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走出去”，博物馆肩负重要的责任与使命。藏品讲
述中华文明故事，更反映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
观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如何通过博物馆体系，展现中华文明的
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成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四川博物院一直
在探索与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之路。今年6月，四川博物院相
继派出两个代表团分赴美国、法国和匈牙利等国家，与当地文博
机构共商交流与合作，努力构建世界文明交流对话平台，增进以
四川博物院为引领的四川省文博体系的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一批
具有“国际范 中国味 巴蜀韵”的文物外展品牌，讲好中国故事、
中华文明故事。

构建体系化合作局面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
丹带队赴美国纽约和洛
杉矶考察交流。代表团先
后考察了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纽约深刻数字
博物馆、洛杉矶盖蒂中心、
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等文
博机构。代表团与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副馆长昆西·霍顿等商
谈，共同促进“古蜀文明”“四川宋
代窖藏展”等展览在美举办，确保
展览内容的丰富性与学术性。
四川博物院将进一步推动

“巴蜀文化交流中心”在纽
约深刻数字博物馆落地，
打造成为巴蜀文化在美
交流的重要枢纽，通过数
字赋能、虚实结合的展览
形式增强观展互动性和体
验性。代表团与盖蒂中心
达成合作意向，积极推进双
方访学计划，特别是在文物保
护领域的人才与先进技术交流方
面加强合作。鉴于2028年洛杉矶将
举办奥运会这一契机，盖蒂中心致
力于与四川博物院共同策划“世界体育文明大展”，以在奥运会期
间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钟玲则带队赴法国和匈牙利交流考察。代
表团先后考察了吉美博物馆、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匈牙利国家美术馆、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布达佩斯中国文
化中心等欧洲文博机构和中国驻海外文化机构。代表团与巴黎毕
加索博物馆馆长塞西莉·迪布蕾共同商谈以“张大千与毕加索”为
主题策划展览，并计划在四川博物院2025年的基本陈列改造项目
中进行呈现。代表团与吉美博物馆馆长雅尼克·林茨共同商谈合
作项目，拟在书画、金银器和古蜀文明展览等方面密切合作，建立
博物馆策展及教育人才培养机制，互派学者开展交流与合作。代
表团在匈牙利期间，分别与匈牙利国家美术馆副馆长维格·安娜
玛利亚等商谈了金银器、瓷器和汉代画像艺术等专题展览合作路
径，双方达成共识——联合策展，开展中匈历史文化对比研究和
展示，推动展览互展、学者互访等系列合作。代表团与巴黎中国文
化中心主任刘红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等商谈常态
化项目合作，通过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文化展”“文创与美
好生活展”等勾连四川与法国、匈牙利的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文化
艺术故事，并通过四川博物院带动全省其他博物馆持续输出中国
文化优质品牌，设计和实施展览展示、学术讲座和非遗活动。

提升全面发展能力

四川博物院不断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朋友圈”，不仅主动
谋划与世界知名博物馆的合作，也吸引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关注。
仅2024年上半年，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商务领事马睿杰、意大利驻
重庆总领事施启帆、尼泊尔驻成都总领事苏雷什·劳特等先后访问
四川博物院并开展座谈，深入探讨与川博的交流与合作。川博精心
设计文博对外合作路径，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弘

扬中华文化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用文物或数字化、艺术化展品表达中国故事，
打造中国文化、国际表达的文物外展品牌，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增进
四川博物院对外合作的深度。同时，依托中央和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的
平台，发挥川博辐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博物馆发展，提升区域博物馆总体发展
质量。川博通过类型丰富、代表性较强、特色鲜明的对外合作展览选题，融合来
自国内多个兄弟博物馆的展品，共同讲述与展示特定专题的文化遗产故事、文
化背景故事。同时，四川博物院也重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并
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彰显服务重大外交战略的方向性和多维度。

