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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
发掘 50周年。50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汇聚长沙，共同见证了马王堆
三座汉墓的发掘盛况，三千多件西汉文物
惊艳现世，开启了中国考古史上多学科介
入考古研究的新篇章。50年后，在中国文
物交流中心、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中国文
物学会和湖南省妇女联合会的共同支持
下，6月15日至10月7日，湖南博物院联
合意大利罗马文化遗产监督管理局等19
家国内外文博机构，推出“彼美人兮——

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通过东西方文物对话的方式，再现
两千年前东西方文化中绚丽多彩的女性叙事，揭示不同文化背
景下女性们各美其美的文化特色和美美与共的理想追求。

寻觅与探索：东西方女性生命图景的构建

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作为东西方遥相辉映的文明，共同对
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这一时期的
东西方女性，虽身处历史长河的不同流域，却以各自独特的
方式，在历史的织锦上绣出了独特的文明图腾，因此选择该
时期的东西方女性文物进行展陈，不失为一大亮点。

为了更好地再现两汉罗马时期的女性生活图景，罗马博
物馆联盟在星辉璀璨的罗马城中，撷取了十家博物馆、美术
馆的138件（组）珍品，且所有展品均为首次来华，其中有部分
作品自建馆以来从未赴外展出。湖南博物院也与国内 8家文
博单位合作，汇集了来自满城汉墓、渔阳王后墓、南越王墓、
大葆台汉墓、汉景帝阳陵、陡壁山1号长沙王后墓以及马王堆
汉墓等汉代贵族墓葬的81件（组）文物珍品，共同展现女性瑰
丽多彩的生活画卷。

展览聚焦两汉罗马时期的女性群体，以东西方女性生命
中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情感生活三个主要生活场景为
脉络，呈现女性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女性力量，揭开历史中失
落的女性叙事。展览分为“怡然燕居”“巾帼风韵”“花好人团
圆”三个单元，尾厅则以群像的形式回顾女性的一生，在历史
与现实的凝望对视中，继续找寻在文明光辉之下女性被赋予
的鲜活的时代个性与使命。

“怡然燕居”主要围绕两汉罗马时期女性的家庭生活展
开。该部分选取了女性居家生活中“梳妆”“佩饰”“服饰”“住
宅”“宴飨”“宴乐”六个主要的生活场景，描绘出一副东西方
女性居家情景的画卷。在这里，观众会看到早起梳妆、琳琅环
佩的她们；辛勤劳作、心灵手巧的她们；轻挥团扇、娱乐嬉戏
的她们。通过文物之间的交流，引导观众深入洞察彼时女性
在“家庭”这一单元中看似渺小却格外伟大的力量，以及她们
对美好生活的独特理解和匠心创造。

“巾帼风韵”主要聚焦于东西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多
元角色和贡献。该单元依据汉代贵族女性、罗马贵族女性以
及普通女性不同的社会角色分为三组，既可以厘清东西方贵
族女性的社会属性的不同，又可以找寻东西方普通女性之间
社会活动的共性。上层贵族女性利用自身优势和社会资源，
跻身于女性弱势的政治领域，拨动历史转盘；平民女性则在
有限的社会资源下，积极从事生产活动，在织机上的一经一
纬随着丝路走向经天纬地，在医学、手工业、商业等多个社会
经济领域定格永恒的女性背影。

“花好人团圆”主要围绕“情思”和“祈愿”两组展开，前者
围绕“婚姻与爱情”这一永恒的话题，后者则围绕女性情感寄
托的另一空间，跟随汉代与古罗马女性的心迹，感受女性内
心世界中最真实的情感独白。

对话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视域下女性美美与共的理想追求

展览以女性具体的活动要素为内容，各单元之间衔接紧

凑，逻辑清晰，给予观众内容和视觉上的双重体验。
内容构思重视吸收新的学术成果，注重文物的组合、解读
器物按属性分组。此次展览不同于以往的单一类型器

物展，文物在分组时首先考虑属性是否契合策展理念。例
如，铜镜一项，整个展览共展出汉代铜镜 9 面，罗马帝国时
期 1 面，因需要表达内涵不同，9 面铜镜分别在 5 个展柜展
出，以承载女性思想中不同的理念，这也是本次展览的独
特之处。

注重东西方文物对比解读。展览着重关注两汉罗马时期
同类型、同属性的文物对比，对类型相同的器物进行统一展
陈，在文物说明中对此类器物的共性与差异进行解读，既有
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两千年前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
碰撞与融合；又可以引导观众主动思考，找寻内蕴于东西方
女性间相通的审美意趣与价值追求。

