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窗口单位，湖
南博物院始终坚持正
确的政治站位，在配合
国家战略和承担外交
使命上，通过推出系列
国际性合作展览，着力
推动文明的交流与互
鉴。“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 ”，对 此 新 湘 博 开
馆以来，发挥主阵地
作用，先后举办了“在
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
乡——13-16 世纪中
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
交流”“彼美人兮——
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
物展”等特别展览，通
过整合国内外文化遗
产资源，推动文明的跨
时空交流与对话，产生
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湖南博物院深入
挖掘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与首都博物馆、南
京博物院共同策划推出“神话国度 璀璨爱琴海——古希
腊文明史诗”展览，通过深入阐释“物证”，勾勒古希腊文明
发展的历史图卷，解读历史沧桑变幻中不变的文明特质和
永恒的精神。展览开幕之时，希腊共和国驻华大使埃夫耶
尼奥斯·卡尔佩里斯博士亲赴湖南博物院并致辞，表示“这
样规模的展览在全世界并不多见”。展览推出仅一周就获

“中博热搜榜 2023年全国博物馆 100大年度热门展览（新
展特展）”。

此外，还有“秘鲁古代文明展——探寻印加帝国的源
流”“欧洲盛宴——英国V&A博物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

“美洲豹的传人——墨西哥古代文明展”等系列国际性展
览。把全球优质的文化遗产资源请进来，不但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让人们不用出
国，就能领略到世界文明的多元灿烂，并且也让世界更多
地了解中国和湖南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诚意和作为。同
时，湖南博物院积极走出去，在国际上传播中国声音，传播
中华文化，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向境外推介多

项原创性展览和多类核心收藏，引发广泛关注，比如赴韩
国、美国举办“齐白石艺术珍品展”，赴意大利举办“马王堆
汉墓珍品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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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质的规定
性，而文化自信则是文化主体性的
重要标志，它来自于对自身文化的
高度认同和自豪感。在全球化背景
下，坚持文化主体性，对于维护国
家文化安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
响力与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和创新
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南博物院依据自身宗旨、
使命和定位，十分重视文化主体
性的建设和维护，全力打造了以
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临时特展
为核心的展陈体系，即以“湖南
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长
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为代表的基
本陈列，青铜、书画、陶瓷、工艺、
民族民俗文物等类别的专题陈
列，以及不定期举办的临时性或
特别展览三大体系，代表了湖南
博物院对博物馆文化主体性与
展示行为的主张。“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长沙
马王堆汉墓陈列”两大基本陈列分别从纵向、横向两大层
面解读湖南历史文化进程中的重点和亮点。前者打破传统
通史类陈列以时间轴为主导的叙事方式，破而立从“人”的
角度，通过 4000 余件文物展品，重点解读繁衍生息于三湘
大地的人们依托生境、获取生活资料，进而创造出辉煌灿
烂的历史与文化，塑造出“湖南人”的群体性格；后者立足
于马王堆三座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利用 1000
余件珍贵展品，围绕“轪侯家族”这个主题，连缀一幅汉初
贵族生活画卷，进而从横切面展示 2100 年前的中国所达
到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科
技成就及巨大贡献。以上两大基本陈列的布局，是基于对
湖南博物院的定位与性质，对自身核心收藏的深入研究与
评估，并对应时下区域性省级馆建设的新要求而作出的判
断，集中反映了博物院在文化服务领域的“归属”和“专业
贡献”，代表了湖南博物院的“基本产品”和“长线产品”。
除基本陈列所展出的文物之外，还有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诸
多特色藏品，被打造成专题陈列作为博物馆展陈体系的重
要补充，就某一研究专题或专项进行专门展示。

湖南博物院新馆自开放以来，举办、参与各类陈列展览

100余个，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基本陈列“湖南人——三湘
历史文化陈列”和“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获评第十六届
（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先后举办了“激
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展”“画吾自画——馆藏齐白
石绘画作品展”“瓷之画——从长沙窑到醴陵窑”“齐家——明
清以来人物画中的家族生活与信仰”“烟云尽态——湖南省
博物馆藏《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展”“王门艺事——王闿运
和他的弟子们”“至纯至美——湖南省博物馆藏单色釉瓷器
展”“方圆之境——湖南博物院藏铜镜展”“扇里扇外——湖
南博物院藏扇面展”“亘古的祈愿——梅山文化圈雕塑与信
仰”等专题陈列；特别展览新馆首展分别为“东方既白——春
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和“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
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示出新湘博对临展布
局的战略规划，既关注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又重视
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是新湘博特别展览形成不同
系列的雏形，之后湘博逐渐塑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系列、世界
古代文明系列、中国艺术系列、世界艺术系列和湖湘区域文
明系列等诸多特展类型。

