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舞蹈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原始社
会产生并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至两汉时期达到一
个艺术高峰。江西德安县博物馆藏有一块汉农耕车
马乐女画像石，图像内容丰富，雕刻精细，重现了汉
代乐女的舞蹈场景，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资料。

汉农耕车马乐女画像石概述

江西德安县博物馆藏汉农耕车马乐女画像石
长 261厘米，高 102厘米，厚 22厘米，重 3100千克。
画像石最外侧为一圈倾斜的线条状边框，向内为一
圈长方形实心线条，线条内侧为一圈由三角形构成
的长方形边框。最内侧为实心线条圈出来的三幅图
像。从图像内容上看，主要展现了汉代三个不同的
生活场景。最左侧为乐女图，即五位乐女舞蹈的场
景。右侧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车马图，是轺
车出行的画面。下半部分为农耕图，主要是百姓耕
地、挑水的种植场景。本文研究对象为画像石左侧
的乐女图。

乐女图上下分别有六个菱形图案依次排列组成
的花纹，中间用实心线条隔开。图像由五名乐女组
成，分两排站立。上方有两名乐女，均向南站立。下方
由三名乐女组成，从左向右依次站立。左侧乐女面向
东，中间一名乐女面朝北，右侧乐女侧身站立，头微
微向左倾斜。五名乐女恰好围成一个圆形，面部均朝
向中间。这五名乐女皆呈现出舞蹈的姿势，双手展开
甩起细长的衣袖，双腿微屈，半蹲姿势。

长袖舞的形态特征

长袖舞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时人皆传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袖舞即以长袖和折
腰为典型特征，又称“翘袖折腰”之舞。东汉傅毅《舞
赋》提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绰约闲靡，机迅
体轻。”即舞者身着长袖舞服，通过甩动长袖来展现
曼妙的身姿和轻盈的体态。舞者们通常抛出长袖，
使之交错，整个舞蹈动作更加灵动，如同行云流水。
长袖一方面延展了乐女的肢体线条，给人一种灵动
的感觉；另一方面与细腰形成反差，呈现出一种身
体修长且柔美的既视感。汉代崇尚长袖束腰，依照
汉人的观念，“长袖”与“束腰”可将女性纤细的腰肢
与舞蹈的婀娜多姿体现得淋漓尽致。据《西京杂记》
载，汉高祖刘邦的宠妾戚夫人最擅长“翘袖折腰”之
舞，时常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以至于侍妇
数百人皆相传习。后宫宫人齐声高歌，出现声入云
霄的场景。东汉时期，折腰逐渐成为一种美态的象
征。《后汉书·梁统列传》载，时人将折腰步与愁眉、
啼诽、坠马髻、龋齿笑视为色美，可见乐女纤细的腰
肢对观赏者而言是一种美的享受。

画像石中五位乐女形态各异，手中并未持任何
舞具，仅通过扬袖、甩袖、绕袖、挽袖等不同动作让
长袖在空中飞扬。画像石下方中间位置的乐女一手
上扬，一手下垂，呈现出扬袖的舞蹈姿势。《说文·
手部》载：“扬，飞举也。”即乐女在舞蹈中上扬手
臂，长袖也随之在空中飞扬。上扬的长袖与下垂的
手臂形成反差，微微屈膝，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态。
画像石上方左侧乐女则呈现出甩袖的舞蹈态势，
双手向身体两侧展开，双臂带动长袖向两侧抛出，
手臂及长袖与地面保持平行，右腿抬起至半空，左
脚单脚站立，展现了乐女灵动的舞姿。右侧的乐女
一手平举，一手弯曲，右腿抬起，左腿微屈，呈现出
绕袖的舞姿。绕袖在长袖舞中难度较高，舞者需要
具备一定的舞蹈技巧和肢体力量，手臂弯曲从而带
动长袖呈曲线状。与平直的线条形成反差，展现了
舞者柔美的线条。

