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是西安的古称，
地处关中平原中部，是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历时千余年，西安
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
代最多、时间最长，有
着重要影响力的城市。
汉唐时期的长安，是承
载东西商贸往来的古
丝绸之路的起点，连接
亚欧大陆的重要节点，
以其繁荣的经济、灿
烂的文化以及海纳百
川的胸襟，成为当之无
愧的世界性大都市和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2024年是“丝绸
之路：长安—天山
廊道的路网”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十
周年。长安代表的开
放包容、交流互鉴的丝
路文化千百年来一直被
世界称道。中国丝绸博物
馆以长安为主题，策划的“九天
阊阖：丝绸之路上的长安”展览
于今年 6 月开幕。本次展览
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博
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
等17家文博机构合作，
共展出文物210余件。

展览分为“世界之
都”“商贸之都”“文化
之都”“时尚之都”“长安
与浙江”五个板块，前四
个板块从当代视角看古代
都城长安，在展陈上用色也更
为恢宏，“长安与浙江”

则通过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将展览主
题与本地相结合，以文物实证南
北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以唐
诗为暗线，串联起锦绣长安与诗
画江南。展览从多个角度展示长
安城的考古发掘和传世遗存精
品，展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
互鉴而丰富，以期更好展现长
安这座世界之都的动人魅力和
丝绸之路的繁荣辉煌。

世界之都

“长安”作为都城之名始于西
汉，以祈望“长治久安”得名。“逾昆
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
里。”汉长安城，始建于公元前 194
年，建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最盛时
期的汉长安城人口约有30万，与罗马
并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化大都市。
在隋都大兴城基础上建立的唐长安
城，其布局之规范，建筑之宏伟，规
模之大，堪称当时世界一流都市。唐
长安城也是中国历代面积最大的都
城，人口最多时超过 100万，居同时
期的世界之最。外国使者、商人、留
学生、僧人，不远万里循着丝路来到
长安朝贡、经商、求学、巡礼，甚至世
代定居。

蕃酋像 唐代 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藏（图1） 此像原立于丰陵西侧
蕃酋殿，头部已缺失，着窄袖翻领
袍，束腰带，两肩有残留发辫，背后
刻有“土番国王”四字。位于乾陵的
六十一藩臣像为人熟知，每尊石像
身后都刻有国号、官职和姓名。蕃
臣像是各国归命大唐、拱卫宫阙的
缩影，也是王维诗中所描绘的“九
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真实写照。

商贸之都

唐代因发达的交通网络、繁盛的
农业经济，以及朝廷对商业活动的积极
支持等因素，其商业繁荣程度远超前代，达到
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作为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之
都，长安城内有市（商品贸易区）、有坊（居民居住区），坊市分离。市
场主要设在东西两市，是长安城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特别是西
市堪称世界级商贸中心，有“金市”美誉。不仅金银器、宝石、琉璃、
香料和丝绸、瓷器、茶叶等西来东往的货物在此中转、交易，东西方
文化也在此交流、融合，舶来品所承载的文化被吸收、再传递，汇聚
出多彩的丝路文明。

鸳鸯莲瓣纹金碗 唐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图2） 纯金质，捶
揲制作，侈口，弧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内壁有墨书“九两半”，应是
碗的重量。唐代随着西方金银器特别是粟特金银工匠大量进入内

地，中国本土的金银器制作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也加入了中
国传统美学元素，这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
丽的纹饰，就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

八瓣团花描金蓝琉璃盘 唐代 法门寺博物馆藏（图3）
此物吹塑成形、侈口、翻沿、浅腹，平底，底心上凸，为唐代传入
中国的东罗马、伊斯兰琉璃器。盘心有两周弦纹，两周弦纹之
间有一周波浪纹，波浪内刻浪花，弦纹与水波纹均匀描金。内

弦纹中间，刻丹芭团花纹，间刻平行的辐射线，盘底有吹
塑时铁棒痕迹。该琉璃盘体现出唐代中国的对外交流

交往。

文化之都

长安是一座文化之都。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
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国家政策的开放包容，

