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越王博物院在越秀西湖花市的摊位

“南境余音”特别联动打卡现场

南越王博物院开发的35款新春文创在花市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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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以汉
墓竹简为主题的遗址类博物馆，2021年以“遗址
公园+博物馆+文化商业街区”的全新布局重新
开放，打造以博物馆为中心的城市社区，将博物
馆的展示、教育和保护功能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
领域。2024年新春佳节之际，银雀山汉墓竹简博
物馆依托国宝文物、考古遗址公园以及区位优势
等特色资源，创新打造优秀传统文化博物馆“生
态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迎接甲辰龙年，
让广大民众欢度“文化年”。

有看头、有学头，共享新春文化盛宴

1972 年 4 月，银雀山汉墓出土大量竹简兵
书典籍，《孙子兵法》与失传千余年的《孙膑兵
法》同时同墓出土，解开孙武、孙膑其人有无、其
书真伪的千古论争。银雀山汉墓先后入选《二十
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孙子兵法》竹简入选“九大镇国之
宝”。时隔半个世纪，国宝回归，银雀山汉墓竹简
原简在出土地与八方游客共度春节，西汉彩绘
帛画、彩绘红陶乐舞俑、说唱俑、楚金币等文物
让千年华光跃进龙年。常设展览、新春特展，兵
学文化、简牍文化、书法文化以及艺术精品，“银
雀山兵学大讲堂”以馆内优势融合实地参观与
专题课堂，讲透知识，讲活文化；“银雀山简博士
开课啦”以图文漫画的形式融入闯关游戏、兵法
集章等课程模块，寓教于乐，趣味学习；“展览+
课堂”有看头、有学头，为广大民众献上一场新
春文化盛宴。

有参与、有乐趣，新年都来“打个卡”

《新年第一天》遇“龙”则隆·龙鼓签到打卡博
物馆、新年“第一拍”拍出博物馆里的年味、“第一
讲”和馆长一起看历史、“第一礼”入馆接财神、寻

“龙”挑战让龙年隆重登场等活动，博物馆新春氛
围火热浓郁；《银雀山简博士开课啦——新春

“简”述·龙文化》系列活动，追溯龙的起源，探索
“中国龙”的万千历史；以非遗竹编画、非遗剪纸、
手作脸谱、财神拓片等互动体验为载体的年味手
作系列活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遇

‘龙’则隆·新春游园”中，资深志愿者每日身穿
汉、唐、宋、明等不同服饰和观众一起走进银雀
山、金雀山考古遗址公园，在花灯满布的节日氛
围中，通过观赏雕塑、园艺小品等活动加深遗址
保护观念，在讲解中国华服之美中，以传统服饰
纹样蕴含的美好寓意送出新春祝福。在这个开

放、互动、多元的文化交流平台，有文化的参与、
有体验的乐趣，既让广大民众感受博物馆的独特
魅力，也让年味多了一种文化味道。

有传承、有创新，吃喝玩乐“一条龙”

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创新文化
活跃新形式。自重新开放以来，银雀山汉墓竹简
博物馆不断创新打造文化新业态。文化商业街区
满足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需求，栎薇书堂成为全
民阅读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店内布局轻食、咖啡
等业态；精酿啤酒静吧融合新式文化，营造“一盏
佳酿喜相逢”的生活氛围；不染轩汉服国学馆以
汉服租售、游园、研学为主，融合国潮美妆、主题
摄影、剧本杀等，多维度玩转汉服文化；新春特展

“匠心手造——紫砂陶瓷书画展”展现了中国式
的审美意趣与丰富内涵；“财神道——中国传统
财富文化展”用文物讲述中国传统的财神与财富
的故事，财神拓片、财神打卡、画财神、抽奖等体
验活动，契合新年喜庆氛围，表达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祈盼；沉浸式观影、幻影成像、考古游戏、体
感试衣等多媒体交互、线上直播等数字化服务，
让展览看出新意、玩出花样；龙年剪纸、雀引祥瑞
茶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全简等百余种新
春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融入百姓生
活，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

