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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之际，河北博物院推出原创展览
“香聚香识——古人的‘香’生活”，用208件（套）香具文物讲述
千年香事中国，年代跨越西汉至民国，包括满城汉墓出土博山
炉、宋代静志寺地宫出土香具、清宫旧藏珐琅香器等悉数展
出，珍贵文物占比达到三分之二。展览分三个部分：载燔载烈、
炉烟袅袅、既馨且逸，从香具、香材、香事等维度铺陈叙事，营
造立体展览空间，向观众邀约，共赴香席之聚。

策展理念：以“香聚”之名寓意美好香生活

关于展览立意，策展团队定位在缕缕幽芳，香聚万家，最
是人间烟火。在展览叙事中，将香文化与香具并线，既有香料
与制香工艺的发展脉络，也有香具的不断更迭。在展品组合
中，坚持器以载道，道法自然，和合之道的中国造物精神，香具
与香事共同发展，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通道达艺。展品虚
实结合，香具为实，香料为虚，虚实双线，自成一体。以香之用
划分展览部分，溯古为径，从敬神礼佛，文人之用，再到百姓生
活的精神追求。策展立足院藏文物研究，注重河北最新考古成
果的展示与活化利用，这也是展览原创性的重要体现。

从叙事脉络上，中国香文化萌发于先秦，初成于秦汉，鼎
盛于宋元，广行于明清。中国人在用香的历史中形成独特的香
文化，随着社会生活、审美情趣、工艺技术和宗教信仰的经年
变换，香料、香器的品类也随之改变。先秦香料以中国本土为
主，至两汉海陆凿空，南海及西方的树脂类沉香、檀香，膏脂类
龙涎、麝香，以及芬芳馥郁的花瓜类香不断输入国内，成为“香
气养性”的首选。香炉的演变和香料的使用密不可分，西汉早
期，主流香料是时称“薰草”“蕙草”的禾本科茅香，这种薰草可
以直接燃烧。西汉中期，来自南海、西域的龙脑，苏合等树脂类
香料传入中原，并逐渐成为主流，树脂类香料无法直接燃烧，
只能采取下承炭火的方式熏香，因此出现了炉腹较深、可以下
贮炭火的博山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合香技艺，合香
是指将多种芳香原料磨碎，按各种配方比例调制在一起。于
是，又陆续出现了唐代鸭型香薰、宋代的狻猊出香、明清印香
炉及香筒等鲜明时代特征的香具。

为了更好地展示“器”，首先置“境”，香气氤氲之意境。由
此，策展团队根据内容设计香事之生活功用，从贵族，到文人，
再进入普通人家的思路。确定空间设计思路，重在营造虚堂人
静好听香的意境，在展厅布置文人雅集香事空间。雅集是指文
人雅士吟咏诗文，共赋美好的集会，它不只局限于“集”，而是
更注重“雅”，众人共聚一席，志趣相投、襟怀明月，单以文章议
论、以诗酒唱和，纵情于卓然高致的雅逸时光，极尽人间清旷
之乐。

展览叙事：巧借诗词歌画实现首尾呼应

展览开篇选用明代周臣绘《香山九老图》，此画出自一则
典故，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退居香山，常与志趣相投的朋友相
聚，人称“香山九老”，白居易请画师绘制《香山九老图》记此风

雅韵事，并作《九老图诗》：“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鹤双
归。当时一鹤犹希有，何况今逢两令威。”

周臣是吴门职业画家，技法纯熟，文雅一体。《香山九老
图》绘远峰缥缈，白云翳其山脚。长松挺拔，水面微波粼粼。九
老中，松荫下二老远眺，山间小径二老畅谈、一长者携童缓缓
走来。临水平坡置一长方桌，香具置中心摆放，众人共赴香席，
抚琴品香。这种画法是典型的明代绘画风格，密而不乱，结构
精整而生动有趣。所绘人物神态自然又有趣味性，尽显忘情于
山水的悠闲自得，表达出古代文人雅士的隐逸思想，与展览主
题十分贴合，并依此确定展陈设计风格，巧妙截取画的局部，
或突出香席之聚，或择一草一木，贯穿整个展览的动线设计，
既有风格的一致性，又能在细节处理上自然过渡。

