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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大地带着甘肃简牍的古老智

慧，穿越黄土高原到陕西，千年秦俑无

声讲述着恢宏秦史，再南下至巴蜀之

地，石刻艺术品令人惊叹……“秦汉文

物展”汇聚多地珍稀文物，成就了天津

博物馆近年来借展文物和参展单位最

多的一次主题展览。珍贵文物占比超

七成，90%都是首次在津展出。

“展览从序厅部分开始，就围绕‘统

一’二字徐徐展开。”天津博物馆办公室

副主任、“秦汉文物展”策展人高昳君介

绍，第一部分“百代都行 实现统一”反

映立官置吏、编户齐民等政权统一以及

度量衡、文字、货币等方面的规制统一；

第二部分“修文演武 巩固统一”展现秦

汉时期统一背景下强大的文化力量与

军事实力；第三部分“与天无极 心向统

一”是展览体量最大的部分，彰显统一

背景下文化向心力与民族共同体的极

大增强，统一大势从此深入人心。

展品看点十足，除了备受关注的长

信宫灯外，还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石

甲胄、甘肃省博物馆的铜车马仪仗俑

队、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的九九乘法

口诀表、湖南博物院的帛书《养生方》、

四川博物院的执锸石俑等。其中，里耶

秦简九九表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

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也是世界上

最早的九九乘法表实物。“值得一提的

是，展品中仅简牍就集齐了秦简和汉

简，从出土文献的角度可以证实秦汉统

一的影响。”高昳君说。

不少展品还来自一些平时受关注度

并不高的中小博物馆，补全了秦汉盛世

统一的图景。比如，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所藏彩绘着衣俑、铠甲俑、骑马俑与各

类陶动物，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所

藏的具有百越特色、见证海上丝绸之路

的文物精品。

最近，安徽亳州市博物馆讲

解员田园园很忙，除了接待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还要接待来“画

文物”的孩子们。

亳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史前文化、老庄文化、曹魏文

化、中医药文化异彩纷呈，亳州市

博物馆收藏有 4000 多件文物，纵

贯上下五千年历史。

如 何 发 挥 博 物 馆 的 资 源 优

势，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文

化服务？亳州市博物馆推出“我

在博物馆画文物”等活动，让文物

可知、可感、可见，让千年文脉薪

火相传。

田园园说，2016 年，亳州市首

届“我在博物馆画文物”活动在亳

州市博物馆举行，并取得了圆满

成功。此后，这项活动每年举办

一届，参与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品

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21 年，

“我在博物馆画文物”正式升级为

安徽省级文化品牌活动。

“成为省级文化活动的首年，

参赛作品就有 1 万多件。”亳州市

博物馆馆长吴磊说，“我在博物馆

画文物”活动每年都有近万名青

少年参与，累计征稿近 4 万件，评

选出获奖作品 1300 余幅。全省博

物馆累计举办画文物作品专题展

览近百场，近百万人次观展。

吴磊介绍，亳州市博物馆还

依托“文物+互联网”模式，推出

“我在博物馆画文物”VR（虚拟现

实）云展览、文物短视频，拓宽展

览展示平台。

“这里陈展的是‘奔马画像砖

’，它出自亳州城内的曹操宗族墓

群。我们可以看到，画像中一笔

一画勾勒得栩栩如生……”节假

日，田园园经常向拿着画板的孩

子们讲解文物。馆内 500 多块汉

代砖，不仅是研究汉代雕刻、绘画

和书法艺术的珍品，也成为许多

“小画家”临摹、学习的对象。

13 岁的中学生尹紫薇从 5 岁

开始就经常来博物馆“画文物”，

大大小小的各类文物展品，几乎

被她画了个遍。“古代工匠能够

在砖上的小小空间内创造出如

此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让我非

常着迷，我很喜欢画汉代砖。”尹

紫薇说。

除了“画文物”活动，亳州市

博物馆还通过馆舍提升改造、丰

富活动内容等举措，吸引更多人

走进来，传承历史文化。

田园园见证着亳州市博物馆

的变化：“近年来，我们博物馆进

行了一系列展陈提升改造，环境

更舒适了，还设置了多媒体展示、

虚拟现实体验、互动投影、触摸屏

幕查询等设施，配合声光电技术，

加入海浪音效、投影展示，让历史

人物、历史故事‘活’起来，让游客

有了更好的观感和体验。”