2024年新春公益文化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是博物
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效发挥社会教育职能，
积极打破博物馆边界，打造博物馆“生态圈”做出
的探索与实践。通过多样的观展形式、活动内容、
数字化手段将博物馆里的展览、藏品、教育资源
等呈现给更多观众，同时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参
与到博物馆的活动之中，实现文化共享。未来，银
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将继续扩大博物馆“生态
圈”范围，积极促进博物馆与科技、艺术、旅游等
不断融合，推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南境余音 破圈大热

1月 28日至 2月 9日，南越王博物院与二次
元手游品牌《明日方舟》联合推出“南境余音”特
别联动活动，该活动在线上线下引起极高的关
注，成功“破圈”大热。线下打卡活动在博物院王
宫展区、王墓展区持续引发参观热潮，参观人数
较往常翻了3倍有余，日均2万余人次，刷新博物
院参观人数最高纪录。线上相关话题先后登上微
博、B站热搜榜，引发观众热烈讨论，活动前 3天
全平台数据已突破1亿。

南越王博物院跨次元的联动，让更多新鲜面
孔走进博物馆。在线上讨论区，不少游戏玩家是
第一次走进博物院。在打卡游戏之余，他们也亲
身感受到考古遗址的文化魅力，感慨这些出土文
物的文化深厚，感叹岭南文化的源远流长。

通过游戏人物讲述文物故事，把历史文化融
入游戏中，让更多年轻的“二次元”游戏玩家通过
一种更为轻松的方式，了解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引发国潮新时尚。南越王博物院与二次元游戏圈
的跨次元联动，对于业内来说是一种新的突破；
对于受众，正以一种良性发展、喜闻乐见的姿态，
在年轻群体里形成一股文博新风。

千年商都 焕发新颜

广州素有“千年商都”的美誉，南海海上丝
绸之路从这里起源。位于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
区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叠压从秦汉至民国共 13
个历史时期的宫苑、官衙遗存，是广州历史文化
的原点。而与此相邻的北京路传统中轴线，被誉
为广州的“千年城脉”，是繁荣千年而不衰的商
业中心。

1月26日起，南越王博物院与广百百货北京
路店联合举办“年华·花样——南越王博物院
2024新春纹饰展”，展出多件南越国宫署遗址出
土的历代吉祥纹饰建筑构件的复制件，通过传统
吉祥纹饰展现岭南地区兼容并包又独具特色的
艺术审美，传达中华民族传统纹饰的吉祥内涵。
本次联动还融入文旅市集、集章活动、手工课堂、
文创产品等多元化的合作内容，向市民游客提供

多层次的文化体验。
南越王博物院与大型商场的跨界联动早已

起步，此前与乐峰广场、珠江新城国金天地等都
有合作办展办活动的经验。本次合作以北京路传
统中轴线为纽带，串联千年城脉上的文博单位与
大型商超，更好地激发传统街区的历史文化活
力，助力广州文商旅融合发展。

百年花市 强强联手

2月6日至9日期间，南越王博物院首次尝试
与传统花市合作，成为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进驻越秀西湖花市的博物馆。

“行花街”是广州延续百余年的传统民俗。百
年花市，源于越秀。南越国宫署遗址是明清广东
布政使司署（藩署）的所在地，百年以前即毗邻藩
署前花市（西湖花市的前身），如今与越秀西湖花
市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文化相关，两者首次融合，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南越王博物院所依托
的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近年来被评为
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以这两处遗址为重要史
迹点的“南越国遗迹”和“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入
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兼具岭南文
化与海丝文化，与今年越秀西湖花市“古越今秀
海丝花开”的主题高度契合。

在越秀西湖花市，南越王博物院首次以花市
摊位的形式合作，贴合新春主题推出 35款新春
文创。将文物元素融入花市民俗，围绕以院藏文
物为原型设计玉舞人小玉、南越打工人阿南、祥
瑞佑宁四神兽等 IP，以 IP形象讲好广州故事，并
以院藏文物的吉祥纹饰元素设计创作了“花开富
贵”转运风车、“富贵叠来”福袋、“玉舞金龙”万年
历、“崭露头角”遮阳帽等文创新品，从遗址和文
物中发掘文化内涵，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
火起来。

近年来，乘着文旅融合的东风，各地特色文
化旅游纷纷“出圈”。今年，广州推出“广州过年
花城看花”品牌系列文旅活动，“行花街”这项国
家级非遗民俗就是其中一大亮点。越秀西湖花
市是广州历史较悠久的传统花市之一，于去年
率先回归，接待游客达 152万人次。南越王博物

