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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
器”展览完成改陈，对公众展出。展览以“玉出东
方”“玉礼堂皇”“吉玉琳琅”“琼华满堂”“镂冰雕
琼”五个前后贯穿、互为联系的单元，深入探寻中
国玉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示玉器从饰品到神器、
礼器，再回归世俗，由帝王贵族专享到普及民间
的发展轨迹，同时展现玉器制作的工艺流程与审
美意境。时隔10年，古代玉器专题展在内容与形
式设计上有了不少革新，大幅提升了观众的观展
体验，笔者就以下几方面进行简述。

形式设计创新

好的展览形式设计不仅能有效烘托展览的
主题基调，同时应起到激发观众的观展欲望，彰
显文物美感与内涵的独特作用。

一是造景创新，使展柜美起来。本次展览减
少了常规顶天立地的长方形透明玻璃展柜，创新
将展柜加以填充，设计为八棱形的花窗结构，配
合厅内布置的绿竹与卵石，营造出园林的雅逸氛
围。观众对文物的凝视体验，由传统的从文物到
展签之间的单向游移，转换为在江南园林间的透
窗观景、步随景异，减少了其视觉疲劳。此外，与
常规玉器展中常用的黑色丝绒背板不同，本次展
览根据文物本体颜色的差别，使用了米黄、天青
等带有金属拉丝质地的台面，更好地呈现不同材
质玉器的颜色之美。

二是支具创新，让文物站起来。文物支具看
似不起眼，但在保障文物安全及展示效果方面至
关重要，而国博的策展团队中有专业人员负责文
物支具的制作与研发。厚度较低的玉质文物以往
常常平躺在展台之上，一定程度削弱了器物的观
感与展示效果。在本次展览中，展方为部分文物
量身定制了金属的固定立柱，使玉器得到妥善包
裹与承托的同时提升展示高度，在确保文物安全
的基础上减少支撑物的视觉阻碍，让观众得以用
360度的视角环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玦形龙
等珍贵文物，尽情欣赏文物的形态与纹饰之美。

三是灯光创新，使文物亮起来。本次展览为
部分文物特意设计了小型展柜，在四角设置了珠
宝陈列常用的高光照明，让观众看清文物透闪石
材质之中的纹理与绺裂，凸显古代玉器的材质之
美。此外，在八角形展柜顶部与单元标题背板上
的文字则采用柔和而朦胧的打光，营造温润细腻
的质感与氛围，与展览主题遥相呼应，达到“以形
写神”的良好效果。

内容阐释创新

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教授苏珊·皮尔
斯在关于博物馆收藏的考古文物阐释的论述中，
将考古文物的信息分为物理特征、文化背景、意

义和价值三个层次。在本次展览中，策展团队通
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将器物的文化背景与意义价
值进行有效阐发，不仅介绍文物的“名称What”

“年代When”“出土地Where”，而且进一步回答
文物的“制作者与使用者Who”“使用方法How”

“制造意义Why”等问题，使观众能够真正读懂文
物的丰厚内涵。

一是在单元架构内，强化单个展柜内部成组
文物的关联与阐释。展览第二单元“玉礼堂皇”主
要表现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礼玉时代的发展脉
络，包含佩玉饰品等。在展柜中，展方精心挑选了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
地四方”中的璧、琮、圭、璋、琥、璜的古玉实物进
行成组展出，系统而直观的形式传达了不同玉器
形制表象背后蕴含的西周礼法制度的文化背景。

二是深挖文物内涵，阐释意义与价值。策展
团队深入研究器物背后的历史信息及社会背景，
广泛吸纳文物同时期的古文献材料并将其放入
说明文字中，对文物的使用方式与制作意义进行
有力且恰当的解读，达到了以文说物，以物证史
的效果。如一件出土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西
周蚕型觽，说明文字写道：玉觿出现于新石器时
代的良渚文化，是一种利用尖端解结的实用工
具，后来逐渐附带了解决困难的含义，商以后已
成为常见的佩饰。《诗经·芄兰》记载：“芄兰之支，
童子佩觿”表达了古人希望儿童消除障碍，顺利
成长的愿望。

