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热”成了文化现象，到博物馆去成为生活风尚。什么样的展览能

让人心动、令人回味？记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一个好的展览，或许能给人以

不同的视角，带来沉浸式体验，乃至引发观众的再思考与再创作。“历史老人”

绘声绘色讲故事，文化内核与艺术形态的表达、精神与情绪价值的输出，让不

同的观众记住展览中最打动自己内心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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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晋文婧

·一方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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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晋文婧

长江长江，我是皖江！长江沿线“青铜

军团”跨越千年，呼朋唤友，含英咀华，重逢

于此。

“共饮一江水——三星堆·长江流域青

铜文明特展”近日亮相安徽博物院。140 余

件（套）文物珍品年代自商代至战国，涵盖巴

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独具特色的青

铜文化体系，展品包括青铜器、金器、象牙器、

玉石器、原始瓷器等多种文物类型。

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是人类

繁 衍 生 息 的 沃 土 ，是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交 流

互 鉴 、融 合 发 展 的 重 要 区 域 。 而 安 徽 地

跨江淮，长江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全省 5 个

市 12 个 县 。 商 周 时 期 ，安 徽 地 区 作 为 中

原 和 南 方 诸 国 的 过 渡 地 带 ，是 文 化 交 流

的 重 要 枢 纽 ，创 造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江 淮 青

铜文明。

3000 多年前，青铜时代的华夏始祖“弄

潮儿”，共饮一江水，仰望同一片星空。

容颜不老

地处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向今天的我

们热忱地展示着他们的“面容”。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包贴金面罩，当时

的古蜀人已视黄金为尊。铜人头像，粗眉，

立眼，阔口，大耳，前后呈倒尖角形。铜面具

是镶嵌、装置在相应的躯体或宗庙里其他物

件上的，由面具代表祖先接受祭祀祈祷。

“千里眼”“顺风耳”！三星堆青铜造像

铸造精美，人像、人头像、人面像，这些古蜀

人的祖先神造像，充满着写实主义和浪漫

想象的魅力。

当代人乐此不疲地寻找与“顶流”文物

撞脸的面孔，在“不老”的容颜里，凝视祖

先、看见自己。

同声相应

商周时期，在充分汲取中原青铜冶铸

技术的基础上，立足于自然环境与本地文

化传统，长江流域先民创造了各自系统发

展、极具地域特色的青铜文明。

执剑者，有“铭”：吴王光，即吴王阖闾，

为春秋五霸之一。吴王光剑，剑身近格处

铸有两列 16 字铭文，抒写吴国军队战胜敌

人的冲天霸气。

鼓乐者，擅“铙”：铙是军乐器，使用时

口朝上敲击。鼓和金相互配合，传递出的

节奏让部队急进或者徐行，进攻或者撤退。

盛 酒 者 ，为“ 罍 ”：罍 为

盛 酒 器 。 与 此 罍 风 格 相 同 的 铜

罍在辽宁喀左、陕西汉中亦有发现，

说明当时蜀地已与北方不同地区存在着

文化联系。

后浪何在

相对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文化而言，

青铜文化体系是澎湃的“后浪”。

阔面大耳、棱角分明、表情严肃。奇妙

的相似见证文化的绵延与交融。

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量集中于距今约

5800 年至 5300 年的玉器，其中 6 件玉人，是

中国最早的玉人像。三星堆遗址为商代晚

期，出土了数量丰富、造型独特的青铜人

像。两地相隔千里、年代相隔 2000 多年，但

共饮长江水的“他们”，审美相似。

后浪，还来自于青铜器的迭代风华。

从夏商到春秋，青铜时代绚烂多彩。

我们的祖先，将自我以及自我对于世

界的想象，刻入青铜。从礼器到实用器的

变迁，不仅是艺术、生活与技术的载体，也

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的见证。

出土于安徽阜阳市阜南县的龙虎纹尊，

与 1986 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虎纹尊几乎

一模一样。三星堆龙虎纹尊年代稍晚于安

徽阜南尊。其铸造技艺在南方青铜尊、罍等

器物上多见，除了阜南、三星堆外，还见于江

西新干大洋洲，湖北枣阳、沙市等地。

同拥有诸多形制、纹饰相似的青铜器，

可见三千多年前位于长江上游的古蜀，与

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均有着广泛而全

面的互动与交流。

每个时代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华大

地上，一个个区域文化承前启后，互相融合

影响，才能使今天的我们更加深入地知晓，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共饮一江水，同赏青铜“史诗”