坚持博物馆文化主体性
创新“展览叙事”话语体系

——新时代博物馆讲好中国故事的湘博实践
舒丽丽 陈叙良

2017年11月29日，湖南博物院新馆正式对外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公众提供“有

温度、有力度、有速度”的参观体验，成为全国游客到访湖南的首要文化打卡地，也是湖南走向

世界的“文化名片”，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2000多万人次。湖南博物院将自身定位

为一座承载和反映湖湘文明的大型历史艺术博物馆，明确其使命在于立足于文化遗产的保

护，致力于优秀文化的传播，以激发公众的参与和热爱，努力“打造一座共有、共建、共享的我

们的博物馆”。为此，湖南博物院坚持博物馆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展览叙事”的话语体系，不断

推出优质陈列展览，致力于“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近年来，湖南博
物院实施“博物馆+”
战略，通过与多方展
开跨界合作，加强与
不同领域、不同行业
的互动互联，从而整
合文化资源，极大地
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促进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更好地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为了让博
物 馆 里 的 文 物 活 起
来，湖南博物院采用
多种手段，让这些文
化遗产更加生动、贴
近公众，从而提高人
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
和兴趣。“文化+科技”
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湖南博物院举办了“听·见湖
湘——湖南音乐文物与故事”“神游——历史时空中的数字
艺术”“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多媒体大展”
等系列展览，探索科技赋能新型展览传播，让观众能够身临
其境地体验历史场景，感受到文物的魅力，震撼于沉浸式的

“物我”空间。
其中，“听·见湖湘——湖南音乐文物与故事”展是基于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物展
览展示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而策划的成果展。展览汇聚
了湖南省境内的 170件音乐文物藏品，采用现代音乐篇章
结构，讲述了湖湘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将音乐文
物实物和多种数字展示技术相结合，打造了一个音乐文明
的活性文本和视听盛宴，让观众成为湖湘音乐的感知者、
见证者、传承者与创造者。展览充分利用多模态文物知识
图谱、多感知通道混合现实等课题关键技术，推出“高山流
水遇知音——湖南音乐知识图谱可视化”“浏阳古乐 MR
体验”“古琴虚拟弹奏”等多个数字展项，探索珍贵文物的创
新展示，拓宽展览内容的广度深度，以期满足公众更加多元

个性化的知识需求，提供公众更高质量的观展体验，解决博
物馆展览形式单一、内容支撑少等关键问题。

“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多媒体大展”立
足于深厚的学术研究，加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阐释
与利用。这一展览与中国数字图书馆携手哈佛大学中国艺
术实验室主任、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终身教授汪
悦进合力打造，整合全球学术资源，运用最前沿的多媒体技
术，以数字化多媒体剧场的方式，为观众展现中国早期文明
的思维深度与艺术内涵，构筑一场观众可穿行其中、体验丰
富文化叙事的沉浸式多媒体展览。

湖南博物院始终以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为使命，深度
分析观众需求，为观众提供更为专业化的个性导览服务。同
时，适度利用人工智能、数字穿戴等技术，研发并陆续推出
AR导览、手持导览等辅助参观设备，打造出沉浸式的博物
馆交互学习体验氛围，带领观众“前往”文物所生活的历史
时代和场景，让来馆观众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
事，增强观众与文物之间的交流，增加观众在参观学习过程
中的趣味性，优化博物馆参观学习模式。

坚持博物馆文化主体性
搭建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展陈体系

“展览叙事”话语体系的创新，旨在通过优化话语内容、创
新表达方式、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等手段，形成一套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能够有效传播中国声音和故事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
原创性高且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为此，湖南博物院高度重视原创展览的推出，充分发挥馆
藏文物资源和本院专业人员的主体性，激励专业技术成果转
化，坚持专业导向，以策展人制度和项目制保障展陈品质的持
续提升，推动新湘博在“展览叙事”话语体系方面的创新。湖南
博物院坚持每年都举办 2至 3个大型原创展览，形成了“一个
大型原创展览+一本图录+一场学术研讨会+一批文创产品+
一个数字展+N场配套教育活动”的“5+N”模式。除新馆打造
的“两大基本陈列+两大原创特展”四大陈列展览获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外，一批优质的原创特别展览，如