三是借用“他山之石”扩充展览内涵。近年
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按照“不求所藏、但求所展，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国内外数十家文
博机构、院所高校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展览的
第五单元“镂冰雕琼”特别增加了中国地质博物
馆收藏的各类宝玉石矿物标本 20余件，让观众
更直观地从材料和工艺角度了解玉石知识及治
玉技术发展，是博物馆界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
生动实践。

在本次中国古代玉器改陈中，不仅增加了大
量文物，将一些长期深藏在库房的重要文物在
改陈中首次公开展出，而且通过空间展柜、灯光
支具的形式创新与器物组合、文献阐释的内容
革新，完成了对玉文化的解读与表达，以及文物
意义的阐释与构建，系统而精彩地展示了中国
古代玉器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和辉煌灿烂的艺
术成就，使观众能以崭新的方式感受璀璨的华
夏文明，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收获了很好的社
会反响。

骆驼祥子博物馆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黄县
路12号，是依托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老舍故
居辟建的一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一座以现
代文学名著命名的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中
期，老舍先生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期
间曾在此居住，并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以及小说《文博士》

《我这一辈子》等一批优秀作品。2010 年，按
照“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原则修缮并免费对
外开放的骆驼祥子博物馆，无论是屋顶翻新
的红瓦、原色做旧的木质门窗、门口伫立的老
银杏树、满墙的爬山虎，还是泛着淡光的青石
板和复古细拉花墙面，都尽可能地还原了老
舍先生当年居住时的优雅环境。

骆驼祥子博物馆以老舍故居的一楼为
主，分为序厅、版本厅、创作厅、艺术厅和青岛
厅五个展陈部分，全面展示了老舍先生在青
岛期间的创作和生活情况。

序厅里墨色的前言和威武的兵器拉启老
舍先生文武交融人生的序幕。这里是老舍先生
当年在此摆放兵器的地方。老舍虽然是一代文
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位武术爱好者。当年在青
岛时，他每天要坚持在小院里练剑打拳一个小
时，即使刮风下雨也要坚持一刻钟，从未停息。

版本厅展出的是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
《骆驼祥子》，包括连环画、线装本以及语文新
课标要求学生必读的丛书等。各种语言、各时
期版本的《骆驼祥子》体现了文化无国界的沟
通，因此打造了收藏《骆驼祥子》版本数量第
一的博物馆。这里有 1939年人间书屋出版的
第一个版本《骆驼祥子》，有1945年美国发行
的英文版本（第一个国外发行版本）。当时老
舍先生到美国进行文学交流，发现自己的小
说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并且是当时美国的
一部畅销书，但很遗憾的是，将《骆驼祥子》的
悲剧结尾改编成了一个喜剧。此外，展厅内还
展示有希伯来语、捷克语、法语、日语等版本
的《骆驼祥子》。《骆驼祥子》前后被翻译成了
30多种语言、40多个版本，是我国现代文学
史上被翻译成语言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

创作厅是孕育《骆驼祥子》的襁褓，老舍
先生在这里完成了不朽巨著《骆驼祥子》。展
厅内悬挂有老舍先生的结婚照、全家福，还陈
列了当年他使用过的毛笔、养水仙花用的花
盆，以及收集的名人印谱等。展厅内收藏着

《骆驼祥子》手稿复印件，虽然它是一个复印
件，但却是非常珍贵的。在 1949 年以前诸多
老舍先生创作的小说手稿中，目前在世的只
有《四世同堂》和《骆驼祥子》两部。当年这份
手稿被抄走，摆在上海图书馆的大广场上准
备焚烧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在巡视
过程中发现了这份手稿，就趁人不备夹带了
出来，交给他的一个馆员，并叮嘱他以后要物
归原主，但是很遗憾这份手稿已经流失海外。
有幸的是当时科技比较发达的上海图书馆对
其作了复印作留存，并交给了老舍先生的长
女舒济。在骆驼祥子博物馆开馆之际，舒济将
这份手稿的复印件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