■ 方 华

上古时期，人类少而禽兽多，在恶劣环境的逼迫下，人类

多寄居在山洞。因自然山洞太少，人类又受鼠类动物的启

发，在山坡上打洞。住在洞里，用石头或树枝挡住洞口，虽相

对安全一些，仍避不了蛇虫的侵扰。

巢湖流域，七十多万年前即有和县猿人生存，二十多万

年前即有银山智人生存在湖边山洞里。至万年前，这里的人

类和中华大地上的其他人类一样，一直穴居生存。

这时，巢湖岸边的一支氏族部落出现了一位人物，他受

到鸟在树上筑巢的启发，带领人们在高大粗壮的树干上用树

枝和藤条搭建窝巢，四壁和屋顶又用树枝、草叶遮挡得严严

实实，既挡风避雨，又可防止禽兽的攻击。人类走出洞穴，不

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人们非常感激这位发明巢居的人，推

选他为当地的部落酋长，尊称他为有巢氏。有巢氏为大家办

了许多好事，名声远扬。各部落的人都认为他德高望重，一

致推他为总首领……

有巢氏的传说，在先秦古籍即有记载。《庄子·盗跖》曰：

“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

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载：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

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而后世记载不胜枚举。

自有巢氏起，中华大地进入三皇时代。有观点认为，有

巢氏为三皇时代的五氏之一，为缁衣氏之夫、燧人氏之父、伏

羲氏与女娲氏的祖父。

史传中，有巢氏最大的功绩就是教会了人类“构木为巢”，

开创了巢居文明，让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有巢氏堪称建筑

业的“鼻祖”。然而，笔者认为，有巢氏的功劳还不仅限于此。

《鉴略·三皇纪》即有“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等记述，

表明有巢氏还教人用草叶为衣，既遮羞也避寒。传说，有巢

氏还排除了兄弟姐妹间的通婚关系，同一族团内部的同辈男

女也禁止通婚。男子只能选择其他族团的女子为“妻”，女子

只能选择其他族团的男子为“夫”。这种族外群婚相对于血

缘群婚，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有巢氏“王天下”时期，为民谋生，为民造福，功高德隆。

“巢皇”有“传二世”说（《春秋纬命历序》其八《因提纪》），也有

“百余代”说（《通志·三皇纪第一》）。

《逸周书·史记解》：“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

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

亡。”《路史》则记：“其为政也，授而弗恶，予而弗取，故天下之

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礼臣而贵，仕之专而不享。欲削之

权，惧而生变，有巢氏遂亡。”这些都是说有巢氏的统治因乱臣

谋逆而结束。

“有巢氏”称号是后世之人根据传说而给“首创巢居”

者追赠的荣誉性称号。也是有巢氏部落和有巢氏所处的

那个时代的代号。国学大师钱穆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视

角分析道：“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

世其他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

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牺氏代表畜

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

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历史文化演进阶段，先后符

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

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后 来 ，有 巢 氏 部 落 的 首 领 又 被 尊 称 为“ 巢 父 ”。 至 唐

尧，其时的巢父德能誉天下，尧帝欲禅位于他却被拒。尧

于是禅让天下与虞舜。后大禹继位时，封有巢氏的后代在

今巢湖市一带建立有巢国，历经夏、商、周三代，世代皆为

诸侯。至春秋时期，楚国灭了巢国，巢国的公族后代遂以

原国名为姓。

也正是因了有巢氏，才有了后来的巢国、居巢、南巢、巢

县等地名，中国五大淡水湖巢湖的得名也由此而来。中国古

代青铜器中有一件蜚声中外的国宝级器物“班簋”，“班簋”铭

文中，提到了“秉、繁、蜀、巢”四个国名，其中的“巢”就是有巢

氏后裔所建方国——巢伯国。这一段珍贵史料与秀丽文字

在中外考古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因了有巢氏，人类

才能得以安居一方，感受家的温暖、生活的安定，追逐更大的

梦想。

“词云太古万万古，民性甚野无风期。夜栖止与禽兽杂，

独自构架纵横枝。因而称曰有巢氏，民共敬贵如君师。”唐诗

人陆龟蒙之诗颂，诚然。

巢湖岸边有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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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安徽省新时代现实题材优秀小戏示范汇报演出、