加强人才队伍培养

四川博物院对外合作中，也非常重视搭建人才培养平台。近年来，川博相
继与意大利帕埃斯图姆考古遗址公园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在文化遗产保
护、展示、利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四川博物院与意大利中央文
物修复院等机构合作开展学术研讨会，就文物保护与利用开展合作研究，为
人才培养创设条件。川博还与法国吉美博物馆、匈牙利国家美术馆（布达佩斯
美术馆）等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为博物馆青年学者、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
等提供培养与支持。

展望国际合作方向

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一直是对外文化
交流工作中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核心，四川博物院在今后的对外文化工作
中将注重打造精品，找准海外合作方，按当地文博机构规律办事，克服短视思
想，注重提升展览与活动水平，搭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长效平台。

除了与当地主流博物馆合作举办展览外，川博还将紧密依靠文化和旅游
部派驻海外的中国文化中心，常态化开展合作，通过举办文化类展览、非遗活
动、学术讲座等形式展示中华文化和中国形象。

四川博物院在境外举办展览和活动，阵地不囿于场馆，将同时在大、中、
小学和社区，开展讲座、座谈交流和体验活动等，吸引更多海外青少年学生和
观众。通过这些活动，学者和专业人员可以最大限度并最有效地传播中华文
化，充分展示出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为加快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将着眼长远，与强
有力的当地合作者建立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并在合作中考虑对方的利益关
切，注重长效合作，使他们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

一千多年前，成都浣花溪畔，诗人杜甫独自漫步，
看“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的诗
篇里，有彼时的春天、有时代的片段；一千多年后，浣花
溪畔的四川博物院成为“江畔寻踪”之所在。

近年来，四川博物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探索创新
博物馆体系建设，接连举办大展均采用宏大叙事，与时
代共鸣，推动巴蜀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不断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着力提升学术和科研水平；立足丰富
馆藏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构建文创研发合作平台；整合
线上线下博物馆教育资源，积极发挥教育职能，川博“大
学校”影响力不断扩大；努力构建博物馆体系的对外交
流合作，助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格局 有点有面

一只黑灰色花纹的猫咪跷着二郎腿，悠闲地躺在
屋顶，望着天空的飞鸟和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漂亮的
建筑和街巷。这是 2023年 8月，四川博物院新展“寻喵
启事”艺术展中的一幅作品。展览共展出白俄罗斯艺术
家利马舍夫斯基·伊戈尔·维罗洛维奇和其夫人谢梅廖
娃·柳德米拉·列奥尼多夫娜的艺术画作50余幅。不同
于四川博物院一贯古朴厚重的展览风格，此次特展色彩
明亮、童趣盎然，通过猫的视角，展示城市景观和市民生
活。作品中，“喵星人”的形象也是当下生活在城市中的
人们的缩影。展厅还设置了多个以猫为原型的艺术装置
和沉浸互动艺术空间，让展览更加妙趣横生。“太可爱
了！四川博物院居然有喵喵展”“喵星人最爱，本年度值
得打卡的展览之一”……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反响热烈，
这也是川博构建国际合作体系迈出的“一大步”。

“不仅要让海外文物‘走进来’，我们巴蜀文化更要
‘走出去’。”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表示。今年6月，四
川博物院相继派出两个代表团分赴美国、法国和匈牙
利等国家，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洛杉矶盖蒂中
心、吉美博物馆、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匈牙利国家美术
馆、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共商交流与合作，
努力构建展览、社教、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机制，增
进以四川博物院为引领的四川省文博体系的国际交流
合作，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范 中国味 巴蜀韵”的文物
外展品牌，讲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故事。

蜀道绵长，史韵悠悠。为深入挖掘提炼蜀道的文化
价值，持续推动蜀道遗产保护传承与展示利用，让千年
古蜀道焕发时代光彩，2024年 7月，由国家文物局、四
川省人民政府指导，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
局、广元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博物院、广元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剑阁县人民政府、广元
市博物馆联合承办的“雄关古道 经纬中华——大蜀道
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在四川博物院开幕。展览
聚焦蜀道本体和人文两大主题，联合川陕甘渝“蜀道沿
线三省一市”以及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相关文博单位
66家，共展出精品文物43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达
88件（套）。“展览立足蜀道多年的学术研究和蜀道考
古重大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展示了蜀道的开辟与
发展历程，诠释蜀道传承千年的工程智慧和生态智慧，
解读蜀道在促进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
要作用。”总策展人谢丹说道。此次展览分四川博物院
主展场和广元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两个分展
场，形成“1+2”展览矩阵，从自然、人文等维度出发，多
角度解读蜀道历史文化。

