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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篇

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
年的文明史。这句话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学术课
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文明是人类文
化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
积淀逐渐孕育而成。

原生文明

中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与非洲并列为人类起源之
地。在旧石器时代，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学会了
打制石器，掌握了人工取火，并在自身体质发展上走在
了世界的前列。距今 1万年前，人类历史跨入新石器时
代，磨制石器和陶器出现，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北方
地区开始栽培粟和黍，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水稻，形成
了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距今8000至6000年前，农
业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聚落数量和规
模逐步扩大，内部出现了分工和分化的端倪。大约距今
6000年以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史前文化
加速发展，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出现了区域性中心聚
落和统治阶层，史前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由此
开启了文明化进程。从古人类，到古文化，再到古文
明；从涓涓细流，到渐聚渐汇，再到汪洋大海，中华文
明兼纳百川、包容四海，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
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

多元一体

万年来，中华大地上形成了数个具有不同面貌、不
同谱系的文化区系，它们既各具特色，又彼此联系、共
同发展。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一枝独秀”，而是
多地散点式发生发展，呈现“满天星斗”的态势，又似

“重瓣花朵”。炎黄子孙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
早已产生了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以及和合共生的价值理
念，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中国方案

在 20世纪以前，国际上普遍以西方文明三要素 （文
字、冶金术和城市） 来审读中华文明。根据这样的标
准，中华文明只能追溯至商代晚期，即距今只有 3300年
左右的历史。始于 2001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打破了这
一认识误区，结合中国考古实践和社会发展特点，提出
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
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同时，通过大量的考古
证据和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古国时代

2023年 12月 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第五阶段最新成果，将距今5800至3500年划分为古
国和王朝两个阶段，而距今5800至3800年之间，则称为
古国时代。古国时代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约为距今 5800 至 5200 年前后；第二阶段约为距今
5200至4300年前后；第三阶段约为距今4300至3800年前
后。在古国时代，中华大地存在着许多强势的文化和区
域文明，如较早的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凌家滩文
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更晚
的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等，
多元的文化格局及多样的文明路径，共同滋养着中华民
族的根与魂。

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博考古事业的高度重视，国内出
现了考古热和博物馆热，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成果
展示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
国故事。基于上述学术背景和现实背景，策划推出“文
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展，对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有着重要
意义。

展示篇

5000 多年前，中华大地百花齐放、多元并进，文
明之光交相辉映、绚烂夺目。红山与良渚是中华早期
文明群星中最为璀璨的两颗巨星，它们实证了中华文
明从曙光初现到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出中华
文明起源的壮丽与辉煌，给我们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
文化遗产。

相关展览

这几年相关展览层出不穷，设计理念与展示方式更是
推陈出新，如“又见红山”展 （辽宁省博物馆，2019
年）、“双璧同辉——红山·良渚文化展”（赤峰博物馆，
2021年）、“玉·见——红山·良渚文化展”（浙江省博物馆，
2021年）、“玉·见文明——红山·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
（内蒙古博物院，2022年）等，从不同侧面及角度叙述解
读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给我们以启发和借鉴。那么，如
何在相同题材的密集展示中，利用大家熟悉的文物，办出
一个出新、出彩、出圈的展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题立意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
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展，紧紧围
绕红山和良渚两大文明展开，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展览
以“文明高度”“中国特征”和“文化传承”为关键词，旨在通
过中华早期文明所体现的“文明高度”，突显文明起源的

“中国特征”，诠释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
方案”，进而向世界展示“中国贡献”和“中国价值”。展览以

“文化传承”为落脚点，继承与创新，让红山和良渚的文
明之光，在新时代绽放神采、熠熠生辉。

叙事逻辑

展览分为“孕育”“绽放”“传承”三部分，按照
“知所从来”“何以所在”“方明所去”的逻辑主线展开叙
事。第一章“孕育 蓄势待发”，从传承发展和交流融合
角度，展示红山和良渚两大文化“怎么来”以及文明如
何从文化中诞生；第二章“绽放 星光灿烂”，讲述中华
文明从曙光初现到朝阳圣地的历史过程，从生业、营
建、治理、思想四个维度，将红山与良渚进行解构和对
比，着重展现两大文明“什么样”；第三章“传承 继往
开来”，剖析红山文明和良渚文明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基
因，阐释以农耕为底色的中华文明时代价值，重点体现
中华早期文明“结何果”。

文物利用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
神。266组400余件（套）珍贵文物，揭示中华文明之初
的磅礴气象，展现中华民族先祖的伟大力量，体现中华
文明之源的时代价值。展览以讲述社会发展进程为宗
旨，不唯突显“宝”，旨在强调“理”。这里既有高等级
贵族墓葬出土的红山文化龙、凤、人和良渚文化琮、
璧、钺等珍贵玉器，又有普通社会成员使用的石、陶、
骨、漆、木等日常用具和反映生业经济的动、植物遗
存，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华早期文明的丰富内涵。展
览注重文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学术体系性，单体与组
合、宏观与微观相辅相成，有条不紊、繁而不杂，表现
中华文明壮丽辉煌的同时，突显了中国工匠精神的细致
入微。展厅中展示了马鞍桥山遗址出土的之字纹筒形陶
罐、细石叶、细石核以及一套完整的农业工具 （包括砍
伐用的石斧、播种用的石耜、收割用的石刀、加工谷物
时使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该遗址是目前辽宁省内正
在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体部分为红山文化早
期聚落，兼具居住、祭祀和埋葬功能。将“新鲜”文物
送进展厅，打破了以往出土文物直接入库的惯例，实现
了考古发掘与成果展示的快速转化。

