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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中心城区完整保存着
一座春秋时期的城池——淹城遗址，这处面积达65
万平方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里向外由子
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城河“三城三河”
相套组成，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形制最独特的
春秋地面城池遗址。

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不断发掘文物内
涵，策划特色化、精品化展览，满足不同观众多元化
观展需求，“春秋淹城”展厅改造提升项目的完成，
不仅为推进武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也极大提升了公众的观展体验，广受社会好评。

以观众为中心 提供优质观展体验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等级森严的西周王朝礼
乐制度逐渐崩坏，淹城出土的礼器以原始瓷礼器、
青铜礼器为代表，不再囿于礼制约束，呈现多元化
和特色化的艺术面貌。淹城遗址先后出土了近2000
件（套）珍贵文物，展示了下至百姓、上至王侯生活
的方方面面。

2007 年，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成立，在该馆二
楼单独设立“春秋淹城”展厅，“春秋淹城”专题陈列
于同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主要展示武进区春秋淹
城考古遗址出土文物。2018年下半年，常州市武进
区博物馆启动“春秋淹城”展厅改造提升的方案研
究，2022年12月完成项目施工并开始试运营。如今，
在展览内容和形式设计方面，“春秋淹城”展厅已形
成独特的展览风格，从以物为中心的传统陈列转变
为以观众为中心的多元化展示，为观众提供沉浸式
氛围、交互式体验，讲述淹城前世今生的故事。

“春秋淹城”专题陈列分为“水乡古城”“古城遗
物”“发现淹城”“历史迷雾”“今日淹城”五个篇章，
对应考古学家在最初面对遗址时的思维结构，以淹
城遗址从 20世纪 3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
果为依托，展出了国家一级文物独木舟、原始青瓷
鼎等200余件（套）文物，包括陶瓷器、青铜器、木器、
石器等多种品类，对淹城遗址“三城三河”的特殊形
制、先民生活、考古学史与考古学家、保护成果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而又通俗的解读和展示。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
淹城内城河中先后出土4条独木舟，有楠木、槠木两
种材质，其中一条槠木材质的独木舟被常州市武进
区博物馆收藏。据碳十四测定，该独木舟距今约
2700—2800 年，是我国发现时间最早、最为完整的
独木舟，有“天下第一舟”的美誉，是常州市武进区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春秋淹城展厅中的重

点展品。

不断提升观展体验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数据显示，“春秋淹城”展厅开展至今已接待观
众10万余人次。提升后的展厅总面积达566平方米，
打造了以开敞通透为特色的空间，同时设计上使用
暗深色，与淹城生态背景图相结合，营造拨云探雾
般的氛围，平面布局则以淹城特有的“三城三河”为
理念，设置以淹城沙盘为核心的“回”字型布局。

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还充分发挥空间高度优
势，抬高部分地面做成玻璃栈道，下部空间还原古
河道发掘考古现场，一侧是“镇馆之宝”一级文物独
木舟，从这里可以俯视独木舟内部结构，顺展线而
下可以平视独木舟，仔细观看侧面细节；沙盘模型
则再现了淹城全貌；青铜专项展区与中原青铜纹饰
对比呈现淹城的独特文化；等比例子城墙剖面复原
提供真实尺度参照……可以说，这些精心设计综合
形成多元丰富的展厅氛围和多层次的信息表达。

相较于改造之前，新展厅在观展环境、展示手
段和文物安全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提升。新展厅中的
展览选用博物馆专业展柜，通柜、独立柜等展柜形
式多样，根据设计效果组合使用，安全性能好；展
架、展台设置充分考虑不同文物特性，独木舟重点
展柜更是“量身定做”，突出保护和展示功能，兼具
安全性与美观性；展览场景中采用 3D打印等新型
技术，使用性能安全环保的装修材料，确保各种材
料均符合环保、安防、消防要求及国家相关规定。

创新性地打造“无一米线展厅”；利用滚筒互动

装置、趣味拼图及各类多媒体、多感官体验游戏引
发观众思考；展览尾声以“探秘”为故事主线，打造
可思考、可交流的公共平台……以参观者为中心，
让参与者发现历史、触摸历史，思考历史是“春秋淹
城”专题陈列设计的核心理念，提升后的春秋淹城
展厅更是聚力打造友好型、交互式、探索型展览，旨
在以科学化展陈重新构建一个与公众沟通对话的
平台，让公众深度参与到展览之中。

开展特色社教活动 设计多样文创产品

为了取得更好的陈列效果，常州市武进区博物
馆依托馆藏精品文物“独木舟”及淹城特殊的建筑
形制，与淹城遗址公园联动，开展“穿越千年，梦回
春秋”武博研学系列、“舟”行古今——武博非遗系
列活动、“淹城往事”武博馆藏精品研学系列活动等
10余场。