田园园说，亳州市博物馆还

推出了“夜游博物馆——欢乐奇

妙夜”系列活动，开展非遗展演、

文艺汇演、亲子寻宝等活动，成为

安徽省首家夜间开放的博物馆。

每当活动举办，现场人潮涌动，欢

声笑语不断，“有演出、有非遗，还

能 动 手 参 与 活 动 ，玩 得 非 常 开

心。”市民曹女士说。

近年来，亳州市博物馆还开

展了曹操宗族墓群文字砖拓片全

国巡展，走进江苏、河南、陕西、甘

肃等地，扩大亳州文博事业的影

响力，助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探索开展“架起沟通历史的桥

梁”流动展览、非遗展示展演、亳

博课堂等适合进校园、下基层的

教育项目，丰富农村留守儿童的

精神世界，增强孩子们对于家乡

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据统计，近 3 年亳州市博物

馆共开展各类活动 1500 多场次。

亳州市博物馆已连续 4 年在全省

公共文化场馆活动总量排名中位

列第一。亳州市博物馆《展教研

文四位一体 构建“画文物”共享

模式》，获评国家文物局 2023 年度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

也是安徽省唯一入选案例。

徐靖

铜车马仪仗俑队、长信宫灯等明星文物齐聚，回望“天开一统”磅礴历史

10地秦汉文物
共赴天博之约

秦统一天下，汉整齐风俗。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统一而不断强大的中国

从此启程，逐步构建起多元一体的文明，持续发展至今。
天津博物馆2025年的开年之作——“天开一统——秦汉文物主题展”就聚

焦秦汉时期的辉煌历史。展览荟萃了来自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
甘肃省、湖南省、江西省、四川省、云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11地、16
家文博单位所藏的近400件（套）秦汉文物，涵盖了青铜器、陶器、玉器、漆器、
金银器、竹简等类型。

甘肃省博物馆的铜车马仪仗俑队、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长信宫灯、南
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麟趾金等耀眼的“明星”文物惊艳亮相。通过这
些文物，观众能够感受秦汉王朝的磅礴历史气象，回望先人对实现统一的孜孜
追求。

到安徽亳州市博物馆
“画文物”

近日，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湖南省文物局承办、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执行的“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该展首次用国画艺术全景再现湖南史前文明演进的宏大历

程。《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由多位画家历经两年创作完成，作

品长 140 米、高 1.8 米。展览还精选 49 组（91 件）湖南史前文明考古文物

（含石器、骨器、陶器、玉器等）进行同步展出，增加展览的丰富性、生动

性和知识性。

新华/传真

本次展览热度最高的展

品，当属有“中华第一灯”之称

的长信宫灯，它也是河北博物

院的“镇馆之宝”。观众们甚

至在展厅门口就排起长队，只

为一睹它的真容。

灯光照射下，展柜里的长

信宫灯泛着铜质鎏金的光芒，

执 灯 宫 女 左 手 执 灯 ，右 臂 上

扬 ，袖 口 自 然 下 垂 ，神 态 安

然。高昳君揭秘，这件文物类

似古代的拼搭玩具，由头部、

身躯、右臂、灯座、灯盘、灯罩 6

个部分组成，每部分都可简单

地拆卸重装。

长信宫灯还兼具实用性

和环保性。古代工匠巧妙地

将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

成排烟通道——导烟管，火烛

点燃后产生的烟气烟灰，在热

力推动作用下，沿着袖管进入

并存储在灯体内，直到落入宫

女的身体底部。同时，在宫灯

的底座部分，还放置了水盘用

以净化废烟气，能最大程度地

避免空气污染，实现收纳污浊

烟尘、清洁空气。

专家揭秘，长信宫灯不仅是

汉代灯具中的巅峰之作，更因其

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与环境保护

意识，超越了时代限制——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接力火

种灯，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它，

体 现 了 北 京 冬 奥 会“ 绿 色 办

奥”的理念和中国汉代时期的

超前环保设计。

同“长信宫灯”一起出差

来津的，还有河北博物院造型

精 美 的“ 西 汉 鎏 金 对 兽 形 铜

饰”，这组铜饰姿态栩栩如生，

展示了古代匠人的卓越工艺

与非凡创造力，也是西汉时期

贵族生活与信仰象征的直接

反映。

观展·亮点

观展·解码

进入乙巳蛇年，博物馆里

的蛇文物有的以“萌”出圈，有

的以“魔性”出众。“天开一统”