在展览书房场景设计中，注重器与境互融互通，在“以文
为业砚为田”的中国传统社会，书房是古代文人怡情翰墨、醉
意诗书的精神乐园，尤其是明代文人书房，布局格调独具匠

心，充满着闲情雅趣。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合称为文人四艺
（亦有称“四事”），是宋以后文人雅士追求雅致生活的一部分。
透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品味日常生活，焚香重在“香”之
美、品茗重在“味”之美、插花重在“色”之美、挂画则重在“境”
之美，将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且充实内在涵养与修为。

至尾声，选用一首明代诗词，屠隆《考槃余事》：“尘雨闭
窗，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热，香蔼馥馥撩人。
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曳指，长啸空楼，苍山极目，未
残炉热，香雾隐隐绕帘。”诗词内容描述了从点炉熏焚到香雾
缭绕的“一炉香”历程，所表达的缕缕幽芳，香聚万家，最是人
间烟火，将展览推向高潮。

此外，展览的部题说明也充分借鉴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
诗歌年代匹配展览内容的年代划分，诗歌含义符合展览内容
设置。“载燔载烈”出自《诗经·生民》：“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
燔载烈，以兴嗣岁。”主要讲述了中国用香始于露天燔烧，随着

香料加入逐步出现香具。“炉烟袅袅”出自宋诗人晁补之的《生
查子》：“永日向人妍，百合忘忧草。午枕梦初回，远柳蝉声杳。
藓井出冰泉，洗沦烦襟了。却挂小帘钩，一缕炉烟袅。”主要借
用诗词营造氤氲意境。“既馨且逸”出自明代《长物志》：“文房
百器，炉为首器，炉香袅袅，既馨且逸。”主要突出香事逐渐走
入寻常百姓家，人们日常品香之身心愉快。

展品组合：以物述史兼具时代审美特征

展览的每一部分选择具有时代特征与审美价值的成组香
具做支撑。在第一部分载燔载烈中，展出满城汉墓出土的博山
炉、熏笼一组四件铜制香具，辅以南水北调考古出土一组6件
陶制博山炉。以香具为载体的香事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
个侧写。从中国本土香料到西域传入合香，香路通则异香兴，
炉体深烟孔小的博山炉更适用于树脂类香料的埋炭熏焚。这
一部分的展品组合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能体现技臻于
美，以期“虽有人作，宛自天开”之赞。不仅如此，在第一部分还
重点阐释了中西交流丝路贸易，设置了丝绸之路开通而传入
西域香料展示区，如此一来，既有文物重器又有香料标本，佐
证从明火焚烧发展到埋炭熏焚的品香方式，进而推动香器的
发展，双线交互推进成为这一部分策展亮点。

在第二部分炉烟袅袅中，选择宋代定州静志寺地宫出土
香具，一组15件，含柄香炉、五足炉、香瓶、香盘、香合、香匙、香
箸等、用石志拓片佐证供养香具的规模与配置。这一部分的文
物亮点一是整套，二是鼎盛时期的宋代定窑器。隋唐时期，“行
香”之制始于晋代，盛行于唐宋时期，是指人们手持香炉燃香
致敬，达到“无处不生香”的效果。至两宋，在贵胄中流行的香
趣渗入各个阶层。在第二部分，随着香事发展，设计从香奉神
明过渡到燕居生活的流畅展线，选择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出土
的香具一组9件作为主要展品，其中香薰代表了金代井陉窑的
最高水平。

在第三部分既馨且逸，展出一组清宫旧藏五供珐琅器集
中展示了皇家香事之隆重。明初《焚香七要》等香规的确立，在
宋代香事基础上，深入阐释了焚香器具之法度，继续推动香文
化昌盛之风貌，香炉、香盒、香筯瓶（瓶内置香匙筯）组成的炉
瓶三事已成为最为正统的焚香形式。这一部分还依据古代香
方配伍，选取50余种香料，展示了五大传世香方。香方从东晋
时期在医方书籍中即有记载，南北朝时期合香理论初步形成，
宋代香方更为精细，开始在用途上做出详细区分，到明清，香
方在适用范围、功能效果上深入阐释。“合香之法，贵于使众香
咸为一体”，古人选香、配伍、合料、出香等工序精细考究，推研
香方，试制香品，香方得以传世，沿用至今。这一时期香事趋日
常，群香亦缥缈。明清的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商铺，人们不仅
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上门制香，书房、厅堂皆有香，既可薰
香、薰衣，又能疗疾、祛秽、宴客，另外，制作点心、茶汤、墨锭时
也普遍加入香料。

