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是广州

考古70周年和南越

文王墓发现发掘40

周年，为纪念这一重

要时刻，12月25日，

南越王博物院特别

策划和举办了“探

索·实践——南越文

王墓发现40周年特

展”，该展以“惊世发

现”“万年永宝”“推

陈出新”和“薪火相

传”四大主题集中展

示南越国遗迹发现、

保护、利用的发展历

程，展示先进的保护

理念与宝贵经验。展

览将持续至2024年

2月25日。

探
索
不
停
步
实
践
求
真
章

—
—

南
越
文
王
墓
发
现
发
掘
四
十
周
年
特
辑

南
越
王
博
物
院

推陈出新 活化利用 各项业务齐发力

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是连接考古学和公众的桥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博物院不
断增强普及中华文明的行动自觉和考古学科能力，在各项业务工作上持续推陈出新、活化利用。

服务：公众为本，服务为先
公共服务以惠民为本，南越王博物院始终致力于为观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自1988年正式对外开

放，门票定价历经数次调整，从1元、5元到全票12元，再到如今的全票10元，始终以公众为先，门票惠民。
2019年启用智慧票务管理系统与智能验证系统，电子和人工相辅相成，体现了信息化和人性化。讲解是
博物馆最基础和重要的服务项目，目前博物院的讲解发展为日常定时讲解、特色讲解、多语言导览辅助
讲解、手语讲解以及直播讲解等形式，同时讲解员队伍也在培训学习中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还提供导
览机、微信导览以及讲解机器人、AR眼镜等多样化、个性化的导赏服务。

自2006年开始，博物院开始结合各类展览，打造儿童活动区域，并持续开展送展、手工活动、送课进
校园等教育活动，逐步打造成以“南越工坊”“探越学堂”“南博之夏”为代表的教育品牌。2021年建院后，
增加了“南越汉风文化节”“大遗址·小学堂”等教育品牌，使教育活动种类更丰富。此外，围绕每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等重要时段，开展创新的大型教育活动，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南越王博物院是全国较早开展志愿者工作的博物馆之一，志愿者在讲解、送展、宣传、教育活动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4月，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率先提出开展博物馆志愿服务。1997年初，由中山
大学人类学系和历史系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正式建立。许多当年的学生志愿者，如今已成为文博行业
的骨干精英。2008年，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社会志愿者和小讲解员。至今志愿者总注册数1486人。

此外，南越王博物院在教育读物出版方面屡有创新。从结合展览编写的教育小册子，到为馆校合作
制作的宣教资料，再到作为正式出版物的历史读本，南越文化系列教育读物经历了一系列探索与创新。

展览：屡出精品，树立品牌
在多年实践中，南越王博物院探索出了优势互补的固定陈列展览体系、定位准确的临时展览体系、影

响多元的外展体系。三大体系相互支撑，形成了符合博物馆定位且满足多元观众需求的立体化展陈体系。
在遗址展示方面，采用原址展示、布置标识、原址复建、架设栈道、覆土或覆石、数字复原等手段进行

保护展示，大大提高了遗址的可读性和活力度。对南越国宫署遗址进行了数字化保护展示利用，将数字
科技及多媒体展览展示技术与遗址展示相融合，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虚拟现实、全息投影、幻影成像等数
字技术，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体验。

在陈列展览方面，王墓展区以南越文王墓及其出土文物的陈列和展示作为树立品牌形象的重中之
重，同时设有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秦汉南疆——南越国历史专题陈列；王宫展区着重展现南越国宫署
遗址的发现、发掘、保护、展示、博物馆建设和海丝申遗等历程以及遗址重要价值意义，再现广州作为岭
南两千年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辉煌历史。

在临时展览方面，结合自身的特点，重点举办考古发现、文化遗产等主题展览，推出汉代诸侯王系列
展、中国古代名窑瓷器系列展、世界文明系列展、中国古代文明系列展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展等，并以
此为桥梁与多家文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越文王墓出土文物相继赴我国香港和台湾等地，以及日本、德国、美国、加
拿大、英国等国家展出，扩大了南越文化的影响力。自建院以来，着力打造“南越文化”外展品牌——“海
宇攸同”展，目前该展已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和长沙市博物馆展出，拓宽
了南越文化传播的受众面。

宣传与文创：高效传播，创意先行
历年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等媒体对遗迹和出土文物给予高度关注，制作多

部专业严谨的纪录片，树立了南越王博物院“湾区名片、文旅标杆”的权威形象。此外，南越王博物院还不
断加强与游戏企业跨界合作，开展了多项博物馆特别活动。

南越王博物院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通过图文、音视频等不同类型切入，形成了“两微一网、多平台
并进”的新媒体矩阵。2014年至2020年，南越王博物院将微信、微博以及各平台的精华内容整理成资料，
共推出七本新媒体专刊。此外，长期通过小报、宣传册、宣传海报等多媒体形式对外开展主题宣传。围绕
展览和活动主题推出精美的宣传册，根据时令节气、热点话题和社会公益等主题，设计制作主题宣传海
报，不断夯实宣传效果。

