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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到来，良渚博物院的明星文物，良渚文化
龙首纹玉镯、龙首纹玉管成了迎新春的明星文物。
与我们现在常见的龙有所不同，新石器时代的龙，
往往呈现出各时期、各地域的鲜明特色，为中国龙
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多样的线索。作为中华五千多年
文明实证地的良渚，借由这个热闹、喜庆的新春佳
节，良渚博物院带领观众寻龙、习龙、画龙、做龙，用
一系列有趣、喜庆的公众活动，带领观众深入探究
龙文化，过个丰富多彩的文化新年。

良渚文化的“龙”为龙首纹，重圈凸眼，眼睛上
方阴线刻划一对短角状纹样，短角的后方以示意性
的浮雕显现近方形的两耳，鼻梁部位阴线刻划双线
菱形图案，内填刻椭圆形纹样，阔鼻下竖刻短线表
示嘴巴。这样的龙纹源自崧泽文化晚期，年代集中
于良渚文化早期。春节期间的明星文物——良渚文
化龙首纹玉镯出土于瑶山1号墓，高2.65厘米、直径
8.2厘米、孔径6.1厘米，外壁用减地浮雕方式雕琢四
组顺向环镯外壁的龙首纹。也就是这可爱的龙首
纹，拉开了良博院多样年味的序幕。

隆重年味：大红灯笼、巨型挂幅
主题布置让氛围升温

年前，杭州的阴雨天气并没有影响到过年的热
烈氛围。良渚博物院里里外外布置一新，大红灯笼、巨
型挂幅，让原本素净的建筑内外都传递出春节的喜庆
氛围。挂幅上印制有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书写的

“五千年中国看良渚”“龙年大吉”“福”等字样，良渚文
化龙首纹元素更是随处可见。红红火火的隆重年味，
让过往游客纷纷驻足打卡，热闹非凡。

传统年味：送春联、写福字
牵手乡村非遗馆开展“龙”主题研学

与往年一样，良渚博物院的新春活动从小年就
开始了。志愿者们在大厅现场写春联、福字赠送给
来馆观众，打造最朴素传统的小年仪式感。除此之
外，良渚博物院还联合乡村非遗馆，招募亲子家庭
开展“龙”主题研学活动，从了解博物馆里的龙主题
文物开始，学习龙文化起源课程、亲手制作龙灯、参
与亲子舞龙活动，将龙文化深深植入每个参与孩子
的心里。

文化年味：知识点红包、龙文化印章
回溯千年龙文化

大年初一至初六，良渚博物院丰富多样的福利
活动，陪伴观众们过了个“文化年”。装有良渚文化
知识点的红包派送活动、龙主题剪纸与折纸活动、
趣味答题赢礼品活动，让每一位步入良渚博物院的
观众收获满满。此外，良博院还为集章爱好者特别
准备了龙文化溯源主题印章，西水坡蚌壳龙、红山
文化C形玉龙、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陶寺龙盘、西
周龙纹玉圆牌，五个时代的五种龙形，带领观众回
溯千年龙文化。

创意年味：寻龙、刻龙、拓龙
联合遗产地学校开展非遗版画课程

良博院馆校合作学校——杭州市余杭区东塘

中心小学的版画社团师生们，将五千年龙首纹融入
具有时代感的新年图样，与喜庆的年娃娃、吉祥语
搭配在一起，设计出独一无二的版画作品。大年初
三，良博院社教专员与东塘小学美术教师一起，为
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们讲解龙首纹玉器，教他们刻版
画、拓新年挂件，打造一份深刻的龙年文化记忆。

不朽年味：参观临展、体验漆艺
探寻大漆艺术五千年

新年期间，良渚博物院临时展览“不朽——大
漆艺术五千年”持续开展。该展览自开幕以来，就因
重磅珍贵的文物展品、古今相融的策展思路获得观
众的一致好评。漆器常用的红黑配色、龙凤等吉祥
纹样，也给这个新年增添了一抹喜庆热烈的色彩。
良博院还特别准备了来源于西汉漆耳杯的“君幸
酒”“君幸食”字样祝福印章，意在祝观众们新年“吃
好喝好”。除此之外，良博院还组织了灯笼形漆板鱼
纹彩绘、吉祥漆珠打磨两类漆艺课程，带领观众了
解、体验漆艺文化，并亲手制作鱼纹灯笼挂件、多彩
吉祥漆珠，带给观众独特的新年祝福。

周到年味：定时公益讲解
假期博物馆服务更加周到

虽然是假期，但良渚博物院内的志愿者、

社教专员、保安保洁等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为观众提供周到的服务。这个新年，常
设展厅志愿者定时公益讲解、临展厅志愿者
定时公益讲解、“绘本征集活动”少儿主题公
益讲解等活动，最大限度地为观众提供公益
讲解服务。

年味不停：猜灯谜、拓版画、新春音乐会
欢欢喜喜过元宵

月圆向吉，福满元夕。正月十五，良渚博物
院猜灯谜、拓版画等活动气氛热烈。当天下午，
良渚博物院携手浙江音乐学院打造的良·雅·集

“上元佳乐”新春音乐会上演，浙江音乐学院声乐
歌剧系的师生们献上十首中外名曲，包括李商隐
作词的古典名曲《锦瑟》、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
玫瑰花》、《卡门》中的“塞吉蒂亚舞曲”等。乐
声悠扬中，世界遗产与中外名曲跨界交融，源远
流长的文明和隽永不息的旋律，带给观众最为惊
喜的视听享受。

