是国博第一次举办以孔子文化为
主题的展览。如何用文物把孔子思想阐述
清楚，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还
举办研讨会听取专家意见。”国家博物馆
策展工作部主任江琳说，此次展览的展品
时间跨度长、种类丰富，除了国博馆藏精
品外，还商借了孔子博物馆、山东博物
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的
文物以及多位艺术家的作品。

虽然展览以孔子为核心，但并不是从
孔子说起，不少文物比孔子的年代要早得
多。距今七八千年的贾湖骨笛、五千年前
的良渚文化玉器、商周时期青铜器等，诉
说着孕育孔子思想的文化源流。“礼乐是
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孔子之
前，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就已经有了长时间
的发展。孔子正是起到了一个‘集大成’
的作用。”杨朝明说。

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 《仪礼》 简，是
目前所见儒家经典 《仪礼》年代最早、保
存最完整的写本，共有 9 篇，每一篇首尾
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编题、尾题、页码和
顺序，对研究汉代经学具有重要价值。

《熹平石经》 是最早刻于石碑上的官
定儒家经本。东汉灵帝熹平四年 （公元
175 年） 令蔡邕等人校正儒家经典著作，
把儒家七部经典 （《鲁诗》《尚书》《周
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
抄刻成石书，立于洛阳太学讲堂前。因其

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 《一体石经》。此
次展出的 《熹平石经》残石为国家博物馆
藏品。

“潞国世传”黑漆洒朱绿中和琴、郑
板桥绘 《兰竹轴》、光绪鎏金铜欹器等文
物，反映了儒家中庸内敛的思想和清雅淡
泊的道德追求。

此次展览还复原了多个与孔子相关的
故事场景。如“杏坛讲学”，一尊庄严而
不失亲和力的孔子塑像居于中，各弟子成
弧形排列在孔子两侧聆听教诲，背景墙上
悬挂着“万世师表”书法作品。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文化内涵深厚的
感 受 空 间 ， 吸 引 更 多 观 众 走 进 这 个 展
览。”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展陈设计师
刘蔚娴介绍，展厅里展示了41位当代艺术
家创作的 40 余件孔子文化题材美术作品，
还设计了十几个多媒体互动体验，包括不
同题材的 《圣迹图》多媒体展示、孔子文
化主题沉浸式体验、孔子文化知识问答、

“仁”字演变互动、四子侍坐VR展示、各
国版本《论语》书流互动等。

位 于 两 个 展 厅 连 接 处 的 “ 论 语 镜
墙”，吸引了许多观众欣赏、拍照。“敏而
好学”“不耻下问”“君子和而不同”……
通道两侧垂下许多刻着 《论语》经典语句
的小木板，构成一道别具特色的景观。

“我们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可供大家拍照
打卡的地方，希望观众在互动中重温 《论
语》名句、感受儒家文化。”刘蔚娴说。

为配合此次展览，国博还自主开发了
10 余款文具、家居品类文创产品。据悉，
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3月27日。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曾是古徽州府府
治所在，县内古城遗址保存较好，文化遗
存更是不胜枚举。但如果要选一件最能代
表当地文化的物品，被誉为“四大名砚”
之一的歙砚当之无愧。

歙砚，又称“歙州砚”。其原料歙石
产于安徽歙县、江西婺源县交界处的龙尾
山，以徽州传统三雕之一的石雕技艺 （歙
工） 制作而成。苏轼曾赞其“涩不留笔，
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

程礼辉出生于歙砚世家。其外祖父方
钦树是一代歙砚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方
钦树遍查史料、踏访砚坑，恢复了失传已
久的歙砚制作技艺，并在歙县成立“徽城
工艺美术厂”，一边生产歙砚以及砖雕、
竹雕等，一边培养人才。“父亲、舅舅和
两个小姨都曾在厂里做工。”程礼辉说，
当地从事歙砚行业的人，多数出自外祖父
的工厂。

程礼辉 17岁进厂，在厂里学艺 4年后
正式出师。在从事歙砚制作的30年里，他
日益感受到这门传统技艺的魅力。

歙砚的独特之处何在？在程礼辉看
来，主要体现在材质美、雕工美和意境
美。“歙砚需要特别优良的石材，因此从
古至今一直没有大量生产。”如今，龙尾
山的砚坑已经封坑，这让外界有人认为歙
砚已不复存在。但程礼辉并不认同。“虽
然不能大规模开采，但有经验的砚农还是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找到优质原料。”从事
歙砚制作多年，程礼辉对原料收集十分敏
锐，曾有意识地收购一些歙石，从而保证
自己的创作不至中断。

平刀、锉刀、锤子……在程礼辉的制
砚间，摆放着30多种不同的工具。只见他
时而锉刀抵肩运力、时而平刀游走方寸，石
屑飞溅中，图案已错落有致地跃然石上。

一方砚台的制作，包括相石、设计、
粗坯、精雕、打磨等多个环节，其中尤以
相石和设计最为重要。“设计是灵魂，体
现了制砚师的艺术修养和人生阅历。”程
礼辉时常与同行们切磋交流，共同提升。

作为国内三大区域性活体文化之一，
徽州文化以精湛的徽派建筑、雕刻、书
画、饮食等享誉中外，也为生活在这里的
匠人们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滋养。“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无论是砖雕还是砚雕，都是
以徽文化为灵魂。”程礼辉说。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程礼辉逐渐
开创了随形、巧雕、俏色、雕塑技巧融合
线雕技巧等新的雕刻风格，形成“以诗书
画印为本，以时代性、徽文化地域特性为
钻研方向”的技艺特点。程礼辉尤其擅长
人物砚雕，所制作品构思新颖，蕴意深
邃，融古典文学、绘画、篆刻于一体，具
有鲜明的“文人砚”特色。

程礼辉制作的“徽州无梦”套砚，每款
砚四面巧雕，正面取徽派民居、祠堂门罩图
案，侧面和底板分别雕刻徽州民谣或故事
情景，将徽州商人出海、女人倚门望夫、孩
童闹春等场景在歙砚上生动再现。这套作
品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从艺30年来，程礼辉始终坚持纯手工
制砚，每个月大概只能制作 3 方砚台。在
他看来，雕刻必须依靠手工，才能达到人
和物之间的灵性结合。

当下，人们的审美在变化，对歙砚有
了更高的要求，倒逼制砚师在审美、艺术
修养上创新提升。而市场行情的波动，也
使从业人员面临生存压力。程礼辉认为，
真正好的手艺人从来不缺市场，也不会刻
意去迎合市场。只有几十年如一日干好一
件事，才能够以精湛的技艺立身立业。因
此，程礼辉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钻研技艺，
醉心于制砚的过程。

2007年，程礼辉创办“礼辉砚雕艺术
馆”，既作为店面，也是传承歙砚文化的
基地。店中陈列着数百方各式歙砚，还有
两个工作室可以让游客体验歙砚制作。程
礼辉领衔的“黄山市程礼辉技能大师工作
室”直接授徒30多人，其中不少人已独立
开店，将歙砚文化发扬光大。2019年，程
礼辉被评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歙
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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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首次举办孔子文化展

带你走进孔子的精神世界
邹雅婷 陈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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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礼辉：妙思巧雕制美砚
本报记者 韩俊杰

程礼辉：妙思巧雕制美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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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熹平石经》残石 国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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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化瑞兽“吐宝鼠”亮相故宫太和门广场。 刘静/人民视觉

故宫神武门外宫墙边几只“御猫”吸
引游客拍照。 杜建坡/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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