在“艺术厅”里，《骆驼祥子》被改编成京
剧、曲剧、话剧以及电影、电视剧、评剧、和舞
蹈等多种形式，并利用现代影像手段展现了

《骆驼祥子》的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展厅内还
展示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 1957 年至 2010
年不同时期的骆驼祥子演出剧照，以及电影、
电视剧、曲剧的剧照及蜡染版的海报。大屏幕
上播放的是老舍先生去世前7个月留下的最
后声音，他的一生并未留下什么影音资料，这
是他在1966年1月接受日本广播电台记者采
访时录下来的，这份影音资料弥足珍贵，只有
在骆驼祥子博物馆才能听到。

青岛厅讲述的是老舍先生在青岛的岁
月，展柜中陈列的都是他在这里创作的作品，
其中展出的《老舍青岛文集》（全五卷）是我国
第一部文学家的地域作品全集。1934年老舍
先生应国立山大的邀请来到青岛任教，在这
里他住过几处寓所，当属黄县路12号寓所居
住的时间最长，也是在这里写作了大量的作
品。老舍先生在青岛创作的作品有短篇小说

集《樱海集》《蛤藻集》，散文《五月的青岛》《青
岛与山大》以及《老牛破车》《文博士》《我这一
辈子》《月牙集》等，这些见证了他走向辉煌的
历程。

老舍之子舒乙曾说：“青岛对老舍有着重
大的意义，造就了他人生中三个重要的转折
点。第一，老舍先生来到青岛以后，第一次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在这里他辞
去教务，以写作为生；其二，他在这里写下了
重要的作品《骆驼祥子》，在全世界有着很高
的声誉；第三，他从这里走向了抗战的道路，
成为了统一战线中文化界的领袖，青岛成为
了他起步的地方。”

展柜中有一本《索引》（老舍《骆驼祥
子》），是武汉大学的一项研究课题，用大型计
算机计算这部14万字的《骆驼祥子》，经计算
之后，这部长篇小说只用了 2000多个不同的
汉字，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只有900多字，而
在我国读完小学的学生要学会 3500个汉字，
这就是说读完小学就可以读懂《骆驼祥子》，这
也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写这部小说基本上用的
都是大白话，可谓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庭院当中有两尊雕塑，一尊是老舍先生的
头像，写着“1899—1966”。老舍先生是1899年2
月3日出生于北京小羊圈胡同，于1966年8月
24日自沉于太平湖，终年67岁。另一尊雕塑是
人力车夫原型。墙上设有《骆驼祥子》陶版画，
由我国著名连环画家孙之儁先生于20世纪40
年代创作，是最符合老舍先生塑造的骆驼祥子
人物形象，也是他最认可的。院内“祥子行动路
线图”由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根据父亲创作的

《骆驼祥子》亲笔绘制，图中画了祥子七次的行
动路线，像街道的名称如新街口、西直门、公主
坟等地在现在的北京都可以找到，这也反映了
老舍先生现实主义的写作特点。

骆驼祥子博物馆建馆已 13年有余，目前
以静态化展览展陈为主，延伸功能较少，没有
配套的文创产品，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化业态，
与其他发达城市博物馆还有较大差距。为弥
补博物馆社会文化教育功能的短板，博物馆
立足自身文物、文化特色，发挥文化名人资源
优势，摒弃单一展陈、等客上门的旧管理运行
模式，在原创社会教育活动方面进行了诸多新
尝试。举办了“纪念老舍诞辰120周年”月阅读
主题活动、“老舍家珍特展”“老舍先生和他的邻
居们”油画展等多项活动，让广大民众和游客共
同见证老舍先生及其家人的重要时刻，铭记其
百年岁月，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老舍，了解文化，
扩大经典作品的影响力、吸引力和传播力。

以博物馆为中心，以社会为舞台，以民众
为根本主旨打造的“走近老舍”公益诵读课堂
活动，选取流动的地点、流动的人群、流动的
作品，融合作品朗读、实物观瞻、馆藏展示等
形式，延伸未成年人社会课堂，扩展社区文化
教育基地，通过文学作品赏读，增强文化自
信，让参与者在轻松、欢快的环境里寓教于
乐、重温历史、鉴赏精品。