文化创意产品是宣传博物院文化的重要载体，南越王博物院文创开发工作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
建馆初期，此后不断发展，并于2016年被列入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迎来蓬勃发展期，
推出了以“虎小将”IP为代表的系列文创产品。建院后，南越王博物院以宣传为导向开展文创工作，不断
加强重点文物、展览相关文创的开发设计，让文创产品更具辨识度和知名度。近年来，推出的“有凤来仪”
系列、“祥瑞佑宁——南越国守护神”系列文创产品收获了公众好评，屡获佳绩。

薪火相传 步履坚定迈向下一个十年

自发现以来，南越国遗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广州市人民政府为原址保护南越文王墓，重
新拨地给建设单位；为保护南越国宫署遗址，斥巨资将已出让给外商的地块收回，将儿童公园整体搬迁；
为保护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协调建设单位将工程方案进行调整，使其得以在原址保护。专家学者、热心
观众、广大市民，以及社区、学校、研究机构、兄弟文博单位等通过各种方式为南越国遗迹的保护、利用、
研究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有力推动了南越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983
年至2023年，南越文王墓发现已有40载，希望以“探索·实践——南越文王墓发现40周年特展”为契机，
展示南越国遗迹发现、保护、利用的发展历程，展示先进的保护理念与宝贵经验，展示几代考古人及文博
工作者锐意进取、奋楫笃行，致力于守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考古学和博物馆。

惊世发现
揭开南越古国神秘面纱

广州文化遗产资源丰富，1953年起配合城市建设工程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工
作，至今已有 70年。70年间，广州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广州考古
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三处
南越国考古遗存组成的“南越国遗迹”于 2006年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2012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作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点”再次入
选预备名单。2021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南越
国遗迹与其他西汉早期物质文化遗存共同呈现了秦汉岭南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
局，是秦汉以来岭南地区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南越文王墓——岭南之光，海宇攸同
南越文王墓，1983年发现于广州市越秀区象岗山，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

寝。墓葬保存完好，未被盗掘，其中出土了珍贵文物 1000多件（套），集秦汉岭南文
物精华于一处，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出土器物最多的汉代彩绘石室墓，
集中反映了 2000多年前南越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岭南两广地区汉代考古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研究秦汉时期岭南文化、中国多民族、
世界多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的宝库。

南越国宫署遗址——千年宫苑，岭南中心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中心，是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郡、县、州、府

官署所在地，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也是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的证明，被誉为“岭南两千年中心地”。南越国宫苑遗址主要由 1995年发
掘的石构水池（蕃池）与 1997年发掘的曲流石渠组成，遗址保存完好，是迄今为止
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宫苑实例。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古国水利，岸线标识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位于广州市西湖路光明广场商厦地下一层，是 2000多

年前南越国的排汲水利设施遗址，兼具防洪防潮、排水及防御功能。南越国木构水
闸遗址历史信息丰富，科技水平较高，对研究中国古代 2000多年前水利工程的设
计、选址、地基处理及建闸工艺等至为珍贵。

万年永宝
遗址建馆致力城市大遗址保护

南越国遗迹自发掘以来，文博工作者便通过建造保护棚，构筑排水设施等方
式，针对遗址本体进行维修、加固、保护。南越王博物院成立后，王宫展区和王墓
展区的遗址开放展示面积达到 6850平方米，为使遗址本体和各类遗迹得到更好
的保护，延缓遗迹病变，抑制各种侵害，博物院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整合提升，对遗
址开展科学细致的维护保养和病害处理工作，并积极探索“研究型、科技化”的遗
址保护新模式。

博物馆建成开放后，将原有的配合性保护，转变为主动性保护与常态化管理的
保护思路，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部门，负责遗址日常保养维护、监测巡查以及各
类专项保护工作的推进等。此外，做好针对文物保存环境的预防性保护。通过监测、
控制文物保存环境，延缓文物因自然蜕变引起的损坏，建立环境监测系统，使院藏
文物的保护从传统“抢救性”保护向现代“预防性”保护转变。目前，南越王博物院
（王墓展区）已具有国家文物局授予的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资质（玉、石器、陶器、瓷
器、青铜器、铁器类文物修复）。

目前，南越王博物院由王墓展区和王宫展区组成，是为原址原状保护南越国遗
迹，依托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而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保护、研
究、展示南越国遗迹的专题博物馆，也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有
机结合的场域空间。

王墓展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依托南越文王墓而建立。1983年王墓发
掘后，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墓室进行永久性保护，并在原址兴建博物馆。1988年2
月8日，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是广州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
一个显著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原址保护、展示考古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典
型范例。

王宫展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依托南越国宫署遗址而建立，于 2014
年完全对外开放。以保护为前提，遗产本体为价值核心，围绕凸显南越王宫御苑和
反映 2000多年城市发展历史的遗迹、遗物进行设计，呈现南越国宫署遗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彰显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

此外，设于王墓展区的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于今年 6月 9日正式揭牌。该研
究中心总建筑面积 3315平方米，内设藏品保护综合实验室、图书资料库房与阅览
室、教育体验空间、学术报告厅等功能空间。南越国时期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为
公众进一步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重要的渠道，与之相关的主题研究有待更深入
的探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硬件支撑，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南越文王墓俯瞰图

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南越文王墓原址上正在建造保护棚

曲流石渠遗址

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揭牌

“从广州出发——‘南海I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在王墓展区展出

王墓展区举办的大型活动“梦回南越”

荣获2022—2023年度广东博物馆十大文创精品称号的“有凤来仪” 王宫展区曲流石渠数字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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