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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
抓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民族文化宫决定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
筹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民族瑰宝——民族
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展”是其中的首展。“民族瑰宝展”自2020
年8月开展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反响热烈。该展入
选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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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把握对传统展览主题守正创新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的首展，如何突

破以往馆藏精品展的思维惯性，并为后续的系列展定好位、开
好头，是策展团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策展团队在策划中华民
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但以往的展览注
重表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侧面。“民族瑰宝展”则在呈现民族文
化丰富多彩的同时，要更加聚焦于一体性方面，关注和凸显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主线。为此，策展团队统一认识，
改变过去展览中强调彰显文化多样性的叙事主轴，升华为更加
强调多元背后的一体叙事主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
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
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确
定以国家统一、多元一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题，向观众
呈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

根据主题重构原有展品叙事体系
如何表现展览主题？首先，策展团队必须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其次，馆
藏并没有变化，还是我们必须利用的最好资源，也具有特色和
优势。过去我们重点关注藏品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展示民族
文化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元素。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对藏品的
认识角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藏品之间也是碎片化、不连
贯、不具备很强的逻辑关联性的，需要更换思路来进行内容的
组合，发掘藏品蕴含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要素，
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策展团队认为，通过不同时期的精品
文物，讲述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
史；通过挖掘文物蕴含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实证各
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史实；通过展示我国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观众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构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根基；通过讲述文物背后的
故事，激发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决心

和热情，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博，小小的展览难以表达它博大
精深的内涵。这是策展团队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策展团队利
用馆藏优势，选择几个点来策划内容：牢牢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
统一性，紧紧围绕祖国统一、多元一体主题进行展示，形成了“政
令安邦”“冠服立制”“美美与共”三部分展览内容构架。

“政令安邦”部分。展示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封赐少
数民族官员的各类文书、印玺，展示少数民族及地方官员呈送
中央政府的呈文、税收凭据等。这些文物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这
些地区实行的有效管辖，彰显了其权威性；也体现了中央政府
对其治理过程中采取的“因地制宜”策略，体现了中央政府定
国安邦、一齐天下的大略。

“冠服立制”部分。展示不同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官服。从官
服这一角度讲述历史上中央王朝和各民族地区的政治隶属关
系、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实施的治理制度以及对各少数民族
地区实施的有效管辖。中国古代服饰除了具有避寒、遮体、装
饰等实用功能，还赋予了“知礼仪、别尊卑、正名分”等社会功
能。历朝都有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冠服制度，并且均为朝章
国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治
理，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大都采取了“因地制宜”“因俗
而治”的政策，即在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上进行
管理；而这种差异化的政治制度也充分体现在冠服制度中。

“美美与共”部分。展示类别丰富的各民族文物。不仅向观
众展现各民族文物制作的精工之美、独特的风情之美，更展示
其传承久远的历史积淀，呈现各民族的互鉴融通，反映各民族
在文化上的交流互鉴和兼收并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
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融为一体，共同铸
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和多元化发展。

主题+精品实现展览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
一是甄选反映国家统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文

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证。如“明英宗皇帝敕
封朵儿只领占为辅善翊教国师诰命”“明孝宗皇帝赐灵藏赞善
王敕谕”，真实反映了明代中央政权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多
封众建政策，以此体现中央政府对受封者的管辖及其与中央
政权的隶属关系。宋代“象州磨勘司新朱记”铜印、清代“车里
宣慰使司印”等，都是统一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有效管理的明
证。而龙凤、仙鹤、菊花、牡丹及“福、禄、寿、囍”等纹样和吉祥
文字在各民族服饰和器物上的使用，也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统一性的明证。这些文物，向观众讲述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历史，讲述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二是甄选体现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文物，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撑。例如元、明、清朝政府赐
封西藏地方政府的用八思巴文、满文、藏文、蒙古文、汉文等书
写的文书，有力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元代贡噶坚赞贝桑布帝师法旨”“清代翁牛特左翼
札萨克印”“民国车里宣慰使司命令”等，都是各族人民在缔造
伟大祖国中贡献的明证。通过这些文物向公众讲述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解读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讲
述历史上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甄选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的文物，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持。鉴选多语种古籍文献、官
方文书、印玺，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巩固的历程；甄选
少数民族官服、生活用品、宗教器物，体现中央政府在政治统
一的前提下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方略；甄选“藏族孔雀羽
金丝织锦长袍”、“景宁蓝氏祖图”等，表现各民族文化的兼收
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的相互亲近。

