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质齐升
藏品工作展新貌

广西博物馆立足区情，注重以可移动文物普
查工作为契机，梳理馆藏、清点账册，在藏品管
理、展览需求、保护修复等方面推进文物的保护
利用工作。目前藏品征集量质齐升，数量从 4 万
余件（套）增加至近 10 万件（套），其中不乏珍贵
文物。广西博物馆建成了文物环境监测中心和标
准化的文物修复室，配备了多台高端精密检测分
析仪器，同步推进藏品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
护，藏品存藏环境日趋改善，也使得青铜器、铁
器、玉石器、陶瓷器和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修复理
念、技术、方法更加科学有效。同时，广西博物馆
在藏品工作上也注重回应民众呼声，履行社会责
任，积极开展涉案文物鉴定和公益性民间收藏文
物鉴定咨询工作。

在改扩建完成后，广西博物馆文物修复保护中
心占地面积从 220多平方米增加到约 946平方米，
配备了扫描电镜等高科技精密分析仪器，完成文物
保护项目约30项，其中包括本体保护修复项目、预
防性保护项目、复仿制项目等。完成文物保护相关
研究课题10余项。通过完成项目的方式，逐步培养
出一批具有精湛技艺和丰富经验的文物保护修复
专家。

科研为基
学术立馆筑核心

广西博物馆自 1934 年设置历史文化和自然
科学两个兼具征集、管理和综合研究的职能部门
起，就开始了“学术立馆”的探索。九十年来，广西
博物馆立足馆藏资源，结合广西历史文化特点特
色，重视夯实基础研究，在史前文化研究、青铜文
化研究、瓯骆文化研究、运河文化研究、陶瓷文化
研究、土司文化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摩
崖石刻研究、革命文化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尤其在铜鼓、花山岩画、岩洞葬、海丝、
织锦等方面形成独有的研究特色，出版了一系列
研究著作、图录，并发表了数百篇研究报告和学术
论文。

近年来，广西博物馆不仅持续保持已有研究优
势，还在文物科技保护、陈列展览、博物馆教育、综
合管理等领域开创了新的研究局面。“中国壮锦与
东南亚相关织锦的综合研究”等多个科研课题获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广西织锦研究”“广西博物
馆馆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等课题获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全馆研
究人员主持、参与的各级各项课题一共 111项；在
各类重要学术期刊、会议辑刊等发表文献 250篇。
在古代青铜器研究、古代玻璃器研究、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铜鼓研究、民族织锦艺术研究等跨地域课
题研究中，广西博物馆还通过举办或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开办学术讲座、组织人员外出交流访学等方
式积极开展学术领域的交流合作。未来，广西博物
馆将继续致力于构建特色学术研究平台，积极发挥
文物资源优势，努力推动广西历史文化遗产的纵深
研究，促进政产学研融合发展，打造《广西文博》《广
西博物馆文集》等学术刊物品牌，提高学术内涵和
研究水平。

“视界”拓展
陈列展览蝶变路

在改扩建工程开始前，广西博物馆持续举办各
类主题的原创展览，先后打造了“瓯骆遗粹”“瓷美
如花”“丹青桂韵”等知名主题展览，同时也注重开
展与国内外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建馆至今，广西
博物馆共举办或参与国内外输出展览 40余次，同
时，积极引进境内外展览 30余个。在一次次“走出
去”和“引进来”中不断积累经验，广西博物馆形成
了瓯骆文化展、古代铜鼓展、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展、
民族民俗文化展、馆藏书画艺术展等多个有影响
力、美誉度的展览品牌。

2018年至 2022年，广西博物馆原陈列大楼暂
停开放服务后，除了紧抓改扩建展览的各项筹备工
作，广西博物馆继续在其他展馆举办原创展览，并
向地市级博物馆输出展览，继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文化需求。

2022 年，广西博物馆完成改扩建并面向社会
公众开放后，“基本陈列+专题展览+特别展览+延
伸展示”展览体系日臻完善。展厅面积由 4000 余
平方米增加至约 1万平方米，2个展览获得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特别奖，2 个展览入
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以此为基础，广西博物
馆将继续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依托中国-
东盟博览会永久落地南宁的地理优势，总结广西
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优秀经验，结合广西
博物馆的性质定位、馆藏资源、学术基础等实际，
着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共同体意识、红色
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现当代艺术五个方面，构建
广西博物馆展览体系，形成广西博物馆的对外文
化交流品牌。今后，广西博物将继续学习先进的经
验与理念，不断深化交流互鉴。通过展览合作，成
为聚焦东南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
交流平台，助力凸显中国特色、争创世界一流的博
物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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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磐，砥砺前行。九秩春秋，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下简称广西博物馆）与文博事业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踏坚实脚步，无畏风雨侵袭；秉赤

诚之心，守护历史瑰宝。值建馆九十周年，让我们翻开广西博物馆的厚重史册，汲取文博先辈们的智慧与心血，领略新一代博物馆人的传承与创新。

1934年7月1日，广西省立博物馆在南宁创立，设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两部门，是为广西博物馆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前，广西博物馆历经战

火，博物馆工作进入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藏品、研究、展览、开放等各项工作得以较快恢复。到改革开放时期，广西博物馆事业

快速发展，1978年建成的陈列大楼成为当时全国十大博物馆建筑之一。1988年建成开放的民族文物苑又开创了“内外结合、动静相辅”的办馆特

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2008年，广西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并成为广西首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公众了解广西历史文化的重要平台和