艺术表现

展览依托展厅结构，以“总-分-总”的框架构建动
线，在约 1300平方米的空间中演绎历史。主视觉设计取
红山之“山”、良渚之“水”，山水相连、六合同风为意
境表达。采用红、绿、蓝三原色，红色为红山部分，绿
色为良渚部分，蓝色象征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色调交
替变化，赋予节奏感，给观众以清晰的视觉引导。展厅
内部充分利用动态陈列、复原陈列和数字化手段，增强
展览的通俗性、观赏性、趣味性和体验性。其中，包括

“文明足迹”“天地人”数字化展墙、良渚生活场景油
画、玉琮和玉龙矩阵灯箱以及中华文明树镶嵌画等亮点
辅助陈列6处，复原、场景、互动展示7处以及多媒体演
示 6处。位于门厅的“文明足迹”场景，竹节文化柱顶
端装饰有红山文化玉猪龙、良渚文化鸟立高台形象，配
合着头顶的星空罗盘，仿佛中华文明尽收眼底，一场穿
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即将开启。主展厅中利用较大空间设
置的“天地人”数字化展墙，借鉴了传统的屏风照壁文
化，以山水画卷作为开篇，利用全息透明屏及活动镜投

影技术，使画面在更大范围内自由移动，甚至人和动物
还突破二维界限走出屏幕，无形中增加了视觉延伸性和
空间感。同时，融合场景中冰花装饰的山川、雨丝和涟
漪塑形，更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和梦幻感。观众可以透
过屏幕看到古代先民祭祀、耕种、狩猎和制玉等生活场
景，身临其境地感受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存的古国世界。
展厅正中开阔的视野区显现出一幅 20 平方米的巨型油
画，以宏大的尺幅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良渚人的生活场
景，画面生动写实、惟妙惟肖，恍若历史的距离被无限
拉近。

红山与良渚作为古国时代中华文明演进图谱上的两
个关键时空坐标，一北一南、一早一晚，都以发达的农
业和高超的手工业为支撑，都有大型祭坛、高等级贵族
墓地及严格的用玉制度，都建立了集中而有序的社会治
理体系，都追求思想和精神的整合与统一。两者深刻体
现了文明起源的“中国特征”，完美诠释了文明定义和认
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

解读篇

中华文明何以灿烂？中华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
承载着中华民族 5000多年的文明积淀。农耕作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底色，传承下来的不只是珍贵的物质遗产，更
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贵品格和民族精神，形成了
独特的价值体系。

文化因素

红山“山居”，良渚“海处”，山海之间以玉相连。
玉器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和
平性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的集
中体现。《周礼》当中记载的“以玉作六器”，至少有三
种，如璧、琮、璜在红山和良渚玉器中已经出现。红山
玉龙和良渚玉琮，分别是两个文明最具特色的器物和文
化因素，执此视角、以点带面，可以洞见距今 5000多年
前辽河、黄河、长江三大流域史前文化的密切交流以及

“以玉为礼”“以玉为美”“以玉事神”的信仰共识。

文明基因

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造就了中华民族追求“天、
地、人”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天重在时、地重在利、
人重在和。天时、地利、人和，与农田一事关系尤重。
天和风雨顺、地和五谷丰、人和百业旺。顺应时势、因
地制宜、协调人际的文明基因，塑形铸魂、亘古亘今在
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赓续传承。

天人合一。农耕民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活。农业收成与风雨时节、土地
环境关系甚大。为了能更好地把握天时，古代先民筑坛
以祀天，观天以授时，顺时而劳作，遵循天地规律、探
寻宇宙大道，用自己的勤劳和勇敢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道法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取山海之利，广
泽于民。南方种植水稻，北方栽培粟黍，这是因地制
宜；山间居民狩猎捕鱼，海边住户养殖水产，这是取地
之利；乡野之间万物生灵，人们顺应事物生长规律，追
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以人为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
是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精髓和至高境界。尊崇祖
先、以和为贵、方圆之道等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留给我们的历史智慧和经验总结。心怀家国天下的豪情
担当，关注民本民生民心的为政之道，体现亲民为民爱
民的执政情怀，中华文明重视人的作用，强调人的力
量，这便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理念的根源所在。

展览定位在叙事主题展范畴，侧重于让文物讲述
故事，传播文化理念，通过物质 （即文化因素的传
播） 和精神 （即文明基因的传递） 两个层面，阐释红
山、良渚对周边区域、后世文明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深远影响。

“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展，从 3
月 4 日开始策划，至 6 月 7 日竣工，其间完成了大纲撰
写、艺术设计、文物借调、施工布展等一系列过程，
快速、高效、简约而不简单。利用现代化陈列手段，
实现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南北对话，生动演绎了中华文
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特质和脉络，这是一场推动新时
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尝试。灿烂辉煌的中华文
明之光，穿越 5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照耀着中华民族
前进之路，激发了国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无限憧
憬和坚定信念。

（执笔：王闯）

认 知·展 示·解 读
“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展览策划和思考

沈阳博物馆

作为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展览，“文
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展于6月8日在沈
阳博物馆正式启幕。展览由国家文物局、辽宁省人民政
府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沈阳市
人民政府承办，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沈阳市
文物局、沈阳市文博中心协办，沈阳博物馆策划实施。
展品来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博物馆、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杭州市临平博物馆、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开展伊始便备受
瞩目，游人如织、好评如潮。

为了便于公众观展，获得更好的体验，也为增加宣
传力度，扩大展览影响力，拟从认知、展示和解读三个
层面对策展的理念和实践进行阐述，同时分享办展的
些许心得。

展厅

展标（主视觉） 门厅

展厅

展厅

展览主要结构示意图

“天地人”数字化展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