优秀音乐舞蹈作品展演在安徽艺术剧场拉开帷幕。全省共

有 11 家文艺院团、2 所艺术院校等创作的多个精彩戏曲、歌

曲、舞蹈节目登台亮相。演出现场同步通过安徽文化云、安

徽公共文化云、有戏安徽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直播，线上观

众浏览量累计 15 万余人次。此次展演活动由中共安徽省委

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新时代现实题材优

秀小戏展演共有 13 个作品入选，其中 5 个优秀小戏最后在合

肥进行示范汇报演出。参演作品主题鲜明、类型多样，涵盖

黄梅戏、泗州戏、皖南花鼓戏等多个类别。新时代现实题材

优秀音乐舞蹈作品展演遴选近年新创 15 个优秀节目在合肥

集中展示。 （文 讯）

新时代现实题材

优秀小戏音乐舞蹈作品集中展演

·文化播报·

5 月 22 日，2023 宿州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大地欢

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演活动启幕。民族打击乐《虎虎生

威》、女声独唱《中国大舞台》、皖北大鼓《绝龙涧》、少儿舞蹈

《让幸福的地方更幸福》、京剧《廉锦枫》选段《在海边望一望

危滩水景》、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舞蹈《鼓舞中国》、唢呐

演奏《喜庆锣鼓》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此次活动从 5 月 22 日至 28 日连续开展 7 场形式多样

的群众文艺演出，既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让更多群众

了解文化馆，走进文化馆。 （晓 溪）

宿州举办“大地欢歌”

优 秀 群 文 作 品 展 演

▲▲ 55 月月 1818 日日，，安徽博物院新安书院举安徽博物院新安书院举

办入学礼办入学礼。。入学弟子向孔子像入学弟子向孔子像、、先生行先生行

““释菜之礼释菜之礼””，，还原我国古代重要的祭祀还原我国古代重要的祭祀

先 师 仪 典先 师 仪 典 ，，弘 扬 中 国 传 统 礼 仪弘 扬 中 国 传 统 礼 仪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温 沁沁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江江 河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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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精神内核所在

5 月 18 日，在福建福州“5·18 国际博物

馆日”中国主会场上，国家文物局首次联合

中央文明办、中央网信办公布 2023 年度“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展览推介名单，共推介展览 100

个，安徽 4 个展览入选。4 个展览均为新展，

将于今年下半年陆续与观众见面。

安徽博物院承办的“山河安澜——淠史

杭灌区主题展”入选重点推介项目，该展以

历史照片、珍贵实物、档案资料、多媒体视

频、场景模型等形式多样的展陈手段，生动

展示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治淮和淠史杭为代

表的中国水利事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蚌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地位重

要。蚌埠市博物馆承办的“在水一方——蚌

埠·宁波地区早期文明对话展”，通过“文明

对话”展示的方式，聚焦于探索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发展历程，彰显中华大地不同区域史

前文化各美其美、交相辉映的璀璨画面。

“明月清风——徽州御史廉洁文化展”