四是甄选各民族代表性文物，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璀璨明珠，积淀着各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如清代彩绘本《百苗图》，是
贵州及其周边地区苗、彝、布依、壮、侗、仡佬等民族，特别是支
系繁多的苗族群体的生活实录图谱，包括人文景观、耕作渔
猎、织染服饰、婚丧嫁娶、歌舞饮食、宗教信仰等领域都有记
录，是贵州及周边多民族的珍贵历史资料。铜鼓则是中国南方
多民族共有的艺术瑰宝，至今依然被多民族使用，是一种多民
族共生共存的文化反映。甄选了汉代冷水冲型十二芒铜鼓，向
观众展示其历史的悠远。这些文物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
推进文化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源头活水。

“民族瑰宝——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展”策展初探
覃诗翠

9月 23日，作为湖北省博物馆建馆 7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
一，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指导、湖北省博物
馆主办的“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博物馆文化传播”学术研讨
会召开，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及
各省、区、市文博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
加会议。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湖北省文物事业发
展中心主任余萍致辞后，9名专家学者以全球视野聚焦博物馆
文化传播，作了主旨报告。报告分上、下半场。分别由四川博物
院党委书记向和频、贵州省博物馆党委书记李强主持。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
杰以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特展策划为例，报告了文明交
流互鉴视野下的博物馆文化传播这一主题。他从馆藏品、展览
等情况入手勾勒了该馆的发展理念为“人人亚博”，实现方法
是“通过体验达到贯通”，并以该馆特展为例阐释了贯通古今、
贯通全球、贯通生活的呈现方式。最后，对2024年在该馆举办
的“凤凰故国：来自长江中游的中国艺术”进行展望。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侯宁彬以“发挥资源优势，打造文物
国际交流合作高地”为题进行演讲。强调了博物馆在促进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特殊作用，认为每个博物馆资源禀赋不
尽相同，藏品是博物馆的独特资源，科研是博物馆的动力源
泉，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产品，平台是博物馆的重要窗口，宣
传是博物馆的突出技能，人才是博物馆的智力支撑；从而提出
科学保护是基础，研究阐释是核心，展示传播是关键，传承弘
扬是目标；并就合力打造品牌进行概括总结，认为资源整合是
文物出境展的基础，主题凝练是文物出境展的核心，机制创新
是文物出境展的动力，品牌建设是文物出境展的要求，政策支
持是文物出境展的保障。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博物馆馆长、国际博协乐器专业委员
会前主席加百列·罗乔尼在线上分享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博
物馆新馆。他介绍了诸多重量级藏品，如存世最古老的带弦键

盘乐器、吉他，著名音乐家约瑟夫·海顿的肖像及莫扎特的作
曲手稿等。重点解读了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理念与实践。随着藏
品规模和观众数量的大幅增加，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于 2014年
开始建设，新馆按照探索、演出、学习、研究四个关键项设计
与施工，打造四大空间。2020年新馆建成后，环境得到很大改
善，展厅更加人性化，增加了音乐会场地、咖啡厅、观众服务
中心、互动空间等，设立了音乐和物质文化博士等研究项目。
除基本陈列，每年举办两个临展，包括一个大型国际合作展，
一个小型原创展。作为博物馆核心，音乐会每周至少举办一
次，有时还在夜间举办，并尝试用馆藏乐器演奏。教育覆盖从
新生儿到老人的全年龄段人群，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如自闭症
患者、盲人等采用特殊方法接触展品。除此之外，研究室还向
公众开放。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报告题目为“以三星
堆为例，看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他以“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将向哪里去？”为引言，提出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和
人类文明的物证，能够提供最真实直观可靠的第一手答案。文
化与文明是人类所特有的观念，是人类进化发展具体成就的
体现；人类自诞生以来进化至今，文化的总趋势是通过传播
（比如人类迁徙），其内涵由简到繁、数量由少到多；再通过交
流（比如全球化），其内涵由繁到简、数量由多到少。文明由低
到高传承发展，文化由此到彼传播交流。结合三星堆遗址祭祀
坑特别是出土大量文物证实该地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交汇
点，直观证明了古代文明间的传播、交流与融合。三星堆文化
应该是由古蜀本地的宝墩文化等发展而来，其最具文化类型
判断标准的陶器和筑城技术等是一脉相承的，并非外来文明；
在受到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其他文明影响下进入青铜时
代，发生质的飞跃，并可能与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有文化或
贸易联系，它是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象征。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张晓云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做了“夯