强调从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去解读展品。展览以实物
和生动的图文版面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东西方女性的所思、所
用、所爱、所喜。特别是在展览的第一单元中，借助实物与图
文版面的互动，可以帮助观众对东西方女性的家庭生活内容
有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

提炼学术价值，突显东西方女性的审美意趣与文化交流
两汉与罗马最具代表性的交流符号便是“丝绸之路”，陆

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玻璃、纺织品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
的重要媒介之一。展览从妇女史的角度，了解关于女性与纺
织、女性纺织与商业、女性纺织与艺术以及与丝绸之路之间
的关系；从生活化的女性视域出发，展示东西方女性在家庭、
社会活动中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意趣所具有的共性；因东西方
文化内核不同，同时也展现东西方女性在精神层面明显的关
照差异。展品除了画像砖上的图画、女性陶俑、大理石半身像
和雕塑外，还有祭品、织物、祭品以及种类繁多的实用器，从

“物”的角度，讲述女性、思考女性历史身份。
马王堆汉墓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首次对外展出。马王

堆3号墓西边厢“裞衣两笥”竹笥内盛放的原是褐色菱形纹绮
丝绵袍成衣，在菱形纹绮残片上发现成竖排列的篆书“安乐
如意 长寿无极”的吉祥语句，是目前已出土丝织品中发现最
早用织机织入的成句文字。汉代人认为死是生的延续，该发
现反映了当时所流行的祝语与愿望，也同时印证了汉代人对
于生命永恒和追求长生的期望。

艺术设计简洁明快，独具匠心
注重氛围营造。为突出女性展的特色，展厅色彩主要是

代表静谧庄重的白色和热情活泼的红色，当观众步入展厅
时，一股简洁明快之感迎面而来。展线安排流畅，展柜与裸展
文物相映生辉。在重点文物和裸展文物周围悬挂白色纱帘，
纱帘上印制与文物相关的文字、图案，进行辅助展陈。纱帘质
地轻柔，微透光，既起分割空间的作用，又营造出一种飘逸灵
动的氛围感。展览特意设计了多处光影空间，既能呈现文物
的华丽精美，又能供观众“打卡”留念。

空间创意与主题氛围相协调。意方展品中有许多大理石
人物雕像，策展团队将其中 2尊重要的女性雕像进行空间设
计和氛围营造。针对第三单元中十数件古罗马女神雕塑和祭
坛，以文物分列展陈和光影投射的方式，营造出庄严肃穆的
氛围，当观众漫步其中，诸神分立两侧，宛如身处万神之殿，
典雅庄重。

序厅展墙设计精益求精。序厅作为整个展览的第一幕，
仅靠展陈文物很难把策展理念传递给观众。为此，策展团队
精心设计了展墙图片，从内容上看，一位是来自《洛神赋图》
中的洛神甄宓，一位是来自庞贝古城壁画中的花神芙罗拉。
两位女神一东一西，交相辉映，连接她们的是下方潺潺的流
水，象征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中间的文字节选自古
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讲的是古罗马人眼中的中国
为赛里斯，意为丝国、丝国人，因盛产丝绸而闻名。这正好与
两位襟飘带舞的女神相呼应，与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互动的
理念相契合，以此为引，向观众传递东西方女性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

2024年5 月 18 日，在第 48 个“国际博物馆
日”之际，由太原市文物局、株洲市文物局主
办，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太原市晋祠博物
馆、株洲博物馆、湘潭市博物馆共同承办的“鉴
映乾坤——晋祠、株洲、湘潭博物馆馆藏铜镜联
展”在湖南省株洲博物馆开展，来自山西、湖南两
省三馆的150余件（套）馆藏精品铜镜集中亮相，
其中有部分文物为首次跨省展出。本次展览所呈
现的展品，时代序列完整，铸制工艺精良，形态设
计美观大方，纹饰装饰华丽精致，且铭文内容丰
富多样，不仅具备高度的观赏价值，更蕴含了珍
贵的艺术珍藏意义，同时也为南北文化交流及研
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整个展览集观赏、珍藏、科
学研究于一体，充分展现了展品的多重价值。

鉴映千年文明之光，搭建文化交流之桥

山西太原与湖南株洲、湘潭，是三座孕育着
悠久人文历史、承载着独特文化遗产的城市。太
原，古称并州、晋阳，是一座拥有2500多年建城
史的古都。“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
全在晋祠”，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清幽雅致的自
然山水与古朴厚重的人文景观相互辉映、完美融
合，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