汉代舞蹈的文化内涵

我国古代的舞蹈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时期，以
祭祀为主的舞蹈应运而生，巫人通过舞蹈的形式上
传神灵、下达百姓，起到交流沟通的作用。夏商时
期，分化出文舞和武舞两种形式。《尚书·大禹谟》记
载：“（大禹）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
阶。”大禹整顿军队，班师回朝，帝舜大施文教德政，
于是人们舞动着干盾和翳羽在宫廷前的台阶上跳
舞。干、羽皆为舞蹈者所持的道具。文舞执羽，武舞执
干。文舞为宫廷雅乐舞蹈之一，与武舞相对，主要用
于宫廷典礼与郊庙祭祀，以歌颂帝王文德治天下，故
称文舞。东汉郑玄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谓籥舞
也。”即舞蹈时，舞者手持管状乐器和一种野鸡尾装
饰的舞具，动作徐缓，节奏缓慢，舞蹈动作具有礼仪
性。武舞，主要歌颂统治者的武功。武舞者手持斧、盾
一类的武器，以集体武舞演练的方式增强军队士气。
鸿门宴上，项庄舞剑，“因拔剑舞。项伯亦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项庄与项伯之舞，皆为武舞，即以舞的
形式对实战的真实演练。经历了周朝的礼乐文明，舞
蹈也具有了“礼”的内核。孔子谓季氏曰：“八佾舞于
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用天子八佾的阵
容在自己庭院舞蹈，对礼乐等级制度进行猛烈的冲
击。在经历了秦舞蹈的萌芽后，至两汉时期形成中
国舞蹈史上第一个巅峰。概而言之，汉代的舞蹈艺

术蕴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内涵：
其一，礼的体现。祭祀之舞为原始社会的遗存，

两汉时期的舞蹈在此基础上具备了礼的形态和内
核。依《史记·孝文本纪》载，“闻歌者，所以发德也；
舞者，所以明功也。”歌舞具有宣扬德行发明功劳的
作用。《汉书·景帝纪》有，“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为孝文皇
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西汉帝王在祖庙中奏
武德、文始、五行、昭德之舞，借以歌颂先王的文治
武功，意在宣扬先王的功德，从而深化祭祀的目的。
此时，尽管有戚夫人“翘袖折腰”的曼妙舞蹈形式，
但庄重、肃穆的祭祀之舞并未完全脱离礼的功用而
退出历史舞台。

其二，展现大汉气象。与戚夫人的“翘袖折腰”
舞及祖庙中武德、文始、五行、昭德之文舞不同的
是，两汉时期还保留了先秦时期武舞的气势。汉高
祖刘邦曾路过家乡沛县，召见家乡父老。酒酣之时，
找寻故里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习歌唱。高祖自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随后，“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面临沛县的父兄乡老，高祖以舞蹈的形式表露自己
对家乡的复杂情怀。从刘邦所歌唱的词句来看，亦
有悲壮凄凉之感，虽为宣泄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
但与柔美的乐女之舞仍有相当大的区别。此外，刘
邦起舞亦是对四方守疆猛士士气的鼓舞，展现了大
汉王朝的雄浑气象。

其三，天人合一的天命观。汉武帝时期下诏征
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将儒学思想赋予神学的内涵，
所谓“天者群物之祖也”。并与其他学说理论相结
合，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出“天
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西汉时期，深受天人感
应思想的影响，至东汉逐渐形成谶纬神学思想。画
像石中乐女长袖的舞蹈形象也蕴含着两汉时期天
人合一的天命观。乐女以长袖为舞，似行云流水，与
飞天舞有异曲同工之处。尤其是乐女单脚落地，双
袖飞舞，体态轻盈，象征着汉人对神仙世界及更高
层次精神世界的无限追求。

其四，娱乐享受。两汉时期，“翘袖折腰”的舞蹈
于统治者而言，更是一种美的欣赏。舞者身着长裙、
长袖舞服，头戴美冠，飘逸的服饰与轻巧的舞步给
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无论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妾戚
夫人，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还是汉成帝的宠妃赵
飞燕，皆因舞蹈而获得帝王的宠爱。尤其是倾国倾
城的李夫人，时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
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年轻貌美，善歌善舞，对帝王
而言实属娱乐享受。