展览始于香席之聚，最终在闻香皆喜的吉祥寓意下落幕，
希冀观众带着以香寄情的愿望共创美好生活。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新四军
是一支文明之师，抗战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文化抗战运动，凝聚了巨大的民族力量。在新四
军深厚文化底蕴的驱动下，南昌新四军军部旧
址陈列馆开始策划新四军文化工作专题展。笔
者作为策展团队的主要成员和陈列大纲的撰写
者，经过大量思维的碰撞和论证，2023年顺利推
出精品临展“战地放歌——新四军文化工作专
题展”，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反响，也促进了馆
内策展工作流程的优化。现就此展策划和制作
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及下一步工作中需要改进、
优化、提升的地方，谈一谈心得。

策展缘起下的思辨之路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四军文化
工作的发展过程始终同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历
史、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
起。新四军从诞生至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
展，一直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积极开展了内涵
丰富的文化教育工作，促成了东南地区的文艺
繁荣。新四军领导开展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唤
醒了人民，教育了群众，起到了唤起民众抗日救
亡，鼓舞民族斗志，凝聚军心的作用，为争取抗
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战地放歌——新四军文化工作专题展”集
中展现了新四军在文化领域做出的突出功绩。
展览在采用传统的图文并茂、史料和文物佐
证、场景还原和视频互动等形式基础上，增加
最新展示手段，翔实而生动地再现新四军文化
工作中的成就，提高展览在社会上的接受度，
起到学习革命先辈、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的作用。

线性叙事下的珍品频出

展览分为赣江河畔的暖流、大江南北的号
角、华中抗战的熔炉、文化战线的旗帜四个部
分，按照时间、空间线性叙事顺序展出了新四军
在南昌、华中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再现了新四
军在此时期开展的内涵丰富的文化教育活动，
促成了华中地区文艺繁荣的辉煌历史。

展览共展出珍贵图片 200 余幅，新四军报
纸印刷场景、新四军识字班场景等两个复原场
景和珍贵文物约百件。重点展示了新安旅行
团、歌曲《茉莉花》的背后故事，以及书籍《出动
中的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
1937年生活书店发行的抗战通俗读物《战时读
本》等文物。

展览展示的馆内多件珍藏文物中不乏镇
馆之宝。书籍《出动中的新四军》尤其珍贵之处
是在封面和扉页上盖有“国民革命军陆军新
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印鉴，是目前发现仅存
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
印鉴。

手段创新下的形式求变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由于展厅不
大，面积约 500平方米，之前展览大多以传统展
示为主。此次展览力求有所突破，陈展手法上采
用了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再现当年战争时期
的形态，复原场景展示逼真，现场感强。

展览中使用了国内最新的裸眼VR技术，3D还原了抗战

初期在南昌发生的
文化抗战的历史动
人场景——“八千
人歌咏大游行 ”。
1938 年 2 月 26 日，
在新四军军部组织
下，音乐家何士德
站在一辆卡车上的
篷顶上挥动着一根
特长的指挥棒，指
挥8000人在南昌城

内主要街道进行歌咏大游行，街上人山人海，场面极为动人。
抗日歌声鼓舞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此，展览
中通过裸眼VR的参观形式+精致的CG动画，为观众打造了
一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激发了观众的红色动能。

展厅在保证整体陈列主线一致的前提下，展板设计力求
新颖、艺术个性化，让观众充分体验到新四军在进行抗战文化
活动时表现出来的强大气势以及巨大的感染力，给观众带来
极致的奇妙体验。展览中图片排版错落有致、有序排放，标题
文字放大凹凸层次处理。展览灯光温和，既对重点内容、重点
文物进行集中照明，又注重整体的灯光搭配。

展览中引用文物3D展示手法。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
馆在以往展览中多以现场陈列文物为主，观众很难全方位地
欣赏精美文物。此次展览中的精品文物在数字化采集的基础
上，制作了三维虚拟文物，精品文物模型可在PC、手机或平板
电脑上进行任意角度的旋转或缩放查看，可以很好地满足观
众的观赏需求。

主题突出下的鲜明特性

展览各框架标题直接点明主题，按地域、时间呈现递进式
展览，做到主题突出。文化抗战是此次展览表达的主题内容。
展览围绕新四军开展的文化抗战活动这一主线，分为四大板
块着重陈述了新四军宣传、文艺、报纸、教育、书籍、文化名人
等方面的内容。按照展览布置，两个贴合主题的场景再现了新
四军当年在根据地大力开展文化教育的场面。另外，为突出新
四军文化抗战主题，展出有抗战书籍、新四军文化抗战视频
等，做到了最大程度地展示展览的主题。