此外，还通过“武博学堂”平台，定期邀请专家
学者开办讲座，拓展展览深度，并在“行走的博物
馆”项目中增设淹城专题，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
企业、进军营等活动，普及春秋淹城的历史文化。

独木舟是春秋淹城展厅中最重量级的文物，它
是古代先民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征服自然的集体智
慧结晶，揭开了水上交通的序幕。常州市武进区博
物馆依托馆藏文物“独木舟”和淹城“三城三河”独
特的形制进行创作，设计了“舟游古今”系列文创产
品。该系列文创产品充分运用插画这一形式，将其
衍生至眼罩、文件夹、明信片、帆布袋等，并设计由
常州人文始祖“季札”与当代小朋友“武小博”互动
交谈，讲述一个个常州武进穿越古今的故事。

“春秋淹城”专题陈列：

全方位沉浸式讲好淹城故事
邹利华

11月11日至13日，长株潭区域博物馆联盟教育展示与交
流活动在湖南长沙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多彩文博 文化惠民”
为主旨，吸引公众参与进来，了解博物馆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服
务，体验多彩的文博世界。同时，举办联盟内专业交流活动，加
强各联盟成员间的相互了解、借鉴与专业成长，促进长株潭区
域博物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教育展示活动精彩纷呈 彰显区域特色

11 日和 12 日举办的长株潭区域博物馆联盟教育展示
活动，以集中演出和展示的方式，邀请广大市民现场进行
观赏与体验，突出联盟单位教育特色，扩大联盟知名度和
影响力。活动包含系列教育活动、教育项目与文创展示和
文博科普阅读三个板块。其中，系列教育活动汇集了长沙
地区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长沙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
盛砚砚台博物馆、浏阳市博物馆、苍坊旅游区（胡耀邦同志
纪念馆），株洲地区的株洲博物馆、醴陵市博物馆，湘潭地区
的彭德怀纪念馆在内的 9 家博物馆特别呈现的 11 个特色教
育活动，包含课程、展演、体验三类形式，覆盖自然、历史、
艺术、民俗等多个主题，吸引广大民众踊跃参加。恐龙世界
探秘和博物馆幕后探秘吸引了小朋友的热情参与；磨墨与
拓印、书写简牍“名片”、体验釉下五彩瓷画瓷、学说浏阳方
言等有趣的体验活动，让青少年快乐地融入传统文化；抗
美援朝、少年刘少奇改名立志和《耀邦回乡》的故事深深
感染着现场观众；《请君入画》戏剧展演则让大小“红迷”
沉浸其中。

活动现场设置的文博科普阅读角不仅有藏品图录、文
物解读、人物传记、展览手册等，还特别为青少年准备了
科普读物，用趣味阅读的方式吸引大家走进多彩的文博世
界，激发其兴趣。长沙博物馆的绘本《哇哦，博物馆！》，长
沙简牍博物馆的《简牍诞生记》，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我
的父亲刘少奇》系列连环画等都特别受欢迎。长沙博物馆
的“我与湘江大桥”教育项目微展示也引发了长沙市民的
回忆和共鸣。

虽然这两天长沙气温骤降，但入馆观众仍达17652人次。9
家博物馆的 11场活动共吸引 1011人次参加，其中青少年 542
名。此外，还有2000余人次打卡了文博阅读角。

教育交流活动思维碰撞 探索专业发展

在 13日举行的长株潭区域博物馆联盟教育交流活动，旨
在通过专家主旨分享、博物馆教育案例分享、专家点评等方
式，探讨如何发挥各区域博物馆特色，履行博物馆的教育职
能，最终实现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湖南省文物局、长
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湘潭市文
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等单位领导出席。

本次活动特邀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史吉祥以“博物馆教育与博物馆学习的区别与联系”为题作
主旨分享。来自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长沙博物馆、长沙简牍博
物馆、浏阳市博物馆、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株洲博物馆及彭德

怀纪念馆等文博单位在内的专业人员分享了各自的代表性教
育案例。基于常设展览的荐读与观展活动、长沙地方历史文化
网络课程，浏阳地区名人家书诵读，“简牍里的中国精神”融媒
体传播，高端学术性影像主题教育活动……他们从各馆的宗
旨与使命出发，结合馆藏特色、展览资源与社会资源，针对受
众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呈现，收到良好的效果，特色明显，
其中不乏近年获得全国文博社教奖的优秀项目。案例分享后，
湖南博物院国际交流部（博物馆学研究所）主任黄磊从内容、
形式、受众、传播渠道、成效等多个角度对案例进行了专业点
评，史吉祥对长株潭区域博物馆联盟教育展示与交流活动进
行了总体评价。

