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尚——旗袍与女性文化展”图文分展

32023 年 8 月 22 日 综 合主编/张硕 责编/甘婷婷 校对/何文娟 美编/焦九菊
电话：（010）84078838-6132 本版邮箱：wenwubao@vip.sina.com

■寻找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在江西乐安，驻扎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态度，坚持“预
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原则，调研了流坑村古建
筑群、龙图学士和刺史传芳牌楼门、登仙桥战
役旧址、红一方面军大湖坪整编旧址等文物，
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同时注重人防、物防、
技防相结合，全力做好文物消防安全工作，从
源头上管控文物的安危。近年来，乐安县消防
救援大队先后荣获“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集
体”“第十五届江西省文明单位”等多项荣誉。

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流坑古村
为例，该大队结合实际，精心谋划，采取四项有
力措施为文物保驾护航。

齐抓共管，做好消防安全改造工程。乐安
县委、县政府切实把文物消防工作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政府工作报告和年度督办的实事，研
究部署文物消防工作，实行党委、政府、人大、
政协“四大班子”齐抓共管，建立严格检查考评
机制，消防安全责任书层层签订到村委会直至
住户。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乐安县政府先
后投入 481万元专项资金、1200余万元配备资
金，用于流坑古村电气线路改造、消防和生活
用水工程安装等，完善古村消防安全管理系
统。流坑管理局在该大队的指导下，组建了一
支 9 人正规化专职消防队伍，购买了 6 套进口
的机动泵，配备了水罐消防车、消防巡逻车、消
防摩托车、手推车“四车”，消防水带、水枪、消
防灭火战斗服、干粉灭火器、灭火防护靴、机动
泵等器材装备，全面提升灭火救援能力。同时，
村里每栋文物古建筑内都配备了两个以上手
提干粉灭火器，一些公用文物建筑内还配备了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管防结合，提升消防安全防控能力。该大
队着力对流坑古村等文物电线私拉、乱接、老
化、破损、超负荷使用等现象进行检查整改，
定期对文物展开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通过查资料、查设施、查制度等进行全
方位检查，对隐患排查情况进行逐一登记，
建立专档，努力做到安全隐患零遗漏，有效
落实消防安全制度。目前，流坑古村用火用电
已形成规范管理，安全隐患逐步消除。流坑古
村坚持边查边改边纠，重点围绕消防安全开展
地毯式摸排，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对检查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严格按照方案实施
整治。同时，着力建立健全消防安全长效监
管机制，依托“三员一队”工作，以网格化
管理模式推动古村火灾防控工作，对流坑古
村开展宣传和巡查，加强安全日常监察和隐
患整治后督察工作，防止消防安全违章行为

“死灰复燃”。该大队还指导流坑管理局在流
坑文物陈列馆、状元楼、翰林楼、“理学名
家”宅、秘阁校书祠、文馆等纪念性文化建
筑内，安装了独立式感烟火灾报警探测器，
古建筑消防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浓厚氛围，争当安全知识传播使者。乐安
县消防救援大队结合当前工作实际，以流坑古
村为典型，积极打造“消防安全示范街（村）”。
指导流坑古村加强消防宣传，在古村醒目位置

设立消防标语、黑板报、警示牌、防火公约、“三
字经”等。同时，在消防宣传内容和形式上多下
功夫，注重实效，多贴近百姓生活，如在重要景
点宣传牌上设置二维码，便于村民和游客及时
了解消防知识。指导流坑古村一方面重点抓好
文物保护点值班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工作，提
高扑救初起火灾能力；另一方面紧抓民宿经
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全面提升
相关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使流坑古村
步入安全、规范的发展道路。坚持每年开展

“119”消防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动员村
民积极参与其中，并带动村民向游客宣传消
防安全知识。发动流坑古村义务消防队队员
每天早晨和傍晚通过小喇叭在古村进行宣传，
提升村民消防安全意识。积极与当地的学校进
行联系，坚持每学期给学生上一堂消防安全知
识课，向学生发放消防知识读本，推广消防安
全知识“三字经”等。