窗口。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广西博物馆迎来崭新的发展时期，一系列标志性工程和重点工作有序开展，

如火如荼。2022年11月28日，历经4年改扩建，广西博物馆新馆落成并正式开放。新馆舍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1万平方米，现有

藏品近10万件（套）。集收藏、研究、展览、教育、旅游、对外交流等职能为一体，致力于挖掘广西历史人文内涵，展现广西形象，讲好广西故事，推动

文化和旅游融合，使文物能够“转”起来、“智”起来和“动”起来，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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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传扬
教育讲解润人心

建馆以来，广西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向着更具科学
性和艺术性的社会教育体系演进。此外，广西博物馆还积极发挥地方龙头馆在社会教
育人才培养、资源整合共享等方面的作用，推动全区文博社会教育工作共同进步。

近年来，广西博物馆打造了一批具有本地文化、馆藏文物特色的社会教育品牌项
目。其中，“跟着博物馆游广西”研学旅行项目获评“2021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
例”，“行走的广西博物馆”文旅融合项目获评“2022年全国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
2023年，广西博物馆获评“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在着力发展社会教育
精品项目的同时，广西博物馆培养了一批有情怀、敢创新的社会教育人才，培育了一
支高质量的公共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并以饱满的精神面貌传递文化的温暖。

与时俱进
信息化建设赋新能

广西博物馆现已搭建起智慧保护、智慧管理、智慧服务的基本框架，推进智慧
博物馆建设，打造永不落幕的博物馆。目前取得的进展有：开展藏品数字化保护，努
力实现藏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面向不同类型观众提供参观前、参观中和参
观后的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包括便捷预约、无感入馆、智慧导览、智能问答等，新藏
品数据库、线上展览、微门户等的推广使用也能满足公众获取藏品信息、沉浸式观
展体验、学习研究等方面的需求；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打造广
西博物馆的官方媒体宣传矩阵，开展直播导赏，上线“馆长说宝”和“小桂花之声”等
原创节目，助力博物馆“云教育”的推广实施。

广西博物馆的“云展览”项目实施后，除所有常设实体展览可云上观展外，还打
造了“鼓动八桂 声震九州——广西古代铜鼓文化数字化陈列”，让线下的沉浸式空
间与线上的展示协同创新平台相结合，既满足了公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沉浸式体
验需求，又有力地推动了铜鼓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发展。

“桂风”再起
文物诠释添新意

依托丰富的博物馆资源，广西博物馆积极探索跨界合作，紧盯文旅消费新趋势，
不断推出更多符合游客需求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在文创产品研发、营销模式创新、文
创活动策划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广西博物馆拥有凤灯系
列、骆越系列、珐琅彩百花纹系列等数十个系列上百品种上千款上万件的文创产品，
涵盖衣食住行各领域。这些文创产品不仅荣获各级各类奖项，也深受广大观众的喜
爱。此外，秉持“内外结合、动静相辅”的办馆特色，广西博物馆还精心打造了展览、演
出、研学、市集等产品体系，先后推出了“广西博物馆奇妙夜”、《梦见瓯骆》多媒体舞台
秀等文旅融合创意项目；搭建文化创意空间，积极联合社会力量，整合高等院校、博物
馆、文化传承人及创业者资源，开展多样化的文创交流研讨活动。广西博物馆以开启
消费新场景、培育新业态和丰富消费新体验为途径，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以创新思维
积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文物的保护、传承与弘扬创造无限可能。

群英荟萃
人才培养激活力

广西博物馆始终坚持深化人才引育，取得了可喜成果：首先，综合考虑专业、理
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靶向引才”，为博物馆事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其次，举办
各类业务培训班、岗位练兵活动，全力提升员工队伍学历层次和综合素养，如全区
博物馆陈列展览策划与实施培训班、广西博物馆“三区”文化人才宣教讲解培训班、
全区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培训班、全区博物馆研学旅行工作培训班等；最后，
广西博物馆不仅注重为本馆培养优秀专业人才，更以实际行动为地区文博教育事
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近年来，广西博物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等高校构
建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学术资源、人才资源优势，为高校学生提
供理论授课和实践锻炼。早自2004年起，广西博物馆就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
所、广西师范大学共同建立“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该
基地于 2007年正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并于 2014年、2017年两次获得教育厅评选
的广西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项目。2023年获批成为广西示范性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多年来，在三方共同努力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已陆续培养16届学生，共
计150余人，为广西乃至全国文博系统输送了一批高层次、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九秩征程，广西博物馆以时光作笔，书写八桂热土的厚重史卷；以岁月为墨，

描绘壮乡胜境的美丽画卷。未来，广西博物馆将继续秉持初心，坚守使命，与时代

同频共振。在新的征程上续写桂韵华章，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

广西故事而不懈奋斗。

釉彩斑斓——馆藏瓷器陈列 文创商店产品展售区

铸于铜 融于心——广西馆藏青铜器中的“三交”印记

文保人员在金属修复室开展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行走的广西博物馆”走进校园“博物馆职业体验营”之文物修复小达人活动

“跟着博物馆游广西”之寻找老南宁的故事蒋廷瑜研究馆员在“广西古代文明陈列”展厅为观众进行专家导赏

改扩建完成后的陈列大楼改扩建完成后的陈列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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