近年来，四川博物院积极行动，唱响新时代主旋
律，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为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
承好、弘扬好，推出了“山高水阔，长流天际：长江流域
青铜文明特展”；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家教
家风建设，推出了“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
特展”；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放包容的气质，中华
民族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推出了“盛世莲
开：中国文化中的莲荷意象特展”等公共文化产品。“川
博策划的大展并不局限于自身藏品，通常会组织几十
家文博单位，比如限定共同的区域范围，加强博物馆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形成更广泛的号召力。”谢丹介
绍。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努力弘扬传承中
华文脉巴蜀文化，近几年在原有专题陈列基础上，实施
了“展览提升计划”，推出了“远古四川”“古代四川”系
列通史陈列展览，展现了巴蜀地区发展的历史脉络。

展览 有雅有俗

在“古代四川——秦汉三国时期”常设展览中，出
土于东汉时期的制盐画像砖静静伫立于玻璃展柜里，
其背后的展示墙面上等比例放大展示出文物拓印图
片，使得工人们繁忙的汲卤场景与制盐装置的画面更
加清晰明了，反映出“天府之国”百业兴旺的人间烟火
气；文物另一侧设有小屏幕，正播放着《国家宝藏》中关
于制盐画像砖的影像资料，为求知欲更高的观众们延
展出巴蜀地区对卓筒井凿井技术的创新。

“如何把文物的故事讲好，并且讲出来的故事让公
众能听明白，这是我们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四川博物院
前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韦荃表示，为达到这个目标，川
博策展团队尤其注重策展编写逻辑，即内容逻辑和语言
逻辑。内容叙述强调脉络清晰，语言表达力求简洁通俗，
以“古代四川——秦汉三国时期”展览为例，川博从政
治、经济、文化叙述，尤其在汉代部分，新修水利引出天
府肥沃之地，成都平原得以拥有安居乐业的环境，农业
手工业迅速发展物阜民丰，而后文教开始兴盛，清晰展
现了社会发展的逻辑。同时，展览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青少年群体，在“远古四川”展览尾厅的观众留言簿上，
有位同学写道：“我非常热爱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定
要加油学习，争取考上北大考古专业。”言语间，充满了

对中华文明以及文博行业的热爱。
在呈现形式上，展览空间布局动线流

畅，主色调也讲究匹配展览的气质，符合
时代审美。以“苏轼主题文物特展”为
例，其主色调便是从苏东坡的书法绘画
中提取的，符合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
雅致调性。在“古代四川——秦汉三国
时期”陈列中，主基调运用的是红色，因
汉代崇尚红色，并且彼时的陶器、陶土，在
四川主要以红砂岩为主。

正是在主题设定、资源聚合、逻辑梳理、形
式设计等方面的精心谋划，四川博物院近年来
的展览屡获业内高度肯定，陆续获得了“全国
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优胜奖，“中华
文明国际展示优秀项目库”重点推介项目，以及“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
重点推介项目，不仅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同时提升了四川文博在全国的影响力。

文创 有盐有味

当下，文创产业已成为博物馆功能越来越重要的
组成部分，在韦荃看来，文创属于文化的衍生品，是提
炼出文物精髓后，又回归公众生活的产物，具有多次教
育、欣赏、学习的机会。那么，四川博物院需要做出什么
样的文创产品呢？

“以我们合作过的文创项链为例，首先项链对于消
费者而言具有装扮实用性，其次项链挂饰的创意设计
来源于文物的某个元素，具备艺术品的观赏性。当购买
者开始向他人介绍其中蕴含的背景故事，文物故事和
文化内涵就这样口口相传，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件非常
有意思的事情。”韦荃说道，“用四川人的话来说，这叫