训教同步，强化突发事故处置水平。2019
年，乐安县消防救援大队在流坑古村建立了政
府专职消防队，人员、器材、装备、车辆均按要
求配齐，大大提升了古村及周边地区的应急处
置能力。此前，乐安县消防救援大队指导古村
建立了微型消防站，下设古村东、西两个分站。
配备了必要的消防器材装备，以确保古村任何
一个角落发生火灾，消防站人员都能在 3分钟
内赶到场，并在 10秒内扑救。大队定期组织对
政府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微型消防站的
队员们进行业务技能培训，指派消防业务骨干
深入古村，对各站点人员讲解灭火基本常识，
防火巡查的基本方法、注意事项，详细介绍各
类器材的性能、用途、技术参数和维护保养方
法等，并通过现场操作，加深各站点人员对消
防器材装备的理解和熟悉。同时，该大队还积
极组织政府专职队员、微型消防站人员、义务
消防队员开展业务技能训练和实战演练，指导
泵抽操作、水带连接、火灾扑救要领等技能训
练，以及在火场中如何根据现场情况的变化正
确选用战术、灵活掌握火场形势，有效扑救火
灾和保护自身安全，切实增强古村各站点人员
灭火救援综合素质与能力。指导各站点人员明
确岗位职责，掌握扑救初起火灾业务技能、防
火巡查基本知识，制定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并
组织演练，落实 24小时轮流值班，切实保障文
物安全。

结合实际 精心谋划
守护“流坑古村”

正值暑假，骄阳似火。安徽合肥，地铁 3号
线地下1层出站口，人群裹挟着热浪涌入商场，
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宜家歇歇脚，或是带娃到儿
童中心释放一下多余的能量。突然，人群的目光
被一张紫色背景版和几组精美模特展架所吸
引。只见展架模特身着用料考究、剪裁精良的旗
袍，身旁几组玻璃展柜陈列着色彩艳丽、造型别
致的文创产品，仿佛在向南来北往的通勤人群
热情地召唤：“不来欣赏一下吗？”果然，本想径
直进入商场的人们纷纷驻足，或欣赏起模特的
造型服饰，或弯腰细赏展柜中的陈列，有的还掏
出手机，扫描二维码聆听起语音讲解，俨然一个
迷你观展现场。原来，这里就是安徽博物院携手
宜家推出的“雅·尚——旗袍与女性文化展”图
文分展现场。

关于“雅·尚——旗袍与女性文化展”，策展
人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徐大珍介绍道：“‘雅·尚’
是‘雅致、时尚’的意思。本次分展精选了上海、
安徽两地精美旗袍图文介绍，并现场展示徽派
裁缝古法旗袍成衣，结合安徽博物院潘玉良主
题精美文创，把‘浓缩’的展览带到观众身边。举
办‘雅·尚——旗袍与女性文化展’是为了展现
中国女性传统与现代融合之美、自信之美、对家
国热爱之美，我们希望通过展览讲好服饰故事，
历史故事，中国故事，更希望通过与宜家合作的
这个分展为主展览引流，让更多人了解安徽博
物院，走进展厅详细了解、参观展览，感受女性
旗袍服饰展现的艺术魅力和穿着这些旗袍女性
代表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

安徽博物院此种做法受到了观众的接受和
喜爱。很多观众纷纷留言：“下一站，安徽博物
院！”“天啊，图文介绍中的黑色旗袍是潘玉良自
画像上穿着的那件！”“看完展览，提升一下美学
素养，再去宜家置办家当，安徽博物院把行程给
咱安排得明明白白。”……提及此次与宜家合作
举办分展的初衷，安徽博物院“家门口的博物
馆”项目推广人刘婷婷介绍道，此次“雅·尚——
旗袍与女性文化展”图文分展是安徽博物院打
造“家门口的博物馆”系列宣传活动其中的一
站，目的就是拓宽展览市场，将安徽博物院举办
的主题展览代入合肥以及周边城市，让展览走

进城市公共空间，拉近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形
成文化“破圈”效应。

据了解，“家门口的博物馆”项目始于 2021
年底。“当时因为疫情，来馆参观受限，我们就想
办法，看看如何能在这种情况下，做些事情，弥
补大家无法到馆参观的遗憾。”刘婷婷说。说干
就干，安徽博物院立即组建项目团队，在省域范
围内比选商家，首次策划与正大广场和喜马拉
雅音频平台的三方合作。“我们最先选取合作的
项目是在正大广场，它上面设有一个观光摩天
轮，是城市地标性建筑，比较具有代表性。”刘婷
婷介绍道。

以商圈的摩天轮区域为核心，推出“空中博
物馆”，市民在游玩摩天轮的过程中，不仅能在
轿厢看到“安小博”（安徽博物院推出的文物
IP）的可爱形象，还可以手持展示牌与小神兽们
拍照打卡参与活动，更可以通过扫描展示的二
维码登录喜马拉雅平台，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
打造沉浸式文物学习空间。