株洲，立圣陵于茶乡之尾，封列侯于湘东之
野，置建宁于湘水之畔，造书院育济世之才，显人
文于三湘四水。历经七千载文明传承，株洲书写
了一部辉煌灿烂的人文历史篇章，宛若湘东大地
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熠熠生辉。株洲博物馆坐落
于神龙城景区内，毗邻神农湖畔，其建筑风格独
特，宛如一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远古陶窑，穿越时
空而来。作为湖南省内颇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博物
馆，馆内藏品丰富，全面深入地展现了株洲地区的
自然风貌、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深厚的人文积淀。

湘潭，亦称“莲城”或“潭城”，自南朝时期建
立县治以来，已历经 1500余载的沧桑岁月。这
座城市不仅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是红
色文化的摇篮，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湘
潭市博物馆就屹立在这片深厚的土地上，以其
翔实丰富的展陈内容、精彩绝伦的展现形式“惊
艳”世人。馆内收藏、陈列的珍品，经过细致的解
读与深入的探寻，展现了湘潭历史与文化的演
变脉络以及这座城市生息繁衍的历程。

这三座地理条件各异的城市，均以其各自
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吸引着世人
的目光。此次太原、株洲、湘潭三地博物馆有效
合作，发掘并展现文物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
内涵，增进对彼此文化的深入了解，进一步实现
文物的社会价值。

梳理连贯历史脉络，准确传递文物信息

铜镜，古人照面饰容用品，称“鉴”或“照
子”，起源早、使用久。正面照容，反面铸图，铜镜
历史可追溯至齐家文化，需求增长推动铸造发
展，其图案、铭文、纹饰展现各时代特征，具有较
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本次馆藏铜镜联展
以历史脉络为主线，由“山纹羽地 莹质良工”春
秋战国镜、“博局日光 流泽天下”汉至南北朝
镜、“仙人瑞兽 宝相庄严”隋唐镜、“孝骨贤风
昭昭在目”宋辽金镜、“吉语祥图 求愿祈福”元
明清镜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山纹羽地 莹质良工”，追溯先秦
时期铜镜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及楚式镜“尊
龙崇凤”的独特面貌。该区域展出了一件株洲地
区出土的战国云雷纹地龙纹镜。此铜镜不仅以
精美的纹饰引人注目，更因其独特的透光特性
而倍显珍贵。为此在展览形式设计上引入了透
光镜互动展项体验区，详尽阐述透光镜背后的
科学原理，以增强观众的参与度和理解深度。

第二部分“博局日光，流泽天下”，精选了诸
如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博局纹镜等极具艺
术性和装饰性的汉代典型铜镜，以展现汉代铜镜
铸造技艺的辉煌成就。汉代铜镜铭文之丰富，在
历代镜铭中独树一帜。这些铭文不仅凝聚了当时
人们对生活祈愿，更展现了古人对于商业宣传的
独到见解与智慧。其中“大乐贵富”四叶蟠螭纹镜上铭刻的文
字，真切地传达了汉代人民对于国家昌盛、家庭和谐以及子
孙繁盛的向往与追求，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

第三部分“仙人瑞兽 宝相庄严”，铜镜不再局限于圆
形和方形，新增菱花形、葵花形等花式镜，“菱花”成为其代
称。这一时期的铜镜融合了佛教和异域文化特点，如宝相
花纹镜和葡萄纹镜，全面展示了盛唐时期包容万象、广纳
百川的盛景，以及那个时代的辉煌与繁荣。展出的“双鸾花
鸟螺钿纹镜”以其精致的纹饰和独特的工艺，在众多展品
中独树一帜。镜中双鸾相对而立，足踏花枝，构图和谐，充
满了生机与活力。其图案以海蚌贝壳精心镶嵌而成，彰显
出富丽高雅的艺术风格。这一文物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

高超技艺，更寄托了古人对
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和向
往。此类铜镜以其独特的
工艺和文化内涵，被誉
为“中国最美的铜镜”，
彰显了中国古代铜镜艺
术的卓越成就。

第四部分“孝骨贤风
昭昭在目”中，可深入观察

到宋金时期城市的繁荣景象以
及市井生活的多姿多彩。特别是展

厅中展出的三件晋祠博物馆藏
的金代“双鱼纹镜”，其造型丰
满且极具写实性，双鱼在波涛
中相互追逐嬉戏，这一设计精
妙地再现了金人渔猎生活的真

实场景，是艺术上对其生活方式
的忠实反映。
第五部分“吉语祥图 求愿祈福”