使得诸多域外文化在这里与中华本土文化相融合，
长安的文化走向了全面的繁荣。唐人希望通过这种一

视同仁的文化政策，“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
化”。来自各国的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僧侣黄冠、

贩夫走卒，共同塑造了灿烂的长安文化。宗教多元，
诗歌繁荣，艺术璀璨，文献浩瀚，长安在中国文化史上

树立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鎏金铜佛立像 统一新罗时期 宁波博物院藏（图4）

佛高肉髻，满饰螺发。身穿通肩圆领广袖袈裟，领于胸前呈
“U”形悬垂。跣足立于仰覆莲座上，莲座下连铸带壶门的多边
形台座。舟形背光，外缘饰火焰纹，头光与身光内饰镂空卷草
纹，外缘镶嵌珍珠。此尊造像与韩国出土的统一新罗时期的金

铜佛立像非常相似，它出土在宁波，应与佛教交流、明州港
兴起有关。五代吴越国禅教两宗兴盛，多位高丽僧人入两
浙求法，往还多经过明州。

时尚之都

唐代长安，经济的繁盛、多元文化共生带来的多样
化审美，使得生活艺术创新不断，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设计

师，融合东西方元素的“大唐新样”风靡丝绸之路各国；男
女服装形制多样，着装方式个性自由，“云想衣裳花想容”正

是盛唐长安浪漫而华贵的时尚写照；除了梳妆打
扮标新立异外，长安城的文娱也是精彩纷呈，从
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到宴饮品茗、出
游狩猎等，充分展现了大唐王朝兼容并蓄的包
容性和创新性，引领当时的文化、艺术、生活风
尚潮流。

冯晖墓乐舞砖雕 五代 彬州市文物管护中
心藏（图5）冯晖墓的甬道东西壁共有彩绘浮雕
砖 54块，组成 28个人物，东壁男性，西壁女性，
各14人。砖雕刻画了男、女两组散乐演奏的热闹
场面，演奏的乐器包括方响、箜篌、腰鼓、琵琶
等，舞者的陶醉、演奏者的专注，刻画得生动传
神，自然亲切。

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 唐代 法门寺博物
馆藏（图6）器物通体镂空，纹饰錾金。带盖，直
口，深腹，平底，四足，有提梁。盖为穹顶，口沿下
折与笼体扣合，顶面模冲飞鸿。笼体腹壁錾饰相
对翱翔的飞鸿，笼体共有鸿雁39只，镂孔作球

路纹。笼底錾刻“桂管臣李杆进”，证明此
笼为晚唐桂管地区（治所在今桂林）在唐
懿宗39岁生日时进献。

长安与浙江

隋代开通大运河后，杭州成为大运河水系的关键
节点。唐代以来，明州、温州、台州等海港逐渐繁荣。大
运河、钱塘江、浙东运河及海上交通构成的交通网，使
得浙江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浙江与长安之间的水陆交通线，承载着往返海内
外的人员、货物，成为唐代以来中国沟通南北最为重
要的生命线。长安城内充斥着来自浙江的商品货物，浙
江也遍布来自长安的人文艺术和时尚，两地的官员、文
人、商旅、僧道频繁流动和往来，反映了长安与浙江的
紧密联系，并印证浙江作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节点
的重要地位。

五瓣葵口内凹底深腹秘色瓷碟 唐代 法门寺博物
馆藏（图7）唐代晚期瓷器，五瓣外侈葵口，圆唇，器身
斜腹中间微外折，器底为凹底并有支烧痕迹，通体施青
灰色釉，碟内身通体施有绿色釉，外壁留有丝绸包裹痕
迹。“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晚唐，形容如冰似玉胎质细
腻。中国古代越窑中心窑场位于浙江上林湖后司岙。

兽角三彩孔雀杯 唐代 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藏
（图8）此物呈角形状，敞口，杯身向上弯曲成弧形，
周身饰以孔雀翎羽图像，孔雀向后反身，头部朝向尾
部。这种器型由西方传入的来通杯转化而来，被中国

