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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汉口开埠。1862年，江汉关设立。
1924年，江汉关大楼正式落成，成为与上海江
海关、广州粤海关、天津津海关齐名的近代中
国四大海关之一，是武汉从深处堂奥的中古重
镇走向对外开放的近代中国大都会的见证。江
汉关设立后，随着业务职能的扩大，起初设在
毗邻英租界的汉口河街的办公地点越来越不
能满足日常办公的需求。1908年 1月江汉关暂
由原址河街迁到英工部局大楼内办公。1921年
7月该楼被拆除，次年 5月在原址上开始填土
工程。经过 20个月的施工建设，江汉关大楼于

1924年1月21日竣工。江汉关大楼由四层主楼
及五层钟楼组成，高度约45.85米，为当时武汉
的最高建筑物。大楼总造价（含地价）约合关平
银62.21万两。

大楼为英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古希
腊、古罗马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和法国古典主义建筑风
格。钟楼位于主楼之上，高约23.1米，主要功能
是放置海关大钟设备，兼灯塔、观测瞭望之用。
江汉关钟楼大钟从1924年1月18日开始报时，
每日按时敲钟，按刻奏乐，报时乐曲为《威斯敏

斯特》曲。
江汉关大楼设计巧妙，用料考究，工艺精

湛，虽经风历雨百年，仍基本保存完好。在筹建
江汉关博物馆之初，对江汉关大楼本体进行了
保护性加固和修缮。修复后的江汉关大楼外观
更加古朴雄伟，符合 1924年建成时的原状，符
合文物“修旧如旧”和“原址、原位、原貌”保存
的要求。

穿越时空的古老钟声，历经百年的沧桑巨
变，江汉关大楼以其独特的魅力，述说着一座
城市的历史。

江汉关博物馆（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詹天佑故居博物馆）由江汉关博物馆、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

念馆、詹天佑故居博物馆合并组建而成，三馆分别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汉关大楼、汉口南洋大楼、

武汉詹天佑故居建设而成。江汉关大楼始建于1924年，百年来，大楼沉淀了武汉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江汉关的钟声汇聚了几代人的城市情结。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2015年12月28日江汉关大

楼完成了由海关大楼到博物馆的重大转型，为促进武汉文博事业发展、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素养、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破茧蝶变
扬帆远航

写在江汉关大楼
落成100周年之际
江汉关博物馆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 詹天佑故居博物馆）

詹天佑故居博物馆 张主锋/摄汉口南洋大楼

文物藏品“用”起来
文物是鲜活的历史，是博

物馆存在的价值基础。江汉关
博物馆收藏有反映近代海关、
租界历史以及武汉近现代社会
生活变迁等内容的藏品资料近
万件/套，数量不是很大，但涵
盖了多个类别。这些文物对深
入研究和展示近代武汉迈向现
代化曲折而又辉煌的不平凡历
程，在江汉关的历史文化研究
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6 年至 2023 年，先后利用馆
藏 186 件/套实物创作了“时光
拾光”（又名“江城往事”）及“中
国人的光荣”原创展览，还利用
240 余张馆藏图片资料创作了

“黄金时代”“换只眼睛看历史”
“江帆旧影”等多个原创展览。
近年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创
新博物馆展览展示，还与同行
业博物馆联合举办原创展“江
城印象”，这些原创展览相继送
到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
等地博物馆进行交流展览达30
余次。

依托馆藏文物进行研究并
撰写论文多篇，先后撰有《江汉
关博物馆藏武汉沦陷时期文物
研究》《江汉关博物馆藏近代武
汉日常生活文物研究》《江汉关
钟楼及塔钟保护利用研究》《高智能时钟控制系统
在江汉关塔钟上的综合应用》《元宇宙视域下博物
馆藏品征集工作的逆向性思考》等，成果丰硕。

