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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现场

“百物看中国”系列首展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开幕当日 观众于互动展区体验中华文化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凡博物馆、非遗馆等历史文化场馆，
无论是新建或改扩建，基本陈列的策划或
改陈方案，是最难、也是至为关键的工
作。一些地方性博物馆，相关的历史或文
化陈列都有举办过，甚至有的馆已做过几
次改陈，再举办，无突破不可。可以说，
当下新建博物馆、非遗馆的展陈策划都面
临着挑战。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系海南省为加快补齐省会城市公共文化
设施短板，完善全省基本公共文化体
系，满足本省居民以及来琼游客对于高
质量文化消费的需求而建，总建筑面积
5.281万平方米，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群众艺术馆、琼剧馆等场馆
及相关配套设施，为海南省省会十大公
共文化设施之一，填补了海南省级非遗
馆的空白。

仙凡之间 非遗斐然

非遗展，目前也是各地方综合性历史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主题之一。海南省博物
馆在 2008 年建成开放时，就举办“海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这是海南省的
第一个非遗展，是按照传统的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划分法，全面展示海南的非遗
项目。

2017 年，当海南省博物馆二期对外
开放时，为区别于前个非遗专题展，海南
省博物馆举办了“江山有待·海南非遗四
个一”，将海南非遗整理合并，把海南的
传统手工技艺纳入一个“琼工坊”，把海
南的美食美器等饮食文化纳入一个“琼肴
街”，又将海南的少数民族非遗纳入一个

“琼崖村”，最后把海南的地方琼戏、临
剧、木偶戏、八音等表演艺术纳入一个

“琼戏台”，以一坊、一街、一村、一台这
非遗“四个一”，依次展示海南的非遗，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海南非遗展示体例。

毫无疑问，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中心作为海南省的非遗馆，其基本陈
列，既不能走老路，又要较省博的非遗专
题展更全面，所以，它面临的挑战更
严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在特定的
区域与自然条件共存过程中，创造出的特
殊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技艺、娱乐形
式、风俗习惯等，因与环境相宜，故千百
年来一直流传。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非遗则是受那一方水土滋养的人们孕
育出来的，是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也就
是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正
是从非遗寻根入手，来展开海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策划的。

那么，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
在哪里呢？但凡来过海南的人，莫不为海
南的阳光、沙滩、空气，尤其是富氧且原
始自然的热带雨林所折服，当然，更向往
这里与自然生态非常和谐的文化业态。海
南文化与自然相宜，那里的人们泛海而山
居，由此筑起了最地道的海南文化，也就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岛那人，看似一
般，却是不凡。

天涯绝技 包孕琼州

以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源来展示海
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形成与发
展，彰显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
揭示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海南社会文
明的影响，肯定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历史地位，无疑是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中心基本陈列较好的展览体例。

海南古来素为人们称为“天涯”，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技艺，更是
千年流传绝无仅有之技，所以我们将海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为“天涯绝技”。而这
些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产生以来，
一直扎根并开花于海南，对海南的社会文
明发展进程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文明
发展这个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乃海
南文脉，既是文化之源，又是文明之胎，
这条流淌了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孕育了古
代琼州的文明，就这一点，称其“包孕琼
州”，一点也不为过。于是，“天涯绝技
包孕琼州——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
就此产生。

海南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是海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关键。丘濬曾论
述，强调海南的重要地理位置，海南孤
悬南海之中，貌似踞边陲尽头，其实与
内陆有相连潜伏之脉。其中，山自内陆
延续过来后又崛起，像昆仑山一样高
峻，水势汇聚到这便形成大海，气脉未曾
断，山川更独特，江海逾深幽，似乎是员
峤或瀛州仙境换了别处，神州与赤县迁移
到此间，最后下结论说：“兹甸也，居岭
海之尽处，又越其涯而独出，别开绝岛千

里之疆，总收中原百道之脉者也。”（丘濬
《南溟奇甸赋》）

于是，展览先从海南的整体环境南海
讲起，形成展览的第一部分：“别开南海
百般绝技”，凡与海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均列其下，分“更路南海”“渔疍互
唱”“南海守候”三个单元；接下来再讲
海岛，形成展览的第二部分：“总收绝岛
千样技艺”，凡岛上之黎、苗、回等少数
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列于其下，分“黎
母薪火”“黎村百工”“黎寨欢歌”“苗回
百花”四个单元；最后说海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发展创新，形成展览的第三部分：

“汇集华夏万种习俗”，凡内陆传来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均列其下，分“中原根脉”