通过以上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两汉时期乐女舞
蹈的场景，展现了汉代舞蹈丰富的文化内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 南方汉代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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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铜镜是中国古代
铜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梳理江西九江地区出
土的汉代铜镜，一窥汉代
九江所在豫章郡的社会
发 展 状 况 ，乃 至 两 汉 时
期 整 个 社 会 的 变 迁 ，以
及九江地区在汉时的政
治 、经 济 、思 想 、文 化 等
发 展 情 况 ，对 研 究 江 西
汉代历史文化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九江地区出土
汉代铜镜概况

九江是江西省境内出
土汉代铜镜数量较多的地
区之一，汉代铜镜成为彰
显城市历史文化重要的文
物资源。西汉建立之初将
九江郡一分为四，即九江、
庐江、衡江、豫章四郡。豫
章郡 18 县中的彭泽、柴桑
（今属九江市区）、艾（今属
修水县）、海昏（今属永修
县）、历陵（今属德安县）、
鄡阳（今属都昌县）等 6个
县属于今九江行政区划辖
区。九江地区馆藏的汉代
铜镜基本出土于这些古县
所在地域，有确切出土地
点的铜镜为柴桑区8枚，都
昌县 5 枚，彭泽县 2 枚，修
水县1枚。出土的汉镜沉稳
厚重，形制规整，镜背纹饰
丰富多变，铸造工艺水平
高超。

从出土铜镜形制特点
看，镜形统一为圆形，不见
其他形状。镜钮以圆钮居
多，间以弦纹花钮，圆钮在
东汉中后期变大变平。边
缘形式从西汉中期至东汉
大致为内向连弧缘、平缘、
斜缘、三角缘等。从铜镜装
饰来看，出土的两汉铜镜
大致可分为多乳禽兽规矩
铭文镜、神兽镜、龙虎纹镜
三个系列，又可细为多乳
规矩铭文镜、多乳禽兽铭
文镜、半圆方枚神兽铭文
镜、半圆方枚神兽镜、神兽
铭文镜、画纹带神兽镜、重
列神兽镜等类。

依据形制特点和铜镜
装饰，九江出土铜镜大致
可分为三期，即西汉中晚
期、王莽至东汉早期、东汉
中晚期。西汉中晚期铜镜
保留战国镜遗风，以四乳
钉为基点组织纹饰，突出
主纹饰；铭文为隶变体，并
逐渐成为铜镜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莽
至东汉早期铜镜装饰题材以四神、瑞兽禽
鸟为主题纹饰、灵异禽兽更为形象化、写
实化；铜镜铭文当中出现姓氏铭文及“尚
方”官署等。东汉中晚期画像镜、神兽镜、
龙虎镜出现，其中神兽、画像镜普遍流行
于江西境内。

镜形的统一、纹饰的多样、边缘形式
的发展变化，既反映出两汉大一统政治格
局下文化面貌的趋同性，又表现出九江所
处长江中游地区铜镜有别于北方铜镜的
差异性。据此对九江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的
文化价值及意义进行简要探讨。

九江出土汉代铜镜文化意义
及纹饰物象内涵

中国铜镜源于青铜器滥觞时期的齐
家文化，从诞生开始就体现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审美观照。通过对铜镜精美图案的品
鉴，可以管窥古人的审美意趣，通过集冶
铸工艺与美学价值的文化思考，可以寻踪
古人手艺善作的巧夺天工，通过铭文内容
的工坊姓氏标注和心理祈愿，可以发现古
人对诚信意识和美好向往的愿景。