来自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该馆整理出徽州

御史名单与廉洁故事，旨在挖掘本地清廉文

化资源，弘扬廉政清风。

皖西博物馆“峥嵘岁月 红色印记——

鄂豫皖苏区货币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

色货币展”，展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和

金融发展方面的成就，以红色货币印

证中国共产党在峥嵘岁月中取得革命

胜利的艰难历程。

深度挖掘、整理、呈现本土厚重

的文化资源，在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拓展

策展思路，让新展得以落地。记者

在走访中发现，每个地方博物馆都

有自己的“镇馆之宝”，但一个成熟

的展览，显然不是“重磅文物”的堆

砌，也不仅是“冷门绝学”的叠加，只

有文化精神内核的存在，才能使氤

氲在历史深处的人与物鲜活起来。

融通当下表达形态

博物馆展览，既是一种人文与

技术结合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思

想与价值贯穿的艺术形态，立足文化内涵，

融通历史与当下，突出创意、科技和生活视

角，激发观众关于社会价值、文化和历史认

同的深厚情怀。

“5·18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第六届全

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发布。“江淮廉

风——安徽廉政文化展”获得“特别展览”称

号。“吾心安处——古琴文化空间”“信仰的

丰碑——红色安徽特工传奇”“生命·湿地

主题展览”“阜颍之昌——阜阳历史文化陈

列”“安徽楚文化陈列”“福地长歌——天长

历史基本陈列”“九里十八岗——蚌埠早期

文明考古成果展”“六朝风度江南岸——马

鞍山六朝文物精品展”“数字铜文化展”“世

纪动脉——万里茶道九省（区）文物联展”获

得“精品展览”称号。

“吾心安处——古琴文化空间”是来自

安徽博物院的精品展览。策展人吴艳介绍，

该展以展示博大精深的琴文化为目标，创新

性地采用空间叙事理论，以空间讲文化：在

“一方雅室”里，讲述古代文人用琴来正心修

身、养性育德的进取精神；在“庭园风华”里，

展现他们以琴会友、书画对弈的风雅生活；

在“山水苍茫”里，展示他们琴心交融、与自

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脱。古琴文化，在本次

展览中得到艺术化地精彩呈现。

铜陵市博物馆“数字铜文化展”，旨在构

建铜文化与科技历史的海量知识资源库。

铜，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变形式具有独特

的文化属性，如何将这种文化属性构造成为

视野独特的展示空间？展览以青铜时代、铜

文化、青铜器铸造技术、铜工业、古铜都等为

主题，综合展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铜资源、

铜文化及铜产业。

在既是考古人、又是策展人的张东看

来，展新品、展精品，是做好、做巧一个专

题 考 古 展 的 要 义 。 博 物 馆 展 览 要 将 文 物

故事讲给观众听，需要融合文化形态与艺

术形态，将严谨的“研究视角”化为生动的

“大众视角”。展览“入眼”，故事才能入脑

入心。

博物馆要写“博物志”

在精品陈列中，“阜颍之昌——阜阳历

史文化陈列”“安徽楚文化陈列”“福地

长歌——天长历史基本陈列”，均

为当地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在阜阳市博物馆，馆长刘

建 生 介 绍 该 馆 基 本 陈

列时表示，立足本土历史文化，全方位、多

角 度 钩 沉 地 区 文 明 起 源 与 发 展 的 历 史 脉

络，需要翔实的考古成果支撑，更需要系统

的多学科学术支撑。因此，观众在了解展

览藏品的同时，也聆听了一堂生动的历史

文化大课。

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类展览相比，近年

来，艺术类、自然历史类和科学技术类的精

品展览比重均有所提升，它们为这份“博物

志”增添了精彩内容。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生命·湿地”主题展

览，以安徽省湿地资源为展示背景，以“生

命”为题眼，重点介绍我省长江与淮河流域

重要湿地资源与生物多样性样貌。“山河安

澜——淠史杭灌区主题展”聚焦工业主题。

展览以治淮和淠史杭为代表的中国水利事

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挖掘诠释在工程

建设中体现的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

献、科学求实的精神风貌。

“物”以为“博”，还体现在馆际交流合作

带来的“丰富性”。

“吾心安处——古琴文化空间”，100 余

件（套）文物，分别来自安徽博物院、故宫博

物院、首都博物馆等 10 家省内外博物馆。

“世纪动脉——万里茶道九省（区）文物联

展”，由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与省内外

等 13 家博物馆原创设计，展出茶商号、茶

票、茶器等精品文物 218件。

前来参加我省博物馆精品陈列评选的

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得水认为，如何运用先

进的陈列技术、科学的布展方式，精准阐述

文物价值、生动诉说历史故事、成功打造精

品展览，需要每一位策展人为之努力。精品

展览，是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也是我们美好

生活的组成部分。

◀ 西周伯各铜卣，宝鸡青

铜器博物院藏。（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