此后，安徽博物院又先后与华润集团、合肥
滨湖医院等多家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合作，将

“绿鬓朱颜——明清时期女性题材绘画展”“国
宝耀安徽”“南·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
墓出土文物精品展”“安徽文房四宝”等近20项
展览的图文分展、社教活动、文创展示带进购物
中心、文化商圈、医院等城市空间，通过充分发
掘利用博物馆资源，打造数量更多、品质更高的

“城市文化会客厅”，力求使公共文化服务“最后
一公里”变为“最美一公里”。

展示期间，安徽博物院还与合作单位积极
打造推出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力求举办的分
展“简约不简单”。如在“安徽文房四宝”图文分
展中，安徽博物院携手合肥万象城开展了“安博
万象贺七夕”特色活动。活动以展览中的特色展
品为元素，结合七夕节“轻罗小扇扑流萤”的传
统习俗，在购物中心分展区域进行。项目团队组
织调动院里职工充分参与，在传统团扇上以篆
书、隶书等书体写下七夕祝福话语，将制作好的
团扇赠予观展打卡的观众。现场还进行了传统
舞蹈表演，充分吸引了南来北往群众的目光，大
家纷纷掏出手机录像、拍照，打卡体验传统文化
的无穷魅力。

“下一步，我们还将与国际知名连锁快餐集
团合作，将图文分展形式升级为主题餐厅形式，
可以沉浸式体验历史文化的魅力，让大家在衣
食住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感知祖先留给我
们的精神财富。”徐大珍说。

“家门口的博物馆”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含
义，更多的是颠覆市民对传统博物馆的认知，尤
其是青少年群体，将历史文化的厚重用轻松简
约的方式，结合最新的移动新媒体技术，渗透进
生活，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与参观传统展厅的
形式进行互补，紧跟时代新趋势，满足广大群众
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新要求。

它是“青铜时代的绝唱”，是“时代精神的
象征”。一朵莲，一只鹤，组成了它的名字——
莲鹤方壶。莲瓣舒放，鹤鸣九皋。一百年前，深
埋在地下两千多年的它一经面世就令无数观
者为之倾倒。百年国运沧桑，莲鹤方壶也经历
着百年风雨岁月，仔细端详它，那展翅欲飞的
仙鹤似乎也能感受到百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
下，一代代文博人为文物保护、传承、修复、利
用所倾注的心血。

追溯历史：保护民族遗珍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
系、脉之所维。正是考古，在为我们寻回那关乎
历史遗产与文明根脉的一块块“拼图”。

对河南考古而言，李家楼是一个重要的坐标。
“曾有先有莲鹤方壶，后有河南博物院之

说。”新郑博物馆原馆长杜平安深情地讲述关
于莲鹤方壶的故事。

1923年 8月，河南新郑乡绅李锐在自家菜
园打井时挖出一座古墓，而且墓室满是大大小
小的宝贝。这件事惊动了当时驻扎在河南的北
洋陆军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靳云鹗深明大义，
不但收缴了已挖掘的文物，还追回了售出的文
物，并派士兵继续发掘，最后得到完好文物133
件（一对莲鹤方壶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碎铜
片 672块和贝币 723枚。经过专家考证，李家楼
发掘的古墓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国君的墓葬，
这一套出土文物也因此被称为“新郑彝器”。

新郑彝器先是被送到河南古物保存所保
管，抗日战争期间，又随河南文物一起被打包
西迁，几经辗转，先后寄存于武汉、重庆。命途
多舛，1949 年冬，一部分新郑彝器又被带往台
湾，幸运的是两件莲鹤方壶留了下来。20世纪
50年代，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物，国家将
一部分新郑彝器调往北京。1994 年，部分新郑
彝器又被调往深圳博物馆。至此，新郑李家楼
青铜彝器已经分散在河南博物院、中国历史博
物馆、故宫博物院、深圳博物馆和台北国立历

史博物馆五家博物馆（院）保存。
其中这对“双胞胎”莲鹤方壶也分别成了

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也是中
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莲鹤方壶走向了世界。1988
年故宫发行的《国宝》明信片留下了它美丽的
身影，新加坡、日本、泰国、加拿大、印尼等国元
首都先后收到了这件作为国礼的精美青铜器
复制品，2003年中国邮政出品的邮票使莲鹤方
壶更加广为人知。