从“庙堂之高”到“寻常百姓家” 铜
镜之用途有“可照人、理妆容、正衣冠”的
实用性，也有“见自我、见天地、见众生”的
隐喻，可以说，古人制镜达到了从内容到
形式全方位的美，映鉴了人们对美的追
求。铜镜作为社会生产的产物，也呈现出
社会的阶段性特质。商周时期的铜镜处于
初创阶段，工艺简陋，历史遗留少，外形拙
朴，镜体较薄。春秋战国至秦时，铜镜铸造
工艺趋向成熟，纹饰日益雅致，一般是王
和少数贵族才能享用，但后期慢慢向更广
泛的地域空间和普通贵族阶层普及。至两
汉时，铜镜逐渐走向民间，成为人们不可
缺少的生活用具，形成了铜镜发展史上继
战国时期之后较为鼎盛的第二个高光时
期，达到“古朴端庄，纹饰繁多，工艺精湛”
的审美高度。

从尚方官制到坊间流播 进入两汉，
特别是西汉中叶汉武帝以后，大一统的政
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得
到提高，文化艺术繁荣，铜镜铸造业随之
蓬勃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铜镜铸造呈
现出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
丰富的特点。九江出土汉镜中铭文较多出
现“尚方”一词。

六乳六禽铭文镜（柴桑区文物管理所
藏）铭文：“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

文章，左龙右虎避不详，朱雀玄武兮。”
七乳禽兽铭文镜（九江市博物馆藏）

铭文：“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
章，左龙右虎辟不羊（祥），子孙……”

八乳八禽规矩铭文镜（庐山博物馆
藏） 铭文：“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
不知老兮。”

“尚方”镜铭本是官制镜的铭文，因其
精湛的做工、华美的纹饰为当时社会所推
崇。西汉后期的王莽新朝实行工商“六筦”
政策，未对铜器制作有限制。所以私营作
坊为迎合大众对“尚方”镜高贵、华美品质
的心理追求，大量商家对“尚方”官制镜进
行模仿，也导致这一时期“尚方”铭铜镜的
数量极大。

纪氏铭镜在九江汉镜中也占比较大。
三环乳三兽铭文镜（修水黄庭坚纪念

馆藏）铭文：“尹氏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
世少有，大吉羊（祥）。”

八乳禽兽规矩铭文镜（庐山博物馆
藏）铭文：“王氏作竟，真大好，人不知，渴
饮玉泉，饥食枣。”

八乳禽兽规矩铭文镜（九江市博物馆
藏）铭文：“孙氏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
知老，渴饮玉泉。”

铭文还带有“广告”的性质，标识了铜
镜的质地和产地。尚方铭镜、纪年铭镜、纪
氏铭镜的出现与流播，证实了铜镜商品化
程度在不断加深。

铭文传递的传统文化观 西汉时期，
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建议，以“君权神授”推动了新的伦理道德
观念形成。各家学说被整合于儒家的思想
之下，虽然其中谶纬神学、天人感应杂糅，
但仍倡导以孝治天下，基本保持了儒家教
义中，对忠义孝道的追求。

九江出土铜镜或显或隐地展现了中
华文化的特质，可从实物的角度进一步认
识到汉代社会上至高官贵族，下至平民百
姓对富贵、长寿、金钱表现出的强烈渴望。
如汉镜铭文中有“大乐富贵”“天王日月”

“长宜子生”“长宜子孙”“千秋万代”“延年
益寿”等。

这些内容向内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
的阴阳平衡观、天圆地方观、顺天应时而
自强不息观、礼仪仁德观，并深深植根于
社会各个层面，向外延伸表现为一致性社
会共同文化意识。同时，汉镜通过人物、神
禽瑞兽等形象刻画，也为后人研究汉代社
会民俗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纹饰物象内涵 回溯铜镜铸造的发
展演进史，从“素面无纹饰”的早期铜镜，
至西周末年，开始有纹饰出现，并随之工
艺改进，汉代制镜纹饰逐渐复杂但不失精
美，技术上更加成熟。九江出土的四乳几
何纹规矩镜、四乳禽兽规矩镜以四乳钉为
标志，表示为内为方，外为圆，暗含了对天
圆地方的表达。汉镜呈现的不仅有静态的
平衡，如四乳四虺镜、四乳龙虎纹镜，以相
对的乳钉为轴线，左右两个部分暗含着