交流活动中，对长株潭区域博物馆联盟教育展示活动中
的优秀教育项目给予了表彰，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湖南省博
物馆学会教育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及常委，长株潭区域博物
馆联盟各成员单位的教育主管领导、负责人、教育员等约 140
人参加了此次交流活动。大家纷纷表示，交流活动拓展了视
野，交流了想法与困惑，启发了思考，营造了良好的专业发展
氛围。

长沙、株洲、湘潭区域紧密相邻，拥有着丰富独特的文
化资源。长株潭区域博物馆联盟成立于 2021 年，目前拥有
42 家联盟单位。2022 年，联盟以陈列展览为方向，通过优秀

展览推介、展览案例交流等方式，让公众关注联盟博物馆丰
富而各具特色的展览资源，促进了行业间的交流。今年聚焦
教育领域，开展教育展示与专业交流，将联盟成员各馆的教
育成果纳入公众视线，进一步扩大了联盟的影响力。未来联

盟还将继续围绕不同博物馆领域开展特色活动，推进长株
潭区域博物馆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增强彼此的凝聚力与文
化影响力。

（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由不同
地域、不同族群诞生的灿烂文化日益融
合，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远
古时期，人类的活动足迹便已抵达海
岸，伸向海岛。

海洋，孕育生命，海岛，承载文明。
浙江，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

海岛，海岛和沿海区域相继发现了丰富
的史前文明遗迹、遗物。史前考古的诸
多发现表明，浙江是稻作、蚕丝、茶叶、
漆作、瓷器、造船等多种文明标志、文化
符号的主要发源地。由此推断，上溯到
距今 8000年甚至 10000年以前，中国东
部沿海地区已经存在相对成熟的人类
文明，有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

在 2023 舟山“岛屿与海洋文明”学
术研讨会召开之际，由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舟山市文物局共同主办，舟山
博物馆承办的“浙江海洋文明图片展”
近日在岱山县岱心阁海洋文化艺术中
心正式展出，后续还将在浙江省舟山市
各县（区）博物馆及宁波博物院等单位
巡回展出，巡回展将持续到12月底。

展览以浙江沿海地区史前及港口
考古的部分重要发现为窗口，分为“踏
浪前行”“鱼盐之利”“向海而生”“港通
四海”四个篇章，从海上交通、生产生
活、聚落形态、文化传播等方面切入，通
过生动的图文资料，科学的整理分析，
以特定角度展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传
承有序、多样和谐、多元一体的悠久渊
源和独特魅力。

船、桨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在人类
海洋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无疑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第一篇章“踏浪前行”通过

浙江省内杭州、宁波及舟山地区出土和
传世的海上交通工具，展示不同时期生
活在浙江沿海和岛屿地区的先民通过
制作和使用工具走进海洋、探索海洋的
鲜活例证。

第二篇章“鱼盐之利”通过部分古
代遗址考古发现的一些鱼类、贝类遗迹
遗物和制盐遗址，从食物来源、饮食结
构到生业方式这一连贯的证据链，反映
浙江沿海及岛屿地区史前先民和历史
时期的古代先民生产和生活方式。

第三篇章“向海而生”梳理并集中
展示舟山群岛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陆
续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地下遗址，充分证
明舟山在很早的史前时期就有先民在
此聚落而居、生产生活、艰苦创业，具有
人口数量颇多、持续时间很久、生产规
模较大、海洋特色鲜明等特征。

第四篇章“港通四海”以浙江沿海
和岛屿地区几个古代重要港口遗址和
配套的航标作为展示内容，展现浙江古
代直至近现代高度繁荣的海上贸易，以
此证实古代不同区域、国度通过“海上
丝绸之路”实现大宗物资的生产、转运、
销售全产业链发展，进而探讨“海上丝
绸之路”起源、发展、兴盛、衰落的演变
进程、历史背景、地域特色。

浙江沿海及岛屿地区发现的古代
遗址及相关遗物，表明这里是中国海洋
文化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为全新世以
来环境变迁、海侵时间、过程及中国沿
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相互作
用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对中国古海岸
线人类活动起源、海洋文明的诞生、发
展全过程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千载埏埴成器 万里海山增辉
——“浙江海洋文明图片展”开幕

战国辉

长株潭区域博物馆联盟教育展示活动“最佳展示奖”颁奖

多彩文博 文化惠民
长株潭区域博物馆联盟教育展示与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办

■策划笔记

长沙博物馆戏剧表演《请君入画》

长沙简牍博物馆名刺书写体验

株洲博物馆“探秘恐龙王国”活动文博科普阅读区吸引家长和小朋友

苍坊旅游区（胡耀邦同志纪念馆）情景剧表演《耀邦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