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同时也是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是广州市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建院以
来，游客参观量逐年上升，排队进场、门票约满
已逐渐成为常态。南越王博物院×越秀西湖花
市，两者强强联手，将有利于发挥广州市历史文
化名片的宣传效应，共同打造广州历史文化旅
游之窗，发挥广州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千年商
都的魅力。

南越邮礼 邮向世界

2月24日至3月1日，广州市越秀区推出“广
府味·幸福年”广府文化系列活动，围绕元宵节期
间广府庙会开展文化巡游、文旅集市等活动。南
越王博物院与中国邮政以“南越邮礼”为主题，开
展跨界合作，打造一系列具有春节氛围感与博物
院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并在广府庙会上首次以
主题摊位的形式向市民游客呈现。

本次南越邮礼推出的龙年集邮集章册及冰
箱贴，脱胎于博物院院藏的龙纹文物。龙年说龙，
以龙文物讲述中国传统生肖故事，让市民游客认
识龙文物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底蕴。
通过与中国邮政合作，南越王博物院借助邮政平
台，打造文创伴手礼，让岭南文物走出去，将岭南
传统历史文化“邮”向全国，“邮”向世界。

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在开年之际，
南越王博物院在院内院外、线上线下广泛开展新
尝试，除四大联动外，先后与支付宝蚂蚁森林发
起博物馆绿色倡议推广活动、与鲸探APP推出南
越文帝印玺数字盲盒，举办“龙腾越宫·夜”春节
国风游园主题活动等。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
联盟发起单位之一和首批成员单位，南越王博物
院以多方联动打开博物馆工作新视界，推动博物
馆历史文化走出去，借助多方社会力量，深入社
会各领域，为不同群体带来更有活力、更有创意
的博物馆文化体验，借助遗址文物讲好广州故
事、岭南文化，以跨界联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南越王博物院/供稿）

跨界联动，吹暖文博春风
——南越王博物院掀起广州文旅新春热潮

龙腾南越，文博新风。2024年新年以来，南越王博物院先后开启与二

次元手游品牌《明日方舟》、广百百货、国家级非遗越秀西湖花市、中国邮政

的联动活动，在潮流文化、传统民俗、商旅产业等领域，推动文化和旅游创

新融合，掀起广州文旅新春热潮。春节8天假期，南越王博物院接待游客超

14.5万人次，与去年同比增长超158%，与2019年同比增长172%。

春节期间举办“龙腾越宫·夜”国风游园主题活动

玉兔回眸辞旧岁，金龙昂首迎新春。河北
博物院在甲辰新春组织开展的“龙行龘龘 乐
享河博——博物馆里过大年”文化活动，推出
乐“展”、乐“学”、乐“玩”、乐“购”、乐“享”五大
板块近 40项活动。8天假期，接待观众 21.7万
人次，同贺盛世中国年。

新春特展“冀”庆新年

“展览即将开始！”随着灯光逐渐暗淡，“光
影丹青”沉浸式体验区的环形巨幕画卷徐徐展
开，游鱼被观众脚步吸引而来，琴声缓起，古
亭、游船、青绿河山渐入人们眼帘。传统水墨丹
青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让视觉、听觉、
触觉多感官实时交互，游客纷纷感慨“人在画
中游，名不虚传”。

赏文物，品年味。春节期间，河北博物院免
费开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河
北特展”“龙行中华——2024甲辰龙年贺岁特
展”等精品展览 13个，全景数字展陈 40余个，
累计提供人工讲解服务 766 场，语音导览
10344 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实物、实
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抵人心，引来市民游
客竞相打卡。

“盛世修典特展”以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为基础，作为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整理精选历
代代表性绘画作品打样稿 1100余幅，整合院
藏文物和河北省内文博机构相关文物，利用图
像、文字、新媒体科技等多元化展示手法，使流
散于世界各地的中国绘画“国宝”实现时空重
聚，整体呈现中国古代绘画的宏富成就和千年
丹青中积淀的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同时展现中
国鉴藏史发展和优秀文化传承中的河北贡献。