“阴阳”，给人以平衡的感觉。还有动态的
平衡，如龙虎纹镜，纹饰为单龙单虎，表面
看无法实现对称，但龙为阳、虎为阴，以镜
钮为轴，依然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平
衡，也契合当时社会的宇宙观、生死观以
及阴阳五行、升仙、谶纬等思想。

九江汉镜多见的栉齿纹，以平行密集
的短直线纹饰，表达着“顺”的含义，由梳
篦使头发“顺”，延伸到生活的“顺”，是一
种文化的外延，龙虎纹镜中的正列栉齿
纹，均有顺应天时的意思表达。乳钉纹起
于仰韶文化之前的母系社会时代，有生殖
养育的含义。龙虎为用，则是表现自强不
息的内涵，同样表达出人们对祥瑞的期
盼，也成为构建中国传统精神世界的器物
见证。

九江汉镜既体现出汉代大气恢宏的
文化内核和广博包容的精神追求，又折射
出汉代发达的社会经济以及物质生活的
富足，是汉代文化在长江中游历史文化的
物证。可谓是长江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文
化符号化载体，是中国铜镜文化鼎盛时期
的长江历史文化痕迹，以“事功与审美的
契合”的文化特质，成为讲好九江故事的
重要器物，也是深沉和厚重的中国传统文
化重要依托。

通过九江汉代出土铜镜的文化价值
研究，可以不断提升对汉代铜镜活化、利
用和展示的力度，加强对汉代九江的文化
价值发掘，对秦汉时期九江作为文化承载
和梯度传播、青铜文化之源的价值发掘、
吴楚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影响、汉代古县文
献的收集整理等课题研究提供有益的借
鉴和启示。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

青岛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建于2021年，
汇集了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青岛市民俗博
物馆和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三大场馆，集建筑艺
术、海洋文明、民俗风情、文化名人历史于一体，融合
展示了青岛历史建筑的辉煌与地方文化的精髓。

近年来，该中心守正创新砥砺耕耘，以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为主基调，通过丰富展览展
示形式、创新文旅活动载体、加深地域民俗文化研
究、建设青少年友好型博物馆、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等多维度策略，为推进文化两创、助推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益成为城市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实现蝶变发展，成功晋
级国家一级博物馆，斩获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
案例、全国“终身教育学习品牌”、第六届山东省文
化创新奖等多项荣誉，为遗址类中小博物馆蹚出一
条破圈发展之路。

丰富展览展示形式
传播城市历史文化

高度重视原创展览的设计与开发，采用传统展
陈、数字展陈、“大复原陈列”等多种展示模式，不断
充实专业领域研究，推陈出新，年均推出 15场建筑
历史、海洋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名人、红色教育等
多类别的原创主题展览。基本陈列内容丰富、主题
鲜明、风格独特，“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复原陈列”
复原了德国总督楼最初作为德占时期胶澳总督的
住宅功能，展示其建筑上的精湛工艺，具有重要的
历史和研究价值。青岛市民俗博物馆基本陈列“海不
扬波·海上丝绸之路与青岛”与“妈祖文化陈列展”，
展示了青岛地区古代港口开发建设历程与妈祖文化
传播历程。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是青岛市第一座
对外开放并辟建为专业特色博物馆的文化名人故
居，其基本陈列在复原展示的基础上展示康有为的
生平史迹、书法珍品以及与青岛的渊源，是认识青岛
历史文化名城的一扇窗口。通过系列展览，不断丰富
公众参观体验，有效传播了青岛地域历史文化，拓展
了公众对博物馆展示内容的深入了解。

创新文旅活动载体
拓宽文物主题游径

创新文化宣传方式及文化遗产价值阐释和传
播手段，创办丈量青岛文物主题游径项目，以“云直
播”形式为载体，精心打磨出 19条精品文化遗产游
览路线，将文化元素和城市记忆有机串联，观看直
播的观众达到913.44万人次，为全国各地城市文化
和旅游线路的深度挖掘提供了可借鉴的“云上文化
体验”新模式，为建立文化“两创”新标杆文旅品牌
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该项目荣获第六届山东省文
化创新奖，入选山东“文化”两创实践案例。