匠人仿制成瓷器，从生活用具逐渐演化为礼器或冥器，
这样的完整器型在南方地区首次出土，也体现了唐代浙

西南地区文化、政治和南北贸易的往来交流。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

两千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丝路上的长安，
展现了开放包容、多元和谐与源远流长的汉唐气象，使中华文明闪
耀世界。千百年过去，长安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勇于创新的精神一
直被世人称道，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值得回望的历
史丰碑。

浙江作为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枢纽。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传承至
今，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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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古文字与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建设，
近几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在
古文字活化利用上开动脑筋，
多方“出击”，聘请古文字专家，
开发与古文字相关的文创产
品，同时古文字文物活化创意
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在古文字活化文创方面，
国家博物馆致力于将传统文化
转化成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创产
品。培训文创设计师，开发出与
古文字相关的文创产品 50 余
款。这些兼具知识性和实用性
的文创产品，以独有方式推广
了古文字知识，受到社会大众
的赞誉，目前销售额已近 2600
余万元。

古代文字的文创开发突出
“文字”的主题，以甲骨文化、青
铜器铭文、书法艺术等为主要
内容，深入挖掘文字背后的故
事并提炼文化元素，尽可能使
文创产品更好地融入百姓日常
生活，在潜移默化中使大众接
受所传递的传统文化因子。

文物里的汉字日历
——《博物馆里有条龙》

汉字是文化的符号，文物
是历史的见证，源远流长的中
国龙文化滋养了世代华夏儿
女。国家博物馆文创品牌国博
衍艺和小象汉字联手打造龙
年 日 历《博 物 馆 里 有 条 龙
2024 文物里的汉字日历》。作
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发展工
程”的一项成果，从文物的遴
选，到文字的解读，以及趣味
传统文化知识的整理，请专业
人士多次审核把关，以确保内
容准确。选取了 200 余个和文
物有关的汉字，100 余件馆藏
文物，将文物与汉字对照解
读，让读者在文物中感悟汉字
的智慧，在汉字海洋中品味文
物的魅力。

日历从“龙有九似”的传
说讲起——传说龙的形象集
合了现实中各种动物的特征：
兔眼、牛耳、鱼鳞、虎掌、蛇身、
驼首、狮鼻、马鬃、鹿角、鹰爪
……神秘的中国龙变得具象。
藉此每月设定一种动物主题，
以“凤”结年。围绕每月主题，
遴选不同朝代、不同材质类
型、不同用途的文物，使读者
了解文物历史背景，感受不同
时期的工艺发展与审美创意。
同时，汇集甲骨文、金文、籀文
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讲述
相关文物汉字的前世今生，如
籀文，春秋战国时秦国使用的
文字；战国文，春秋末年到秦
统一前战国各国使用；简帛文
是战国至秦汉书写在丝绢上
的；秦统一六国后的通用文字
是小篆，等等。

认字更懂字。有趣的传统
文化知识，从字形变化到字义
解读，令人感受中华文化基因
中的美好和浪漫。如“鼎”怎样
从做饭的“实用器”变为象征权
力的“实权派”：从青铜鼎衍生
出汉字鼎，看它从图画一样的
甲骨文一步步演化到现在使用
的简体文字。“年”的甲骨文字
形是人背着禾谷，谷物成熟，一
年又过去了；甲骨文的“儿”字
形体现了婴儿囟门尚未闭合；
飞扬的“尘”是因为有很多鹿在
奔跑。文字的演化映射着文化
的发展。细读文字，会发现有的
文字在很早前就存在，有的文
字尚且年轻；有的字，字音字形
变化很大，有的字千百年来没
有变化……

文创里有汉字
汉字里有故事

这是一块残断的牛肩胛骨
下部，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
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
别于两个月之内的癸未、癸巳、
癸卯与癸亥四日占问本旬之内
是否会有灾祸。这块“土方入
侵”卜骨长 22.5厘米，宽 19厘米，是罗振玉 1911年所
收 3万片甲骨中的精品，是其旧藏著名《殷墟书契菁
华》甲骨大版之一。上残存180余字，内容涉及与商关
系密切的土方等势力，是研究商朝地理、方国及军事
制度的依据，可补《史记》之缺，极为珍贵。国家博物馆
推出的文创大吉大利笔记本和冰箱贴依此成之。

国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虢季子白青铜盘摆件，源
于西周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青铜盘。它的制作者