“山海遗珍”“侨风琼韵”“北部湾情”“闽
腔琼调”五个单元。

展览主题鲜明，部题也别开生面，首
先以“别开”“总收”“汇集”道出了海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性，后又以“百般”

“千样”“万种”递进关系形容了海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丰富多彩。加之展览形
式活跃且新颖，沉浸式陈列与活态展示比
比皆是，引人入胜，只要走进展厅，没有
不想参观完的。

“天涯绝技 包孕琼州——海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陈列”将海南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及与之相关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
及长期居住于此的人民密切联系起来展
出，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这种
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展示方式，使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血有肉，从而形成了非
遗馆的展陈特征，也是本次基本陈列的
一大创新或特色。

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陈的新探索
侯雪梅

为系统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发展脉络、
灿烂成就，打造具有中华文明、上海文化标识度
的品牌项目，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上海
博物馆依托馆藏文物资源和学术研究成果，于建
馆70周年策划组织并推出上海博物馆文化“走出
去”品牌——“百物看中国”系列文物艺术出境大
展。在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
上，“‘百物看中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
去”项目获评“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十
佳案例”。

厚积薄发 赓续创新

长期以来，上海博物馆致力于将文物资源转
化为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既传承弘扬灿烂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又积极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
鉴，努力为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搭建广阔、
高效、可持续性的平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博物馆凭借专业的
展陈水准、过硬的学术研究背景和丰富的办展经
验，在境外（含港澳台地区）举办或参与的展览至
少已有近 150 项，如 1973 年在多国巡展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大展、1976年为纪念中日
邦交正常化在日本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
青铜器展”在 30多个国家和地区、90余座城市巡
展；与大英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新加坡亚洲
文明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等10余家国外
知名博物馆签署合作协议，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开展海外联合考古、技术合作，拓展“一带一路”
博物馆人文交流与项目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在聚力推动“世界看中国”的同时，上海博物
馆也为中国观众提供看世界的窗口。1952 年以
来，上海博物馆总共从海外整体引进展览 83个。
与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 28 个国家、105 个城
市、超过182家文物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在1996至
1998年、2005至2006年和2013年实现国际性展览
项目全年占比达 75%。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 2010
年，上海博物馆全年举办的 6个临展均从国外引
进，包括乌菲齐博物馆的油画展、利玛窦科技文化
展、古印度文明展、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展、
日本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鉴真和空海展，创造
了中国博物馆界的“国际文化展览年”。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紧扣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这一主题主线，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文物局的指导下，推出“大博物馆计划”（2022—
2025年），以打造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和人类
文明的“百科全书”为立馆使命，以人民广场馆、
东馆、北馆加海内外设立若干分馆为新发展格
局，实施“建设大场馆、引领大科创、配置大资源、
打造大品牌”战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
展。其中，上海博物馆持续做深做实“以物论史”

“以史增信”两篇大文章，继续发挥“沟通中外”
“增信释疑”文明使者作用，在整合过往所积累的
办展经验及办展思路的基础上，推出“何以中国”

“对话世界”“百物看中国”三大系列展览品牌。其
中，“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大展聚焦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对话世界”文物艺术系列大展放眼全
球文明交流互鉴，“百物看中国”文物艺术出境系
列大展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三者坚持开
放、共享、融合、包容，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增
强国际传播能力；积极拓展社会力量参与路径，
多措并举推动博物馆资源共享，让文物“活”起
来；同时坚持国际一流视野，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按照一流设施、一流藏品、一流人才、
一流服务的目标，打造高效能场馆治理、高品质
展览教育、高质量艺术征藏、高水平科学研究的
新格局，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

自主策划 灵活配置

在出境展览方面，“百物看中国”系列大展积
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根据国家文物局、上海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上海市“十四五”规划
布局，紧扣党的二十大精神，将与“一带一路”国
家沿线博物馆开启更多合作，充分发挥在国内国
际“配置大资源”的核心竞争力，探索建立跨国
家、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创新
机制。

该系列首展“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
精品展”，由上海博物馆携手徐州博物馆和成都
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举办，已在匈牙利巡回两
站，接待近 6 万名观众参观（两站当地人口共 25
万左右），为未来该系列更多展览的推出积累了
经验，奠定了思路。

以“我”为主 联合实施

2023 年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
此，上海博物馆从 2022年开始积极筹划，与匈牙
利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及莫拉·弗朗茨博物馆商议
举办“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这
是上海博物馆首次在海外举办汉代主题展，上海
博物馆依据多年举办出境展览经验，牵头展览的
协议书起草、展览方案实施和出境申报审批等工
作，并积极寻求第二展地，成功将展览在匈牙利