“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
文化交流”“根·魂——中华文明物语”“闲来弄风雅——宋朝
人慢生活镜像”“齐家——明清以来人物画中的家族生活与信
仰”“王者归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遗珍重光——湖南
博物院‘发现系列’专题展”等，在长沙市多次掀起参观热潮，
多项展览冲上热搜，并且多项入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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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项
目，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优胜奖。

梳理和总结湖南博物院策划原创性展览的经验在于：在
坚持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基础上，注重博物馆专业的特性，
打通学界和业界研究成果的壁垒，秉持“以公众为中心”，重
视对国内外博物馆事业发展趋势的研判，如积极思考博物馆
如何优化话语内容、创新表达方式、如何满足观众多元体验
的需求、如何激发社区的积极参与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新馆展陈体系的建设和实践中，不断创新策展理念和方法，
利用多学科研究成果，引领博物馆展陈从重视物质文化类型
学、考古学、历史学到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消费心理学、营销
学的拓展与提升，真正实现博物馆展陈从精品展模式到主题
展、叙事展的转向。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湖湘故事，讲
好文化的交流互鉴”，在新湘博开馆的四大陈列展览中突出故
事性，如以“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讲述一群人（湖南
人）的故事，以“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讲述一个家族（轪侯）的
故事，以“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讲述一个时代（传
统文化奠基的时代）的故事，以“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
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讲述一种文化现象
（跨文化交流）的故事。

在博物馆展陈策划和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好用的模型和
方法。比如“深描”原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经典概念，被引入到
博物馆策展中去阐释以“文物”为代表的展品及其组合。2019
年 5月 18日，举办了“根·魂——中华文明物语”展览，仅用 30
件（套）展品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成就，奉
献给观众一个以经典文物为叙事主体的“极简文明史”，以“一
物一围合，一件一叙事”的新型展示方式，将文物置于立体的
时空中，并通过多维度解读每一件文物，让观众欣赏经典文物

的同时，深度了解文物内涵及其所承载的文明意义。该展览同
时在传统与未来之间构建起一个连接点，以呼应当年国际博
物馆日主题“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

此外，践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思路，推行前置性、形成性和
总结性评估，并将调查数据和分析结果运用于陈列展览的具体
策划与实施中，推行巡展的“在地化”和“区域化”策展理念，实施

“分众化”的教育和营销策略卓有成效。同时，不断思索引进展
览如何避开“千馆一面”“千展一面”，着力从内容与艺术设计的
高度统一入手，守正创新，结合定位量身定制博物馆的高品质
展陈。比如基于对展览主题的理解，从设计的角度去形成新的
展陈语境。通过对“法老·诸神·木乃伊——古埃及文物特展”的
展陈语境分析，在内容和展品基本统一的情况下，湖南博物院
的展陈艺术设计是原创的；通过对“来自阿富汗的国宝”展的内
容理解，设计立足主题与形式的结合，同时拓展对其地理位置、
基本国情以及早期历史的展示，以求给予观众更为全面的背景
知识，从而理解展览重新策划所凝练出的主题及其意义。

以原创为发动机
不断创新“展览叙事”话语体系

开展跨界融合
“文化+科技”引领新发展趋势

承担新的文化使命
提高展览的国际传播效能

博物馆是典藏文物、开展文化遗产研究、展示与教育的公共文化机构。一代文博人有一代文博人的历史

使命，新时代如何更好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是中国博物馆界必须回答好的时代之问。博物馆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湖南博物院致力于建设成为展现

新时代恢宏气象的新高地、传承中华文明的新标识、彰显中国精神的新阵地、展示湖南形象的新窗口，以更好

地发挥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重要作用。

观众参观“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

专题陈列“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展”场景

策展人陈叙良博士作“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
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览讲座

湖南博物院段晓明院长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沙伦赛·贡马西一行做导赏

“神话国度 璀璨爱琴海——古希腊文明史诗”展览开幕式

“听·见湖湘——湖南音乐文物与故事”展览浏阳古乐部分MR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