“白”，“虢季”系其氏，“子”为尊称。盘内底铸有铭文8
行111字，主要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与北方的草原民
族猃狁（xiǎn yǔn）作战并得到周王赏赐之事。铭文中
特别强调了作战的结果：周朝大胜，斩 500名敌人首
级，俘虏 50 人。战后举行了以献上敌人左耳论功的

“献馘（guó）”之礼，周宣王还设宴为虢季子白庆功，
并赏赐他车马、弓矢、斧钺以资勉励。铭文除提供重要
的历史、军事信息外，也颇具文学价值，行文以四字为

主，用韵优美，与《诗经》相似；而关于征伐猃狁、斩首
等记录，印证了《诗经》中的相关记载。

在汉代，长乐未央和长毋相忘系古人泛用吉语，
经常接连使用，意为“长久欢乐，永不结束；情长意久，
永不相忘”。国博的文创长乐未央红手绳取绘汉长乐
未央瓦当，传统汉字元素与现代银饰工艺相结合，灵
动生姿，寓意美好；长乐未央瓦当冰箱贴采用 3D建
模，细致还原文物全貌。

另外，文天祥草书飘逸杯源自《文天祥书谢昌元
座右辞》，杯身以该书法金色字体装饰，整个文创杯子

和迷你卷轴组成套装，韵味
典雅。

“从文字看中国”
走向海内外

在祝福洒满的春节期
间，国家博物馆也不忘古
文字工程传播，如 2022 年
推出“瑞虎迎春 古字送祥
——国博伴你过大年”H5
电子贺卡。贺卡精选藏品
中带有“虎”元素和富有吉
祥寓意古文字的文物重点
推荐展示，观众可制作个
性 化 电 子 贺 卡 分 享 给 亲
友，此举得到了文博爱好者
的欢迎。

同年 7月 6日至 11日，
国博联合国内外 33家博物
馆，以“手拉手：共享世界文
明之美”为主题，共同举办
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
接力活动。7 月 6 日组织的

“国博专场”，以“从文字看
中国——解析中华文明的
基因和密码”为主题，围绕
博物馆珍藏的王令众人协
田刻辞牛骨、大盂鼎、“编年
记”竹简、金关纸和西夏文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等五
件精选藏品，讲述了文字及
其载体、书写形式的演变，
阐释了文字对于 5000年中
华文明发展和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的重要作用。活动综
合运用了 8K 摄制和展示、
数字建模渲染、三维动画还
原、增强现实、微距等技术
提升直播表现力，让文物

“活”了起来，央视新闻新媒
体平台、人民日报新媒体平
台播放量共计 2040 万，微
博话题阅读量1.4亿。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国
家博物馆携手中国传媒大
学推出首部AI文物活化微
短剧《吴王夫差青铜剑》。该
剧以剑为第一人称，将铭文
内容和蕴含的历史文化信
息娓娓道来，生动再现了夫
差的戎马生涯，为观众提供
了一种新的文化体验形态。

在总结以往古文字传
播经验基础上，今年博物馆又推出了“字在中国@国
博”系列，5月 29日首期以“古老的青铜器上，铸有三
千年后的歌词？”为题，以“视频+推文”的形式，在国
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深入浅出地普及青铜器铭文相
关知识。

紧接着，6月推出了 12集古文字文物视频《博物
观止 字载中华》，对有铭文的文物以视频的形式进行
介绍，包括“后母戊”青铜方鼎、“有出虹自北饮于河”
刻辞卜骨，等等。

国家博物馆通过撬动内部不同部门、外部不同专
业机构以及多种传播手段共同推进，在古文字活化创
意中收获了累累硕果。下一步，他们将面向祖国的花
朵设计开发与古代汉字相关的学龄前儿童学习包，通
过古文字演变过程的学习，让孩子们知道中国的汉字
由来及演变过程，使他们了解日常所见文字所锲刻和
襻链的历史深处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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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有条龙 2024文物里的汉字日历》

日历讲述汉字的前世今生

大吉大利笔记本

“土方入侵”涂朱卜骨冰箱贴

长乐未央瓦当冰箱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