‘有盐有味’，做出的文创产品越挖掘，越显现丰富的文
化内涵，愈发历久弥新。”

2024甲辰年，川博文创诚意推出“喜上梅梢 素心
腊梅香氛”——以香喻景，生动诠释了馆藏精品、宋徽
宗赵佶《腊梅双禽图》中绽放的腊梅，静雅柔美，暗香浮
动，无尘无忧。同时，它也适用于生活中多个场景，芳香
点缀，美好生活。一画一香，千古缘分，今朝相遇，共同
讲述着文物背后的故事。

面对迎来的“数字+”，四川博物院将打造“巴蜀礼
悦”“川博云创”品牌，建立文创研发销售数字化平台，
探索数字展览、数字文创等新业态。联合周边博物馆、
景区、社区，引导市场主体，共同打造文旅消费集聚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文博产业园等。

教育 有长有幼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不仅是文物
展示地，更是诠释文物意义和价值的场所，承载着社会
教育的重要功能。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
致力于教育和研究”，重点强调了文化机构在提供全面
教育体验方面的关键作用。

一直以来，四川博物院就注重挖掘、利用和发挥博
物馆的教育功能。早在 2015年，四川博物院率先成立
四川省博物馆教育研究所。“虽然走进博物馆的观众，
是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每个人的需
求或许都不尽相同，但他们总能在博物馆内找到所关
注的、想学习的地方。”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钟玲介绍，四
川博物院近年来持续扩大教育体系，不仅构建起“全区
域、全龄段、全人群”全民大学校的博物馆教育体系，还
做强“博教所”和“文博示范校”等基础社教项目，积极
建设四川博物院研学中心，提升川博教育影响力。

今年暑期，四川博物院充分发挥历史文化教育功
能，打造有趣的传统文化探索大礼包，让青少年与文化
邂逅，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如玩转“青铜”器——
素陶 DIY，通过展厅专题讲解，素陶仿制青铜器 DIY
体验，参与者选出自己喜爱的青铜器展品，制作一款专
属于自己的青铜器；指尖“掐”出的非遗——掐丝珐琅
手作课程，执金丝为笔，以珐琅为彩，通过掐丝珐琅技
艺让九色鹿在指尖呈现；“践律蹈礼 茶礼体验课程”，
依托茶文化，帮助青少年们知晓界限，培养专注、自律
意识，养成良好行为准则；“饕餮盛宴”课程，通过一件
件文物去探寻古代蜀地饮食文化的“奇妙”所在；“龙”
重登场课程，结合院藏龙文物和广大学生开展一次龙
文化之旅。“小小国宝守护人”暑期特训营是四川博物
院特色研学项目，在此次第 9期为期 6天的集训中，学
员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四川博物院、三星堆博
物馆、四川宋瓷博物馆等 5家各具特色的重量级博物
馆，学习文博知识并进行“小小国宝守护人”特训及个
性化辅导，再结合主题文物开展实践探索。通过文博职
业体验的方式，实现“研”“学”并举，学以致用。

2023年底，全国“家—校—馆”协同育人联盟在四
川博物院成立，标志着聚焦青少年的协同育人机制的形
成，四川博物院因在青少年社会教育中具有长期且富有

成效的实践，成为牵头成立该联盟的重要组
织单位。“中小学生有一门课程叫做综合实

践活动，这个课程要求学生们要有跨学科
的综合学习能力，我们基于川博丰富的
藏品资源，深挖藏品文物的历史科学、社
会价值，重点研究文物的形态、纹饰、工
艺等，串联起同一个时代背景下的相似
或相关文物，精准划分受众需求，设计出

专属的研学旅行课程。”钟玲如是说。此外，
针对老年人以及特殊群体，从 2022年开始，
四川博物院在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专设老年
人公益专场，策划一些艺术沙龙——茶道、花
道，欣赏画作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文化服务
综合体。据调查显示，近年来四川博物院观众满意度达
到 97%，博物馆教育课程研发 200 余项，年均教学超
1000 课时、服务学生近 1.2 万人次，流动博物馆巡展
123站、行程20万公里、服务群众超150余万人次。