突出南昌地域特色。新四军在南昌组建，新四军文化工
作也发端于南昌。展览充分利用本土的红色文化资源，突出
展示新四军在南昌开展的文化抗战运动。展览第一部分“赣
江河畔的暖流”，展示了抗战初期新四军在南昌城内开展的
内涵丰富的文化教育工作，极大地促成了东南地区的文艺
繁荣。在此布置的 VR 视频《八千人歌咏大游行》，通过逼真
的3D展示，把南昌发生的这段文化抗战的历史动人场景充分
展现在观众面前。

寻找短板下的路径提升

空间效果没有凸显。空间中文化抗战元素不突出，各部
分之间过渡不够流畅。观众和展览之间取得共鸣的效果难
以达到最大化。为此，设计人员可在展览的适当位置（如展
板背景墙、板块过渡区域等地方）设计观众代入感强的新四
军文化元素，使得观众从观展开始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时
代感。各部分之间的过渡追求自然，设计的参观线路做到人
性化，注重流畅性。

观众参与互动性不够。观众沉浸式体验打造不够，针对此
不足，一是可精心设置观众打卡地或拍照点；二是可在展示模
块中设置观众答题、互动小游戏等参与体验环节。展览主办方
可梳理新四军文化知识点，制作新四军文化方面知识竞答知
识库。每次活动，从题库中随机抽取题目，规定时间内答完，即
可参与随机抽奖。互动小游戏可规定参与人数、奖品奖项定
制、游戏时长、参与门槛等，如此可大大增加观众的兴趣，延长
观众的观展时间。

在纸张发明前，中国人常常在竹木、甲骨、金属等材料上
书写，因材质的差异和书写工具的不同，汉字呈现出不同风
格。后人为研习和传播书法、文献，常用捶拓法将这些文字和
图像复制到纸张上，捶拓后的纸本较清晰地保留了原迹的风
貌。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碑帖万余件，全部划分在书画藏品类，
其中宋拓本3件，明拓本约50件，主要为徐行可、杨守敬等人
旧藏捐赠。7月2日，湖北省博物馆遴选百余件藏品，首次举
办“楮墨遗珍——湖北省博物馆馆藏金石碑帖展”。展览分为

“道在瓦甓——陶文拓本”“天书藏龟——甲骨文拓本”“吉光
凤羽——青铜铭文拓本”“石墨镌华——刻石拓本”“博古传
真——金石全形拓”五个部分，主要介绍了从新石器时期到
秦代的文字面貌。线下展览至10月7日结束，同时湖北省博
物馆官方网站将上线配套的虚拟展览。

何为碑帖

说到碑帖，大众耳熟能详的有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
铭》、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这些
都是我们学习书法和临帖的宝藏秘籍。但何为碑帖？对于
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在汉代以前，中国就有先秦石鼓和秦刻石，东汉时才
出现后世意义的碑，即刻有文字的长方形立石。随着时代
的发展，碑的含义又逐渐扩展为石刻文字的统称，如刻石、
墓志、摩崖、造像题记等。从碑石上拓印下来的拓本即为碑
拓，但是习惯上仍称为碑。所以本次展览名称中的碑并不是
指碑石，而是指碑石的拓本。帖是为了学习历代的名人法书。
古人会将这些法书墨迹摹刻上石，再制成拓本，广为流传，这
种拓本叫作法帖。法帖能较真实地再现名家书迹，便于人们
临习书法。碑帖既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字资料，也保存了历
代众多书法作品，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此次展出的碑帖，
多为清末至民初保存较好的版本，拓工精良，纸墨考究，字形
清晰完整，较好保留了原作的书法面貌。

在原迹不易保存、传播的时代，碑帖发挥了拓本传艺
的优势。尺素传情，见字如面，囊括前贤笔记的碑帖，亦连
接着过往的人心。

窥探平面字画里的人生历史

展厅整体采用石碑的灰色调，大概为了破解看展的乏
味，策展人在背景墙上间隔用了很柔和的紫色与橘色。展
厅中间做了波浪形状的展柜，围成一个半开放式的圆形展
示区，与整个方形的展厅形成对比，看似突兀，实则是个有
趣的设计。人生不正是有方有圆，有明有暗？