2006年，两件莲鹤方壶在河南博物院合璧
展出，引发轰动。时至今日，故宫博物院和河南
博物院举办的各类展览中仍能常常看到它的
倩影。

探源求索：传承文明血脉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李家楼郑公大墓
的发现，成为新郑考古史上重要的一页，更奠
定了河南文博事业的基础。

1964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在新郑设立工作站，工
作站和新郑文保所（新郑博物馆的前身）的同志
们共同开始了长期不断地考古勘探与发掘。

蔡全发、马俊才、樊文泉先后三位站长在
新郑的考古事业上从青丝忙碌到白发。在他们
的带领下，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通
过对一个个重大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使中
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延伸。

新中国成立后，新郑发现和发掘郑韩故
城，出土了只有王权才能拥有的国之重器九鼎
八簋，春秋时期保存完好、音色纯正的大型编
钟……郑国社稷祭祀遗址、制陶遗址、铸铁遗
址、韩王陵墓冢，伴随着一次次里程碑式的发
掘，一批批稀世文物的出土，一个个印证史载
的发现，使这座千年古城成为中原文化史书上
永放光辉的一页。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新郑市委
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为了守护
好中华民族的瑰宝，几代新郑人赓续接力。

持续加强固本培元。近年来，新郑市投资4亿
多元用于文物保护区拆迁安置，争取文物保护资
金6600多万元实施文物修复、抢救保护、基础设
施改善、安全保护等综合保护利用项目。

加强文物机构队伍建设。新郑市文物保护
部门从原来小小的文保所发展为新郑市文物保
护中心、新郑博物馆、郑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欧
阳修陵园纪念馆、郑韩故城遗址保护中心、新郑
考院博物馆等文物局下辖的多个单位。

“修国史，写续编”。一代代考古人先后发
表《新郑碑刻文集》《黄帝故里新郑青铜器》《文
物志》《开元图谱》等书籍 30余本，发表科研论
文百余篇。

汲古润今：激扬自信力量

文物，是时代最忠实的记录者，它昭示着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沧桑砥砺。百年考古取得
的丰硕成果，夯实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

新郑博物馆馆藏文物62880件（套），其中珍
贵文物4812件（4421套），富足、殷实的文物家底
令人叹为观止，丰富而珍贵的藏品传递着历史的
回声，讲述着属于这片土地长久的繁荣与文明。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成为新郑文物
保护工作者的生动实践。2021年河南卫视元宵
节特别节目河南博物院元宵奇妙夜晚会上，新
郑选送原创文艺作品《莲鹤方壶》古风歌曲惊
艳问世，给全国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留下深
刻的印象。“文物讲述历史，而我们，理应讲好、
讲‘活’新时代的文物故事。”新郑市文物保护
利用科科长王凯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新郑市博物馆举办各类展览 100
余场，让文物述说历史智慧，让文明之光照亮
民族复兴征程，贯穿在展览的匠心与细节中。

“这个暑假非常有意义，我在这里看到了我
们国家从隋唐一直到民国时期的瓷器，太精美了，
我的祖国太伟大了！”新郑博物馆正展出的“瓷·
韵——新郑黄帝故里考古发掘瓷器展”让新郑市
实验小学三年级的小学生孙一桐格外兴奋。

“新发现 郑进行”郑韩故城考古分享会、
欧阳修清明节诵读、小时讲考院、七彩文旅闹
新春之文物探秘、新郑考古研学游、我在博物
馆里画文物等活动，成为新郑文保特色宣教品
牌，提升了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意识。同时，新
郑文创也大有作为，“新无止境 郑藏古今”系
列城市之礼、编钟茶具组、莲鹤方壶胸针、郑风
21首剪纸汇编等文创产品颇受欢迎。

“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文物保护
志愿者热”“国潮国风”……越来越多人关注并
热爱文化遗产。

当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让外国友人连连
惊叹，世代传承的古老技艺进入更为广阔的全
球市场……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认同、自信与
骄傲，正凝聚成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磅礴力量。

年轻一代考古人王凯对自己的工作充满
了热爱：“文物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精神，始终在
滋养着我们。挖掘文物价值，讲好中国故事，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中华文脉永续传承，永无止境，这是我们
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民族瑰宝，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现在它正讲述古老的文
明和智慧，未来它将讲述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的故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丽征程的故事。

守护民族瑰宝 赓续千秋文脉
——纪念莲鹤方壶面世100周年

赵舒琪 孙瑞

让博物馆融入生活 把好展览办在身边
——安徽博物院打造“家门口的博物馆”

张硕

“共饮一江水——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
特展”图文分展

消防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