结合青岛历史城区申遗、保护更新等重点工

作，策划推出“文遗悦青岛”护照打卡主题活动，通
过护照集章打卡的形式，串联老城区文化遗产点，
观众参与度满意度、新闻媒体关注度达到新高，全
网各平台浏览量达 100万人次。为丰富文化旅游市
场供给，促进夜间经济消费活动，为观众提供夜间
文化休闲场所，策划推出节庆主题夜场、冬季童话
市集等创意文化活动，社会反响热烈，其中冬日市
集活动自媒体平台点击量达 600余万，打造淡季文
博场馆引流样板。联合社会力量，推出多场主题“古
堡有戏”儿童剧场活动，沉浸式体验，创新戏剧演出
模式，引发参与热潮。

加深地域民俗文化研究
民俗非遗文化有机结合

高质量举办山东省级非遗保护项目——天后
宫新正庙会，创新将民俗庙会融入海洋文化主题，
开展民间手工艺制作体验、民间艺术表演地方戏曲
展演等，成为市民喜爱的春节文化活动项目。推出
沉浸式话剧演出《跨越——天后宫往事》，用戏剧化
的形式加以展现，让观众能够在看戏的同时了解中
国民俗文化。与山东省民俗年会共同主办“民俗中
国：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加强与
福建湄洲祖庙、中华妈祖交流协会交流互动，策划
举办妈祖文化创意节、妈祖“回娘家”祈福活动等，
联合青岛五家宫庙与中华妈祖交流协会等进行参
访交流活动，不断推进民俗文化传承和发展。

发挥“第二课堂”功能
建设青少年友好型博物馆

致力于建设青少年友好型博物馆，为青年少年
“量身定制”主题社教研学活动及学习传统文化的
广阔平台，积极打造城市博物馆社教金字招牌，年
均开展主题活动 200余场，日益成为家长们周末的
遛娃首选。创新云上研学新模式，策划推出 365期

“青岛历史上的今天”线上研学微课堂，创建“传承
的力量——青少年第二课堂”“七扇门推开青岛德
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研学实践”“黄河流域的山东
故事”“青岛民俗体验公益行”等社教研学品牌活

动，系列社教活动项目荣获 2024 年全国文化遗产
旅游百强案例、全国“终身教育学习品牌”荣誉称
号。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节庆日组织开
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策划开展“岁时·节序”
24节气系列活动，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开展集线
上线下主题展览、社教活动、研学旅行等于一体的
系列展教活动。开展“大思政课”研发，推动博物馆
与学校思政改革创新融合发展，依托红色展览与文
化“五进”平台与高校签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基地协议，有效推进博物馆与高校思政共育。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加强最后一个展厅建设

积极响应山东省关于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
服务的工作要求，2024年5月至10月中心所属3个
场馆均延时开放，延时开放期间积极优化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效，延时开放服务观众人数
占总参观人数 7%以上，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文
化获得感和满意度。上线文物藏品数字多宝阁展示
系统和场馆智慧导览系统，提升观展体验感。推出
感应语音导览系统和“云展览”“线上微课堂”等云
端观展，打造 24小时不打烊线上博物馆。以文创商
店作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为出发点，深度挖
掘建筑艺术、海洋民俗、名人故居等文化历史内涵，
从独特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中寻找设计灵感，
研发富有青岛城市特色、馆藏文物内涵的系列文创
产品。与 30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具有稳定且一定规
模的高水平产品设计研发团队，建立起自有文创体
系，至今已设计开发出10大类200余款兼具文化内
涵、时尚创意的文化衍生品，满足了不同群体文化
消费需求，因设计精美、制作精良，得到了社会各界
和观众的广泛好评和欢迎。

下一步，青岛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找差
距、补短板，以建筑艺术、海洋文明、民俗风情、历史
名人文化为轴心，通过特色展览与社教活动，构建
青岛多元文化体验空间，推进文旅融合及文化“两
创”发展，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与国际文化交流的
重要平台，持续讲述青岛乃至中国文化历史的精彩
篇章。（作者单位：青岛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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