首创推出街区实景沉浸式话剧《寻找老
舍先生》，以山东大学学生寻找舒庆春的足迹
为引线，将老舍先生在青岛创作的《断魂枪》

《月牙儿》《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的片段串
联，提炼出最能代表博物馆特点的文化符号、
历史符号、名人符号、建筑符号，融入故事性
和诠释性，讲述老舍先生的生平及其在青岛
的生活和创作经历，用博物馆独有的人文故
事性、文学故事性、精品故事性，再现博物馆
双重身份的文化内涵。

名人故居和名人作品是传承历史记忆和
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让城市的记忆有了纵深
开阔的驰骋空间。骆驼祥子博物馆追随文人墨客
足迹，发掘青岛历史文化内涵，力争打破博物馆
固定馆舍和静态展览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博物
馆、名人故居的文化传播范围。今后将在博物馆
研学参观、沉浸式体验、文创产品研发等方面
进行有益的摸索和尝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进一步发挥博
物馆的宣传和教育功能，深度发挥文物资源传
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精美绝伦的龙纹青玉璧、纹饰复杂的蟠螭纹
龙耳衔环铜瓿、体型硕大的蟠螭纹兽耳铜方壶、
构思奇特的双面蟠螭纹双头齿方筒形构件、精巧
别致的八兽纹带盖小鼎……一件件国宝齐聚晋
国博物馆，演绎了一场春秋五霸文物联展晋国博
物馆的当代“聚会”。

2023年国庆前夕，在山西曲沃晋国博物馆举
办的“瞩目春秋——春秋五霸精品文物联展”，展
出了由山西晋国博物馆、山东齐文化博物院、河
南商丘博物馆、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和陕西宝鸡市
凤翔博物馆合力甄选的文物珍品 75件（套），既
是对春秋诸侯辉煌霸业的呈现，也是晋国博物馆
首次策划、举办联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古今交融现春秋

观赏文物首先要读历史。春秋时期中原大地
上诸侯争霸、烽烟四起，仅据鲁国史书《春秋》记
载的军事行动有 480余次，而春秋初期诸侯列国
最多时达 140 多个，经连年吞并兼容，后来仅剩
几个大国。山东许多小国被齐国兼并；河北、山西
诸多小国被晋国兼并；江淮、汉水诸多国家为楚
国所并；西北诸国为秦国所并。这些大诸侯国之
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
被称为“春秋五霸”，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
公、秦穆公、楚庄王。“春秋五霸”你方唱罢我登
场，主导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格局。

历史演进折射文化交融。无论是齐桓公“九
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启贤任能、勤王维统，
楚庄王号令诸侯、融文兼武，还是秦穆公结晋之
好、称霸西戎，抑或是宋襄公礼仪之邦、平分霸
权，五霸争雄的同时，各自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
能力也日益增强，形成了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文
化圈。此次五馆联展的文物以青铜器物居多，其
中众多蟠螭纹青铜器最为耀眼。如古齐国蟠螭纹
舟形器、古晋国蟠螭纹铜罐、古秦国蟠螭纹附耳
铜盘、古楚国蟠螭纹兽耳铜方壶等，都直观反映
了春秋时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深刻影响着当
时的中国历史文化进程。

现代技术升华古代文明。尽管这次五馆联展
展陈空间面积有限，但在布置文物陈列时，重视
了展陈空间和现代技术的综合利用，通过光影效
果、视频呈现等形式将这些蕴藏着优秀中华文化
基因与精神信仰承载的文物，既呈现各美其美又
美美与共的气象，也拉进了时空距离实现春秋五
霸穿越千年“首次聚首”和古今文明的有机融合，
让观众不禁惊叹于凝结中国古人智慧的文物，更
能沉浸式体验博大精深的春秋历史文化。