科研 有动有静

学术研究是博物馆事业的基石，深化学术研究是
博物馆发展的永恒主题。“学术研究有利于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与
历史脉络，推动我们策划出更多更好的展览，同时将科
研成果投入到产业当中，助力文博经济实现新突破。”
四川博物院党委书记向和频重点介绍道。

四川博物院注重学术研究，强调静心深耕，近年
来，以合作共享和创新驱动为核心，与众多高校、科研
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文物保护、藏品研究、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合作，建成国内首个可移动
文物预防性保护环境监测区域中心和四川博物院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发布行业标准12项，获得专利11项。

“数字化是未来博物馆发展的重要趋势。”向和频
认为，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时代的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乃至
智慧化建设，将从应运而生发展为大势所趋。在此趋势
下，四川博物院在讲解服务、藏品管理、文物保护、数字
展览以及数字文创等方面，开展了多种尝试。

2024年7月，“重返三星堆──古蜀王国奇幻之旅
VR沉浸式展”在四川博物院开展。观众只需佩戴轻量
级的VR头显设备，就能穿越时空漫游古蜀国，通过25
分钟的沉浸式虚拟现实体验，“重回”千年神秘古蜀，

“零距离”感受三星堆非凡魅力。四川博物院的AR眼
镜识别导览系统，是将文物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展
示系统，使用增强现实技术、语音识别技术、物体识别
和空间建模技术等，营造出沉浸式数字体验。观众戴上
AR眼镜，不仅可以通过指令语句，呈现出相应的文物
故事内容，还可以对文物实体进行识别，获取文物轮廓
及特征信息，大大增强了观众的互动性与参与度。

2023年 10月，四川博物院参与了“中国数字文博
创新发展计划”，尝试通过数字技术构建元宇宙等虚拟
展馆和智慧博物馆，提供更加便捷、智能的展示、教育
和交流平台，为文物注入新活力。

发展 有来有往

近几年，博物馆事业发展迅速。据统计，2012年底
全国备案博物馆数量为3069家，2022年底备案博物馆
总数达6565家，增幅达101.5%。博物馆数量猛增，博物
馆专业人才储备面临着相对紧缺的状态，博物馆人才
要求也变得更高。

博物馆社教不再只有讲解，还有大量自主策划的
线上线下活动，比如研学课程等等；文物保护也由技
术实操，逐步延伸至理论研究，其专业领域划分更加
细致。同时因为行业的特殊性，时间磨炼与技术沉淀
是博物馆人才成长的必经之路。为此，“我们需要引
进高端人才，要重点加强领军型、复合型、创新型和
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让年轻干部逐渐成长起来。”向
和频说道，通过搭建发展平台，提高待遇，为四川博
物院招揽更多专业人才，从而进一步发挥四川博物
院在青铜、书画、石刻、陶瓷、民族民俗和革命文物等
方面的资源优势。

引来人才济济，才能谋划更大的发展空间、奔赴更
美好的未来，为了实现全方位跨越式发展，四川博物院
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将
以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巴蜀特色的新馆为核心任务，推
动博物院从以区域古代艺术类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
向跨区域多类别研究型综合博物馆方向拓展。

回望历史，走向未来，“四川博物院有能力、有信心
让新时代的‘江畔寻踪’更有看头、有内涵”。向和频表
示，下一步四川博物院将通过加强博物馆基础建设，策
划优秀展览，呈现精彩文物故事；组建一流学术研究团
队，提供优质的公众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提升，努力向公
众、向社会交出一份亮丽的“川博答卷”。（执笔：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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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对话、与文化交融、与教育同行
——四川博物院奋力开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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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素称“天府之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巴蜀文化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博物院现有藏品近36万件（套），珍贵文物7万余件，既实

证了巴蜀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反映了四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位置，更以文物的语言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

平性、创新性。近年来，四川博物院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深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充分发挥博物馆功能，不断加强学术科研、陈列展览、社会教育、

对外交流、人才培养等建设，奋力开创川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传承与创新：“博物馆+”为现代生活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