中，元明两代的铜镜沿用宋代风格，
彻底世俗化，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
品。在当时的市场上，具有深厚文化

内涵和吉祥寓意的铭文镜，诸如
“五子登科”与“福如东海 寿比

南山”等，以及蕴含着龙凤呈祥、
凤穿牡丹等美好意象的款式，
均能得到广泛认可与流传。

情境化陈展理念，
丰富观展审美体验

本次展览在形式设计上匠
心独运，通过精心遴选的古代
书画、文献故事、诗词以及科普
示意图，以直观、生动的方式，
全面、深入地展现了古人照容
的传统方式与习俗。同时，展览
还特别设置了场景展示区和科
普互动区，旨在为广大观众提供
情境化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场景
展示区深受东晋顾恺之《女史箴
图》及唐周昉《簪花仕女图》等艺

术作品的启发，巧妙布置仿制的门窗、铜
镜、镜架及梳妆器具等，重现古代女

子梳妆的场景。观众可端坐于铜镜
之前，深入感受“对镜贴花黄”的
古典风情，从而更加真切地体验
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沉浸于展
览艺术氛围的同时，观众亦可选
购展览衍生“七夕”主题文创产

品，如“葵花形真子飞霜”随身镜，
它蕴含了美好爱情的寓意，凭借其独
特的色彩搭配与精湛的制作工艺，
深受年轻群体青睐。

实体情景科普教学，提升观众参观体验

展览开幕之日特邀专家进行“繁华入镜——唐代铜镜
赏析”的专题讲座，对铜镜的材质、构造、形态及功能进行
科普，梳理铜镜的历史脉络及各阶段的主要特点，并聚焦
于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详细解析唐代
铜镜的艺术魅力。

展览期间，与湖南株洲市荷塘区教育教学研究指导中
心及荷塘小学紧密合作，共同策划并举办了名为“我和爸
妈去科考之古早复印机”的科普社教活动，进行展览导赏；
以金石学与拓印的联系为基石，体验铜镜拓片制作的完整
流程，引导青少年在互动实践中更加深入地了解铜镜发展
的历史脉络。

今年，晋祠博物馆与株洲博物馆均被定级为国家一级
博物馆，面对新的征程和起点，两馆将继续深化太原、株
洲、湘潭三市之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通过资源整合和优
势互补，共同促进博物馆学术研究与成果转化利用，实现
文物惠及民众，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举办更多高
品质展览及相关活动，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上接5版）

展览教育延伸：
探索以革命文物为核心的社教活动

“展教结合”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教育模式。展中有
教，教中有展，让少年儿童在展览中学到知识、洗涤精神。
此次革命文物儿童展，策展团队紧紧围绕核心文物——地
雷，设计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开发教育衍生产品，让展览
成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延伸。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让儿童在寓教于乐中认识
革命文物。围绕展览主题，推出了“勇闯地雷阵”“小军军科
学课堂”“靐（bìng）䨻（bèng）艺术作坊”“探寻地雷的神奇故
事”“集章打卡”等丰富多样的社教活动。同时还发起了“我
心中的靐（bìng）䨻(bèng)”卡通形象征集活动，让孩子们参
观展览后，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地雷形象。

开发教育衍生产品，打造展厅即教室的沉浸式教学模
式。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注重融红色文化性、趣味性和
艺术性为一体，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儿童喜闻乐见的精
神符号，让儿童了解地雷、地雷战和地雷英雄的故事。为配
合教育活动，展览配图推出研学手册、教学教具，《地雷的
神奇故事》儿童绘本等教育衍生产品，让孩子们能够“看得
懂”“记得住”“讲得出”。

建设数字展厅，开设云课堂。为了让展览辐射更多的
孩子，策展团队还推出数字展厅，将展览从线下搬到线上。

同时，特别制作“石雷是怎么诞生的”“地雷种类知多少”等
动漫视频，开设线上课堂，以孩子们喜爱的方式科普地雷
知识。

革命文物主题儿童展是以革命文物为核心，以儿童为
视角，创新展览 IP，让展览、教育、文创互通互融，构建多元
融合的一种展览形式。文物信息的重构、多维空间并置、展
览教育延伸是革命文物主题儿童展策划的三个重要方面。
置身于展览中，孩子们可通过互动体验和主动探索，读懂
革命文化，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争做强国少年。（本文为
2024年度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课题“博物馆数字化展览应用
研究”<GGSZWHFW2024-14>阶段性成果）

“排雷大作战”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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