保护修缮“好”起来
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近年江汉关博物馆切实履行文物保护职责，
对管理的三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行分
阶段分批次分部位的维护保养和修缮。先后向
国家文物局申报立项江汉关钟楼及主楼底层地
面保护修缮工程、詹天佑故居保护修缮工程、武
汉国民政府旧址修缮工程等项目。目前江汉关
钟楼及主楼底层地面保护修缮工程已竣工，国
保建筑得到了及时修缮，博物馆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观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同时，加快推进可移动文物科技保护修复计
划。2022至2023年，有计划地先后申报完成江汉关

博物馆预防性保护项目和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立项，可移动文物的利用和保护工作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安全红线“拉”起来
作为依托江汉关大楼、南洋大楼、詹天佑故居

三处国保建筑建成的江汉关博物馆（武汉国民政
府旧址纪念馆、詹天佑故居博物馆），始终坚守文
物安全“红线”意识，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文物保护利用成效
显著。

近几年，完成江汉关大楼、武汉国民政府旧
址、詹天佑故居安消防改造工程项目，人防、技防、
物防能力不断提高，确保了三处国保建筑和馆藏
文物安全率 100%。先后荣获武汉市政府安全生产
优秀单位，全市内保工作先进集体，自编短片《镜
头下的安全》荣获武汉市安委办优秀奖。

大楼的前世今生

让文物活起来，陈列展览是重要一环，体
现了文物藏品保护与研究的成果，是实现博物
馆文化价值和核心功能的基本方式，也是博物
馆直接服务大众的重要手段。江汉关博物馆始
终秉承“记录时代变迁，见证城市发展”的办展
理念，坚持“以物证史”的精髓要义，创新展陈
形式，多样性的展览与近现代建筑相得益彰。

基本陈列“活”起来
江汉关博物馆、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

馆、詹天佑故居博物馆三个馆区分别设有基本
陈列“江汉朝宗——武汉城市现代化历程”“武
汉国民政府史迹展”“为国筑路——‘中国铁路
之父’詹天佑生平展”。“江汉朝宗——武汉城
市现代化历程”展是武汉地区目前唯一全景式
反映武汉城市近现代发展历程的专题展览，位
于大楼一、二层。展厅面积 2300 平方米，展线
490 米，上展文物 526 件，历史照片近千张，通
过“汉口开埠”“艰难跋涉”“走向辉煌”三个单
元，真实还原武汉城市现代化孕育衍生、青涩
演变、华丽崛起的曲折发展轨迹。展览以数量
众多、形式多样的文物展示见证历史，以内容
丰富、史料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叙述历
史，同时辅以图版、油画、铜雕、泥塑、铜版画、
连环画、触摸屏、场景复原、幻影成像等多种艺
术手段和多媒体技术还原历史，在有限的展示
空间里实现重点突出、整体和谐的“干净、精
到、谨严”的展览风格，与建筑空间相互融合，
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展览荣获第十四届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精品优胜奖。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詹天佑故居
博物馆于 2016 年 12月并入江汉关博物馆，两
馆分别于 2019 年、2021 年对基本陈列予以提
升更新，其历史资料更加丰富，艺术性、观赏
性更强。

临时展览“亮”起来
江汉关博物馆开馆以来，原创、引进及输

出各类临时展览80多场，巡展70余场次。一是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物研究利用，坚
持走原创展览的创新思路。或是利用学术成果，
打造精微大气的古代书画艺术精品展，立足本
土文化，突显时代主题，推出“汉关”系列主题
展，举办“汉关壮游”“汉关楚韵”“汉关墨妙”

“汉关书境”等名家艺术展；或积极利用馆藏资
源，打造原创展览，推出如“江城往事：老武汉
市民生活记忆展”“中国人的光荣：纪念中国
铁路之父詹天佑”“江汉关的故事”“江帆旧影”
等展现城市地域特色的展览；或结合重要节
点，聚焦时代主题，举办“光影与梦想——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全民摄影展”“新青年——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年主题艺术展”“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展：江城印象——武汉城市记忆
展”以及以生肖文化为主题的系列展览。二是
积极拓宽办展思路，加强馆际合作，组织一系
列内容丰富、具有相应时代印痕、特色鲜明的
交流展览。如“海贸遗珍：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
展”“护行天下：华侨护照展”“海上蒸汽时代：