展览中就有一件来自云南省

博物馆的青铜器展品，造型生

趣，因“蛇”的参与而极富动

感。

这是一件鎏金双人盘舞

铜扣饰，是 1956 年出土的西汉

文物，主体造型表现了两名男

子 双 手 各 持 一 圆 盘 ，交 错 舞

蹈。他们的服饰相同，头后梳

条形小髻，高鼻深目，身着紧

身裤，腰部束带，身侧佩剑，剑

带悬于右肩。凑近看，他们的

动作也有些“魔性”——口微

张 ，腿 部 弯 曲 仿 佛 在 边 歌 边

舞。

蛇出现在两位舞者的脚

下，口咬前人的右足，尾绕后

人的左足。专家分析，在云南

地区，蛇较为常见，当地居民

对 于 蛇 有 深 厚 的 了 解 与 敬

畏。这件青铜器上的蛇元素，

不仅反映了独特的滇文化，也

为整件扣饰的结构起到了稳

固和加强的作用。

博物馆也通过这件蛇文

物，向观众传递新春祝愿。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蛇 被 誉 为

“小龙”，是龙图腾的原型之

一。其无足而水陆畅行，冬眠

或蜕皮后宛若新生，种种特质

令古人敬畏并将其神化，成为

智慧、顺利、长寿、吉祥等代名

词。

此外，展览在结语部分对

文物的应用也别有巧思。“此

处展示了馆藏有吉祥祝语铭

文的汉代铜镜，比如‘长乐未

央’‘长宜子孙’‘与天无极’

等，既表达出民众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反映中华民族爱好和

平、心系家国的情怀，也寓意

‘以史为镜’，反映出中华文明

突出的统一性，这也正是展览

的落脚点。”高昳君说。

何蕊/文 和冠欣/图

蛇年吉祥语
用文物向观众传递新年祝福

“中华第一灯”
北京冬奥会火种灯设计灵感来源

“秦汉时期，既是文化繁荣的时代，

也是军力强盛的时代。”高昳君说，天下

一统的王朝需要前瞻性的政治规划和

制度举措，需要文武兼备的强大实力。

而家国天下的长久统一与稳定也造就

了社会民众的安居乐业，“展览以此为

逻辑，讲述了统一王朝的建立与稳固。”

其中，不少展品堪称“之最”。例

如，从甘肃省博物馆远道而来的铜车马

仪仗俑队，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

规模最宏伟、气势最壮观的汉代车马仪

仗铜俑，造型生动、铸造精湛，显示出汉

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藏的铠甲武士俑

“体型”最大，是一种保留原有铠甲痕迹

的着衣式陶俑，身高是真 人 的 三 分 之

一，身材比例合乎人体结构。“陶俑全

身被土包裹，在其周围发现了丝麻质痕

迹，应为皮质铠甲腐朽后留在泥土上的

印记。铠甲俑身上的甲片有前甲和后

甲之分，长度到陶俑腿部，这样可能便

于马上作战。”高昳君揭秘，出土时，铠

甲武士俑身边发现了矛、戟、盾、剑等

兵器。

对中原以外地区的开发经营，陆

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为大一统的

格局注入新鲜活力。展览中还不乏接

地气儿的秦汉文物，描绘了“大一统”背

景下，社会民众安居乐业的图景。湖南

博物院带来了迄今最古老的养生学专

科文献——帛书《养生方》，现存 3000 余

字，记有药方 80 余个，内容涵盖药养服

食、房中养生、补精益气、美容防衰等，

还载有中国最古药酒酿方。专家说，该

帛书的出土对我国医学养生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铺首衔环

铜匜形态别致。“这是一种瓢形的水器，

壁薄，形体较大。它来自中原地区，反映

了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交流。”高昳君说。

超七成展品为珍贵文物
简牍集齐秦简和汉简

修文演武巩固统一
铜车马仪仗俑队创规模之最

鎏金对兽形铜饰

铜车马仪仗俑队

长信宫灯

铺首衔环铜匜

近期，国家典籍博物馆推出“亘古巨制 煌煌文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典籍展”“《百年巨匠》文献展”“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

典》的回归和再造”等多场展览，吸引不少参观者前来观展。

新华/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