展出达一年。为了让展览更具地方特色，上海博
物馆与当地专家合作，因地制宜调整展览内容。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策展团队都会根据当地观众
的反馈和需求，拓展和调整展览内容，使展览在
每个地方都能焕发新的活力。例如，第二站在馆
内特设中国汉朝历史和汉文化的展示，还有汉字
互动式科普长廊。这个设计通俗易懂，让匈牙利
观众能够轻松获取背景知识，深入了解中国古代
艺术与文化。

深挖资源 多维叙事

挖掘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寻找
文化资源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是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活起来”的关键。在此次展览中，上海
博物馆一直与匈牙利方策展人紧密沟通，力图从
海外观众的角度解析展览，同时在叙事角度上也
选取更关注生活方式、文化交流等更贴近普通观
众的视角。

另一方面，不同门类的文物一同展出已是趋
势，这就要求博物馆在学术研究上横向打通。上
海博物馆近年来在本馆内外举办了多个跨门类
的展览，如“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特展”

“中国芳香——中国香文化艺术展”等，持续培育
学术研究力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主题和跨门类
展览的策划和举办经验。此次“不朽的玉甲——
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陈列汉代的生活用具、礼
仪祭祀、丧葬习俗等主题文物，包括徐州博物馆
金缕玉衣、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胡人面具、上
海博物馆龙纹空心砖在内的 100多件文物精品，
多角度展现汉代历史、文化艺术面貌和物质文化
成就，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不朽传承。

跨域合作 创新宣传

此次“百物看中国”系列首展，并不是上海博
物馆第一次主动牵头兄弟单位共同“走出去”，为
更好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海外，上海博物馆
积极打造“中华文化走出去”共享平台，与兄弟单
位分享国际合作网络，形成跨区域联动、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进一步拓宽“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渠道。

展览期间，中匈双方博物馆也在海外社交媒
体平台上进行了广泛推广，并收获了众多来自海
外网友和观众的留言。例如，在发布于 Facebook
的展览推文下方，观众Marianna评论：“我们昨天
去了那里，展览非常有趣。我女儿亲自带我们参
观，还邀请了一位来访的德国学生”；观众Hajdú
评论：“这次展览内容质量很高！”；在展览的留言
簿上，观众留下精彩评论：“第一次在匈牙利看到
金缕玉衣”“我爱中国！”。

为配合宣传，展览还联合当地孔子学院举办
了汉代主题的中华文化宣教活动，包括学写汉字
和穿汉服等，获得当地群众的热烈响应，为当地
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参观体验。
展览期间，主办方举办数 10 场展览配套相关讲
座、教育及讲解活动，为中匈两国及东西方文化
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百物看中国”推进“世界看中国”

上海博物馆自建馆之初起，始终是中国国际
交流合作最广泛、最深入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世
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重要窗口。以上海博物
馆与匈牙利博物馆的交往为例，2017年在上海博
物馆举办的“茜茜公主”展览，开启了上海博物馆
与匈牙利博物馆的友好交往。2019年为中国和匈
牙利建交70周年，也是布达佩斯和上海友城关系
确立 6周年。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上
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支持下，上海博物馆在
布达佩斯举办“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和匈牙利：钱
币的旅程”展览。这一系列活动不仅展示了上海
博物馆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也为推动
中匈两国在文化领域的更广泛合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

“百物看中国”文物艺术出境大展系列是上
海博物馆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的重要实践和创新举措。作为“大博物馆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百物看中国”文物艺术出境大展
系列强调跨区域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持续深化
长三角文博一体化发展，助力实施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通过“百物看中国”系列展览，不仅展
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遗产，也促进了世界
各地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
作。在提升展览的学术水平和艺术价值的同时，
上海博物馆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
伐，探讨中华文明文脉传承，促进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了解和欣赏中国文
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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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回顾到匠心独运，从国庆记
忆到国际交流，从原汁原味到青春创
新，每一个板块都充分展示其独特价值
和伴随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时代见证，生
动呈现了首都核心区的非遗传承人坚守
匠心、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9月 11日，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
东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东城区委宣
传部、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时
代的回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东城区红色记忆非遗展”在隆福
寺启幕。展览通过“时代新颂”“瑰宝新
辉”“盛典新声”及“青春新韵”四大板
块、75 组共计 135 件非遗作品的精美呈
现，全面展示了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技艺的深厚底蕴和无穷魅力。

“时代新颂”板块展出64件来自北京
珐琅厂、老字号龙顺成和各级代表性传
承人历年国庆献礼作品，带领观众穿越
时空，亲历非遗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每一
个重要瞬间。这些作品不仅是对祖国的
献礼，更是非遗传承人们用心、用情、
用技艺雕刻的时光印记。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祝
福祖国》 花篮，它采用国家级非遗项目