西方航海文物精品展”“注春啜香：中国茶文化
展”等。本馆原创展览相继在北京、上海、广州、
杭州、青岛、昆明等地展出。展览“郎骑竹马弄
青梅”“中国人的光荣”“江城印象”“江汉关的
故事”相继荣获第四至七届湖北省博物馆、纪
念馆六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优胜奖。

主题鲜明、时代印痕明显的临时展览，与
本馆基本陈列一起，成为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
精神大餐。

数字展览“动”起来
“妈妈，你看，这个青花瓶可以放大旋转！”

来自外地的5岁半小游客笑笑兴奋地点击着屏
幕；“这个互动很新颖、很有趣。”来自西安的边
女士体验着AI拍照，开心地说“真好玩”。“这个
设计太贴心了，明天准备去昙华林、辛亥革命
博物院游玩参观。”来自成都的大学生在“相约
博物馆”的操作屏上，下载了博物馆主题游线
路。由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在兄弟单位
支持下，运用新技术，全方位、多维度打造的

“博物馆之恋——武汉市‘博物馆之城’数字化
展”于 2023年国庆当天重磅推出，展览采取清
新、文化的叙事方式，以“博物馆之恋”开篇，通
过“遇见博物馆”“爱上博物馆”“相约博物馆”
三个数字化单元，让“诗和远方”与文物之美

“相遇”“相融”，展示了武汉市“博物馆之城”的
文化魅力，带给观众全新体验，成为不同年龄
观众新的“打卡地”。

展览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可一站式逛遍全
城博物馆；通过创新表达方式，用故事打开视
界；通过唱响数字科技，为文旅融合赋能。在
方兴未艾的数字化大潮中，我们尝试运用新
技术手段，带给游客穿越时空、身临其境的全
新体验，让游客与文物面对面，让文化游更加
有深度！

江汉关博物馆基本陈列展厅实景

陈列展览篇

城市故事“讲”起来
博物馆是城市的精神家园、文化殿堂和

艺术客厅。江汉关博物馆自 2015年开馆以来，
着力打响城市品牌故事，以传统文化的现代
表达形式，助力本地故事的广泛传播，以期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
馆内年均观众接待总量超过五十万人，接待
国家、省、市各级领导及各类机关团体，取得
较好的社会效益。在做好日常场馆服务的同
时，创新策划推出沉浸式讲解《一座城的故
事》。在多个历史情景中，讲解员化身历史引
领者串联全程，展厅场景与时代人物相融合，
将历史变迁、家国情怀一一铺陈开来。通过内
容丰富的第一人称沉浸式讲解，让观众在行
进式演艺中近距离感受城市历史文化的魅
力，在时空交错中，体验别开生面的沉浸式参
观氛围。

线上线下“火”起来
多年来，江汉关博物馆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向内挖潜、向外拓展，线上线下相结合，
社会教育活动呈现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特点。

线下活动，推陈出新 “聆音江汉关”系
列活动。配合馆内常设展览、临展和纪念日
活动，策划推出“绝妙碰撞——当传统戏曲
遇上古法湿版摄影”专家座谈活动，特别邀
请戏曲界和摄影家跨界畅聊戏剧与摄影的
艺术交融。组织策划开展“新青年——纪念
五四运动 100 周年”诗歌诵读活动，“聆音江
汉关——回顾武汉 1927”“‘悦读青春·再识
鲁迅’五四专题活动”“庆祝建党 95 周年暨
长征胜利 80 周年系列活动”“身边的国门生

物安全”主题讲座等活动，带领青少年、党员
干部、社会公众感知城市历史、感受城市文
化，感怀城市故事。

“出彩江汉关”系列活动。先后开展“百变
瓷盘”“瓷器小书签”“绚丽彩屋”“妙笔生画”