展览从最早的陶文符号讲起，残片上的痕迹大概只是
远古祖先们的一个简单记数，但具体是什么则要靠大家的
想象了。整个展厅最吸引人最能引起关注的应该是第二部
分“天书藏龟——甲骨文拓本”中的展品“馆藏甲骨文一
组”以及“殷商贞卜残版册”。鉴于中国推行的扎实的基础
教育，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甲骨文”基本上被绝大部分
人所知晓。又因象形文字的图画魅力，将实物书写的惟妙
惟肖而吸引着大部分参观者。所以进入展厅的参观者，在
这个展柜面前驻足的概率最大，时间最长。“殷商贞卜残版
册”的时间是民国初年，上面有易忠箓先生所写的题跋。关
于易忠箓还是值得一说的，他出生在湖北潜江，清末留学
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早期成员，讨袁事
息后，因不堪政界贪弊污浊，决然不问政治中事，转向考古

艺术与古籍文献的研究。或许和乾嘉时期的金石学者们有
过同样的挣扎——曾有满腔抱负，但是时代变幻诡谲，官
场贪污不公，因而他们选择了避世，“埋首故纸堆”。这或许
是一种无奈、无助或无力！

此次展览还有一件名为“叶东卿手拓金石文字册”的
文物。叶志诜，字东卿，湖北汉阳人。大概人们更熟悉他的
儿子叶名琛，或许还听说过与北京同仁堂齐名的老字号中
药房“叶开泰”。叶志诜是“叶开泰”第六代传人。历史上的
叶名琛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既坚定维护清朝的封建
统治，镇压地方起义，又坚决抵抗外敌侵略，最终在加尔各
答绝食而亡。叶志诜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的同时或
许会觉得儿子行为大义吧！

金石碑帖经历代名家收藏、名工装裱、名家题跋，珍品
更由重要藏家累世递藏，留存的鉴藏题签、题跋及钤印等，
反映了历代学者对于该碑帖的辨析及书法艺术的评价，有
重要的研究和鉴赏价值。每一件碑帖文物背后都有属于自
己的故事和意义，平面的展品背后是不平淡的人生历史！

神奇的全形拓

全形拓，又称全角拓、立体拓，是以墨拓的方式把三维器
物的立体形状转移到二维平面拓纸上的一种特殊技法。清
代，随着金石学家对研究、观摩器物立体的需求，使全形拓于
嘉道年间应运而生，并在民国时期，该技艺达到了顶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照相技术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的影
响，这项技术近乎失传。时至今日，全形拓技艺作为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遗产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次展览展出了14件全形拓作品，展出面积大概是整
个展览的三分之一。其中有现在大陆不易见到的青铜器，
例如“颂壶拓轴”，颂壶是西周盛酒器，因作器者为“颂”而
得名。颂壶有两件，一有盖一无盖，无盖件收藏于中国国家
博物馆，有盖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次展出的是嘉
道时期的拓本，上面有“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在
1951年留下的题跋。有现在再也见不到的青铜器，例如“无
专鼎拓轴”，无专鼎是西周晚期的器物，内壁有 94个铭文。
明清两代无专鼎一直安放于镇江焦山寺海云堂，无数金石
学家前去观摩与考释，一时声名远播。1937年的冬天，被侵
华日军炮火炸毁。此次展出的是清拓本。有堪称西周早期
金文书法代表作的器物拓本，例如“大盂鼎拓轴”，大盂鼎
是西周饪食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849年出土于今
宝鸡眉县李家村。该鼎内刻铭文 291字，书法体势严谨，字
形以及布局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雄壮而不失秀美，体
现出端庄凝重的艺术效果。此次展出的是清末拓本。三维
立体的实物被金石学家拓印在二维的纸张上，“立体”展现
在人们眼前。经历岁月洗礼、历史的颠沛流离，有些已不复
存在，但是拓印延续了它们的生命，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
能够“看”到它们，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

湖北省博物馆目前修复完好的碑帖作品约为总量的
五分之一，策展人计划结合系列化的展览推进碑帖的修复
进度。如越王勾践剑的独特，说的不只是表面的锋利，更是
其中蕴藏的历史故事。碑帖与全形拓的研究，说的也不只
是书法艺术与器物，背后更有历史的更迭、政治文化势力
的合作与角力。金石学的兴衰，不仅讲述着考古、训诂、古
文字等学问的研究与发展，也暗示着我们观看世界的一种
视角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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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笔记

■展评

光绪款掐丝珐琅鼎式炉 清
河北博物院藏

甪端铜熏炉 明
河北博物院藏

书房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