“北京绢花”技艺，用象征奋勇拼搏的向
日葵、映山红、红梅以及祝福祖国繁荣
昌盛的牡丹、康乃馨等花卉，表现了全
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意气风发、砥砺
前行的精神。而展厅入口两侧的一对红
灯笼则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宫灯”
技艺，一个由老字号龙顺成专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20周年庆典设计的“国庆
典礼电视柜”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这件展品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摆放，其下
部音响部分的透雕梅花象征着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坚韧与希望。

“瑰宝新辉”板块重点展示21件来自
北京工美集团、国家级传承人制造的国
礼中的东城非遗作品。如备受瞩目的北
京珐琅厂制作的景泰蓝 《和平鸽大圆
盘》，它源于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国际会议“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北京工美集团精
心打造的国礼景泰蓝作品 《丝路神骏》

《四海升平》《吉象太平》 等也悉数亮
相。这些非遗艺术精品作为中华文化精
粹，成为传递友谊、交流文化的桥梁，
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

影响力。
“盛典新声”板块展出24件在重大国

际级赛事和会议活动中亮相的东城非
遗。通过这一板块，观众可以看到我国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开放和包容的姿
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

其中，“奥运系列”展出了2008年北
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和设计灵感来源
于中国古代传国玉玺的奥运徽宝等展
品，让人仿佛回到了北京的双奥盛会。
此外，该展区还展出了 2018 年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的对外赠礼——景泰蓝

《和合共生》对瓶，瓶身上描绘了北京的
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和海上丝绸之路主题
画作，寓意相互理解尊重、携手同行、
互利共赢。

“青春新韵”板块展现了东城非遗新
生力量的无限创意。青年传承人林泓魁
用AR技术将京剧脸谱融入“黑神话·悟
空”游戏中，该产品引起了中外媒体的
广泛关注；青年传承人马宁将传统雕漆
技艺与现代公仔手办相结合的作品，展
现了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巧妙平衡；青
年传承人杨晓雅结合传统金镶玉技艺与
现代设计理念的首饰系列，既保留了传
统工艺的精髓，又赋予了新的时尚元
素；同时，北京工美集团推出的“予
寻”品牌和“中轴线系列文创”、中国工
艺设计研发中心推出的“工美姐姐·燕
京八绝系列”等，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
的融合。

众多传承人在展览现场分享了他们
的创作经历和心得体会，表示将继续探
索新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为非遗的
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北
京玉雕代表性传承人铁成曾经制作过奥
运奖牌和奥运徽宝，他说：“作为首都核
心区的非遗传承人，有义务也有责任把
北京玉雕这门技艺守正创新地传承下
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瑰
宝，是历史长河中闪耀的明珠。它承载
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智慧结
晶，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传承
与发展历史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全面整合并
充分发挥东城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非

遗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从机制焕新、
产品焕新、生态焕新等三个维度，不断
推动非遗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打造一批
标杆性项目，厚植非遗与当代生活融荣
共生的土壤，构建非遗保护传承的“东
城样本”。

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京市东城区共
有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25个，居全市第
一，代表性传承人367人；拥有国家级非
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 家、市级 7 家，
是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在社区”全国试
点城区、非遗数据体系建设全国试点
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工
作负责人表示，东城非遗一直彰显其与
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价值，展览
让观众大饱眼福的同时，更能感受到中
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魅力，激发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传承人们积
极探索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科技应用
的融合创新，推出了一批既具有传统韵
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非遗新作品。如通
过数字化技术，可以将传统的非遗作品
进行高清扫描和数字化保存，不仅为后
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为其传播
与推广提供了新的途径。而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等技术的应
用，更是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非
遗技艺的魅力，进一步拉近了非遗与公
众之间的距离，让人们看到了非遗文化
在新时代的无限可能和希望。

从小生活在隆福寺附近的居民王先
生见证了这里的发展与变迁，他深情
地说：“如此多的非遗精品不仅让观众
近距离感受其技艺的精湛与传承人的
匠心独运，也展现了现代科技和艺术
审美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这就是时代
的回响吧。”

七十五载沐雨栉风，东城非遗与时
代同频共振。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览不仅是对
非遗的一次全面展示，更是对东城区在
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积极实践探索的生
动呈现。未来，东城区将以非遗为笔，
以时代为纸，持续推动非遗的保护传承
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的天空下
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共同书写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的新篇章。

守正创新的时代回响
——走进“东城区红色记忆非遗展”

本报记者 肖维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