实基础 继往开来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报告。他认为，
藏品基础、场馆基础、研究基础、平台基础是湖北省博物馆开
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四大基础；特色文物出境展览展演、引进多
元文化境外展览、音乐考古国际学术交流、国家元首参观见证
历史是湖北省博物馆对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四大成果；发挥平
台作用、构建展陈体系、突出文化特色、拓展交流形式是湖北
省博物馆未来文明交流互鉴的四大工作。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湖北省博物馆制定三年计划，
锚定4个核心指标，其中针对总观众量、境外观众量都有特别
的考虑和安排。博物馆倡导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希望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在文明交流
互鉴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台湾鸿禧美术馆副馆长廖桂英介绍了中国台湾博物
馆、美术馆100年来的演进脉络。通过对国际博协及美国、英国
等国家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定义的解读，总结了博物馆的
特性，主要体现在公众性、常设性、非营利性、专业性、可亲近
性五个方面。以艺术类为例，根据目标功能将中国台湾博物馆
目标功能分为展现国际与当代艺术、以台湾美术史为主轴、以
保存或纪念单一艺术家、因私人喜爱之收藏所设立的几类博
物馆，强调以博物馆为沟通平台、以艺术教育为目标导向。她
梳理了中国台湾自 1908年成立第一家博物馆至今的发展历
程：目前台湾具有一定规模的博物馆、美术馆有200座左右，种
类齐全，展览多样，活动丰富。

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贾建威以“找准文化传播发力点，扩大
文化品牌影响力”为题做了报告，并对当前社会公众支持和参
与博物馆事业空前高涨热情予以回应。他认为博物馆应顺势
而为，逐步打破传统文化服务模式，找准自身文化亮点和发力
点，不断拓展文化传播渠道和空间，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打造定位鲜明、内涵丰富、辐射力强的文化品牌，进一步
扩大文物承载的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力。他以甘肃省博物馆

为例，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强化学术研究工作，深挖藏品背
后的故事；基于特色藏品资源，打造主题陈列展览；创新文化
表达方式，研发高辨识度文创产品；拓展“博物馆+”文化传播
模式，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乐器部主任布拉德利·史瑞辰·舍雷尔
在线上分享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乐器馆。回顾了 2018年国际
博协乐器专业委员会年会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盛况，围绕

“音乐是世界语言”的纽带，通过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音乐馆新
馆展览及背后的思考对“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博物馆文化
传播”进行诠释。该馆收藏有 4000年来世界六大洲的 5000多
种乐器，新馆乐器馆改造的五个展厅展出了约600件乐器。放
弃了过去按照西方分类系统即按发声方式和地域展示乐器的
传统，而是充分考虑文化功能及背景，将“音乐是人类本体和
活动的基础组成部分、文化核心，以及音乐和演奏音乐的乐器
都是艺术”作为指导原则，布设了号角齐名、穿梭时空的音乐、
音乐艺术总汇等展览，更好地与观众产生共鸣。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柳扬以“永恒
的祭献”大展为例，汇报了全球化视野下的博物馆文化传播这
一命题。他介绍了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的基本情况，并阐
述了“永恒的祭献：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策展思路。该展览通
过 150多件中国古代青铜礼器，呈现 3000余年前先人敬天崇
祖的祭祀文化以及神秘华美的礼器艺术。在展现形式上，分为
场景设定、万物有灵、宗庙、祭祀、宴饮、礼制、回到起点七幕，
聚焦折射青铜文化核心的瞬间和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亲历
一个祭祀的过程：从进入陈列青铜祭器的“庙堂”到亲历涉及
青铜礼器的“祭祀”活动，再到参与使用青铜酒食器宴饮的欢
快场面。整个展览融灯光、色彩、图画为一炉，集影视、音频和
特效于一体，观者在一个个独特场景中沉浸式感受与理解中
国青铜时代的礼仪和艺术。为同类型展览提供一个从不同角
度和方式思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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