“看展猜谜晒微信，这里的元宵最有味”“大
手拉小手，共爱这座城”“我与博物馆有个约
定——江博暑期夏令营”“江博微剧场”“落梅
生春度新年”“多彩江汉关——木版年画动手
做”等百余场主题教育活动。

线上活动，精彩纷呈 “江汉关故事”系列
活动。为了满足观众多样性的文化休闲生活，
及时调整社会教育活动的推广方式，江汉关博
物馆先后推出 20余篇以英雄城市、英雄人民、
商贸繁荣、万里茶道、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等为
主题的江汉关故事，以图片、视频、文字等多种
形式通过“看”“听”“学”全方位打造出博物馆
高质量、常态化的线上原创作品。系列活动一
经推出，受到公众普遍欢迎和多家主流媒体的
关注，进一步扩大了武汉英雄城市和武汉历史

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知识竞答“云”挑战系列活动。为了积极探

索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进一步利用现代信息化
手段增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广度
与深度，加深公众对文物藏品、历史文化的理
解，先后推出“搭乘中国速度 做新时代追梦
人”“品历史文化 凝城市精神”“钟声里的故
事 记忆里的武汉”等多场“云”挑战网络知识
竞答活动，共吸引 70万网友参与互动，打造出
直观生动、趣味性较强的网络文化精品，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博物科普课堂系列活动。近年来，开创性
策划原创活动“江汉关博物馆博物科普课堂”，
策划拍摄形式，撰写拍摄脚本，以历史和现代
的内容碰撞，为公众展示了科技引领时代，创
新成就未来的时代口号。先后推出《百年京张
——我们的高铁时代》《穿越百年的“海淘”之
旅》《小小方片也能联结大千世界》《立秋，防火
不可休》等一系列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科
普视频，一经推出，在多个平台转发，得到普遍
认同。

志愿服务“多”起来
江汉关博物馆自 2015 年 12 月开馆以来，

一直努力加强志愿者团队建设，经过不断改进
完善，长期服务的志愿者达300余人，服务时长
46800小时，服务群众数百万人，涵盖了老、中、
青三代。志愿者们广泛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中
来，为公众提供咨询、指引、讲解、文化宣传等
用心用情的便民服务，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肯
定。先后获得“最红文旅志愿者”“十大最美志
愿者”等荣誉称号，为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宣传
武汉城市文化增光添彩。

聆音江汉关——“悦读青春·再识鲁迅”诵读活动

社会教育工作篇

藏品研究和安全篇

开馆以来，江汉关博物馆不断在挖掘内部潜
力，盘活馆藏历史文化资源上下功夫，将许多“死
档案”变成“活信息”，《海内外江汉关档案资料搜
集整理与研究》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完成《汉口开埠设关对武汉城市近
代化的意义》《抗战胜利后武汉地区社会与文化研
究》《沦陷时期武汉文化和教育》《全面抗战前日本
在武汉地区的渗透与掠夺》等十几项省市级重点课
题，出版完成《百年江汉关》《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
天佑》《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百年寻踪——
江汉关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江汉朝宗——武
汉城市现代化历程展览解读》《江汉关博物馆之
美》《江汉关博物馆研究论丛》等著作。合作研发的

“基于物联网文物建筑火灾风险评估及预警技术”
“文物建筑数字化保护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江汉关博物馆注重加强国际国内合作，先后
派员赴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中国香
港、台湾等地区参观研学；多次接待国内外嘉宾来
馆参观指导，多次参加国家文物局和国内行业协
会组织的相关学术交流和展览活动。通过广泛深
入的对外交流，江汉关博物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被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授予“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江汉关博物馆将聚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不
断在举办陈列展览上下功夫，在开展社教活动上
求创新，在推进馆藏资源利用上见实效，推动文博
事业高质量发展。

（撰稿：单宏均 李娟 王有珍 赵婷婷 徐莹
秋 周超）

学术研究交流篇 研究成果剪影

江汉关钟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