“龙行中华贺岁特展”特别鉴选河北博物
院藏祥龙题材文物117件（套），辅以数百幅文
物艺术品映像，通过“来龙去脉——龙形象的
诞生与演变”“龙的传人——民俗文化中的龙”
等五部分内容，清晰展示不断演化和完善的祥
龙形象，传递别具魅力的中国文化。

教育活动“冀”忆非遗

新年里，河北博物院精心打造推出 40余
场“博物馆里闹新春”主题活动，从腊月二十三

“欢天喜地迎小年”一直持续到二月初二的“吉
星高照龙抬头”，紧扣节俗主题，并结合非遗文

化，链接文物知识，通过展厅观摩、知识分享、
互动体验等形式，添彩传统佳节，点燃观众对
传统文化的热情。

依托“蔚县剪纸”“武强年画”等地域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大年初三至初五连续开展“祈
福迎新说年画”“吉祥如意剪窗花”“欢欢喜喜
贴春联”等系列红红火火的“闹新春”活动。遵
循传统技法用画版拓印一幅设色鲜亮的年画，
舞刀弄剪刻出一张造型灵动的窗花，邀请书法
名家用战国中山国独有的“中山篆”书写一副
饱含祝福的对联，共同感受河北特色文化。

在非遗会客厅举办的“喜迎新春”非遗展
示体验活动，迎来一大波热情高涨的观众围观
参与。笔走龙蛇写“福”字、刻刀翻飞雕面花、浓
彩重抹捏泥人等，让观众在学、品、视、听、娱中
体会传统节日的热烈氛围，感受燕赵非遗文化
的魅力。经过激烈遴选的非遗舞台展演、非遗
项目展示等火热开展的“闹元宵”活动，处处有
惊喜，在花灯下体验传统年俗，品尝传统年味，

共话美好生活。
“龙行龘龘贺新春”“龙凤呈祥迎新岁”活

动与小朋友开怀畅聊龙文化，解密作为中华民
族图腾的龙所承载的深厚精神内涵，分享有趣
的生肖文化知识。同时，还以院藏文物为基础，
针对不同年龄的受众推出“博物馆里的动物世
界”、解密古代科技理念的“文物中的古代科
技”、梳理河北地域历史文化脉络的银发课程

“河北大地上的文明印迹”、穿越时空趣学成语
的亲子活动“文物成语号”等，奉上历史文化气
息浓厚的新春大餐。

服务创新“冀”惠万民

博物馆有着存古记今的独特属性，不仅是
民众旅游观光的打卡必行之地，也是珍藏年味
儿和年文化的宝库。春节期间，河北博物院在
推出多款有温度、有故事、有内涵的系列周边
文创产品之余，还推出免费盖章、汉服巡游、祈
福抽签、财神派福、手作沙龙等系列活动，文创
销售额突破 100万元。把博物馆带回家，成为
向亲友表达美好祝愿的新选择。

同时，河北博物院重点加强数字化开发应
用，着力提升场馆智慧化服务水平，通过“光影
丹青”沉浸式体验区、AR眼镜智能导览、线下
语音导览租借、多点触控互动墙、空中成像文
物展示台、“数字琳琅”云观珍宝、全景数字展
览云平台、“小程序”探秘展品、云赏馆藏集珍、
线上语音导览十大智慧板块，深度解码历史文
化片段，提升观众数字互动体验，让人们在生
动的数字展品中开始富有启发性、体验性的新
春之旅。

除此之外，河北博物院在节日期间通过各
平台发布便民信息220余条，新增粉丝量7万，
总阅读量近6000万。制作“龙年说龙”和“河博
邀您赏名画”两个系列原创短视频17个，互动
答题、话题联动屡登同城热搜，其中，“来河博
过大年”话题阅读量4100多万，“盛世修典”话
题阅读量 1700多万。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化活
动也吸引了央视新闻、中新社等国家级媒体平
台的争相报道，影响力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为持续释放文博热度，河北博物院提前谋
划、周详部署，优化管理、提升服务，干部职工
通力协作、履职尽责，积极应对客流高峰，确保
人员与文物安全。下一步，将继续完善提升公
共服务，不断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文化产品，与
民共享新时代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成果。

河北博物院

龙腾盛世“冀”庆佳节
贾希希 曹敬佩 张燕霞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打造博物馆“生态圈”的探索与实践

彭梅 孙波 秦焦阳

“南境余音”特别联动引发参观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