群策群展争异彩

这次由晋国博物馆发起的五馆联展，把处在
历史上“春秋五霸”核心区域的五个博物馆馆藏
文物首次集聚，各馆都高度重视，纷纷拿出镇馆
之精品。

地域特色明显。商丘博物馆展出的古宋国春
秋“商”字空首铜布币，因形状似铲，又叫“铲布”。
这种铲形币呈铲状，保留着其作为工具的模样，
留有装柄的銎，原始而厚重，故又称为“空首布”。
古楚人最重玉璧，玉璧是财富、地位、身份等级的
象征。本次展出的楚国龙纹青玉璧纹饰飘逸流
畅、奔放多样，呈现运动态势，以柔美的线条缓释
了压抑的氛围，充分反映了楚人的精神世界。此
外，还有像齐国即墨之法化、秦国的凤鸟纹瓦当、
晋国的青铜匜等都独具地域特色。

器物种类齐全。此次展出的文物包括青铜
器、金器、玉器、陶器等，涵盖了春秋时期的宫廷、
祭祀、交流、生活等多方面。古宋国的云雷纹铜
鼎、铜剑、灰陶罐，古楚国的蟠螭纹兽耳铜方壶、
郢爰，古晋国的虎形器座、貘钮铜镜、“乍册虎”玉
琮，古齐国的舟形器、乳丁纹敦、鱼钩和网坠、陶
质盔形器，古秦国的双面蟠螭纹双头齿方筒形构
件、春秋铜甬钟、春秋八兽纹带盖小鼎等都是各
类器物的代表。

文化内涵丰富。“春秋五霸”由于各自的文化
传统、地域特点各异，都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可
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齐桓公时期，齐国依靠
海上资源，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此次展
出的齐建邦长法化六字刀为早期型铸刀，品相极
佳，面文为大字版，铜质精良、存世稀少。《周礼·考
工记》记载“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公
元前386年，齐康公被大夫田和废为庶人，放逐于
海上。前379年，田和自立为国君，从此田氏代齐，
吕齐消亡。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田齐铸造了铭文
为“齐造邦长大刀”的六字刀币。作为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纪念币，六字齐刀的铸造对后来货币的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历史上为改元而铸年号
钱自此开始，被誉为春秋战国刀币之冠。

文脉承传意深远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多
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瞩
目春秋——春秋五霸精品文物联展”，是晋、齐、
秦、豫、皖五地五馆春秋五霸文物联展的初尝浅
试。展览在揭示春秋时期诸侯争雄、百家争鸣的

历史史实的同时，从不同地域、不同视角更多地
让观众体会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
族融合统一的历史进程。

五霸历史仅仅是春秋时期史书记载的一段
历史，但确是东周历史中最靓丽的篇章。随着尊
王攘夷的推进，随着“春秋五霸”的轮番登场，以
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
化向四周播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齐文化通权
达变、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宋文化诚信经营的
商业精神；晋文化勇担大任的浩然气概和自强不
息的进取精神；秦文化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
行禁止的法治观念；楚文化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
精神等不仅是当时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更
是各霸主国图强统一的理想追求。从春秋五霸到
战国七雄，再到秦国统一六国，反映了中华民族
从多元到文化包容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和谐
融合与追求统一的必然结果。

纵观整个春秋和战国时期，诸国之间杀伐不
断，强弱之势此起彼伏。杰出的诸侯首领不在少数，
他们的思想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精神食粮，他们的
功绩也激励着后世勇往直前，中华民族浩瀚的5000
多年历史也因为他们而变得更加生动而壮阔。《左
传》记载楚灵王右尹子革回忆：“昔我先王熊绎，辟
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
子。”楚国几代人，不畏环境恶劣，数百年奋发图强，
而后强势崛起、后来居上，春秋中期便问鼎中原，成
为五霸之一。楚人这种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自强不
息的进取精神至今仍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通过此次联展的尝试，晋国博物馆深刻认识
到，博物馆在不断创新其基本陈列、扩大观众影
响面的同时，更要结合自身特点，开拓视野、开门
办展、联合办展，策划一些有特色、高质量、有影
响力的临展，走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充分发挥博
物馆的职能，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出贡献。

历史文化之交织集成
“瞩目春秋——春秋五霸文物联展”策展有感

卢婧

“中国古代玉器”展览改陈的
实践与创新

窦文龙

走进骆驼祥子博物馆
走近老舍

郭静

■策展人手记

■展览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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