龙年伊始，超过 4.5万名观众走进了良渚博物
院，与五千年文明相伴，庆祝新年、祝福未来。
良渚博物院也将以此为开端，在这个龙年持续为
观众献上周到服务、多彩活动，与观众一起，龙
跃千年。

锦江春色来天地，又是一年好时光。为了办好博
物馆里的文化年，春节期间成都博物馆（以下简称成
博）从初一开始延时开放，共接待国内外观众约 17
万人次，其中 70%来自外地，逾 80%为年轻观众。青
少年、亲子家庭、研学团队络绎不绝，“为一馆赴一
城”逐渐成为人们闲暇时光里的生活新方式。

“新春雅集”以墨为号贺新喜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
刻文物名录》，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汉代《裴君碑》与

《李君碑》荣列其中。成博围绕两碑内容，特别筹划
“新春雅集”品牌之“蜀风隶韵——汉代巴蜀地区名
碑名刻鉴赏”，以墨为号，奏响新春盛宴。

汉代刻石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图卷中令人仰慕
的高峰，《裴君碑》与《李君碑》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
发现的体量最大、文字最多，且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
石刻，记载了李君、裴君两位蜀郡郡守，带领当时的
人们奋发向上的城市发展事迹。此次也是二碑拓片
内容的首次完整展出。除两碑外，还有 24件巴蜀地
区的汉隶刻石精品拓片展出，为今日崇丽古都提供
珍贵的历史注脚。在墨色淋漓之间，成博还以花卉造
景作为新春氛围点缀，抽象写意腾飞的“金龙”，穿插
在姹紫嫣红中，兼具传统风雅和现代时尚，在全馆营
造了热烈的喜庆氛围。

“成博展览季”饕餮盛宴迎新春

春节期间，除了持续开放“花重锦官城”“影舞万
象·偶戏大千”“人与自然 贝林捐赠动物展”三大常
设展外，成博还特别奉上特色品牌“成博展览季”，推

出历史文化与时尚审美融合的两大特展：“风华万
象：16—20世纪典藏珍品艺术展”，从展现时代切片
的精美服饰，到珍贵的国宝级文物珠宝，荟萃300余
件（套）16至20世纪的中外珍品，让观众直观感受中
西方顶级审美的交相辉映，展现东西方审美艺术“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满庭芳——金银器里的宋代生
活”展，云集来自河北易县大北城和四川地区宋代金
银器窖藏等珍贵文物 342件（套），以金银璀璨勾勒
时代风华，重温宋代风雅精致的美学。

“周末儿童博物馆”丰富社教过新年

成博社教品牌“周末儿童博物馆”以“好运兴
‘龙’过大年”为主题，推出“文物里的‘龙龙’大揭秘”
“好运连连金龙送福”等 22场丰富多彩的活动，800
组家庭，3800余人参与，带领大家欣赏新石器时代
至明清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龙形或带有龙纹的文物，
制作精美龙年新春节庆手工，参与展厅研学，提供了
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喜庆吉祥的“博物馆里过大
年”的独特体验。大年初三，成博联合成都交响乐团，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春
之声圆舞曲》等 13首世界名曲依次响起，为市民观
众奏响甲辰新乐章。

“暖心服务包”提升文旅新体验

节日期间，成都博物馆官方自媒体平台持续发
力，及时发布春节假日期间各类消息。从大年初一开
始，展厅人流如织，馆外长队如龙。为让观众们乘兴
而来、满意而归，工作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加强疏导，
并每日增加线上门票2000张，尽可能满足观众参观

需要。同时，成博开展了数场直播活动，观众也可足
不出户在线“云观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宣发矩阵打
破了博物馆的物理局限，以快捷易懂的方式将“博物
馆”送到千家万户。

“黄金周”期间，成博为来馆观众提供了各类兼
具创意和实用性的优质文创产品，黄金周总销售额
同比去年增幅 171%。创新的AR 实景科普游戏《时
空守护者》开启了“AR设备+沉浸游览+文创打卡”
新玩法，以成博馆藏为背景，将文物和历史故事融入
其中，带领观众穿越先秦至南北朝的历史长河，探索
华夏文明的瑰宝。此外，甲辰龙年日历以馆藏中的龙
形皮影为主题，融合现代设计，时尚有趣；皮影神怪
系列新年发光棒棒糖，小朋友们几乎人手一枚……
更有满额抽奖及赠礼等活动，丰富观众的文化体验。

举国乐享新年之际，一线工作者则迎来全面挑
战。为了让游客“感受好，还想来”，“不打烊”的他们
全力护航、用心服务。节日期间，近 100场讲解让观
众纵览成都历史文化，讲解员们还化身城市向导，为
外地游客介绍文旅路线。安保人员时刻注意馆内各
个角落，成为“百科全书”，为观众答疑解惑。约90名
志愿者到馆服务，讲解引导，表演皮影等，为带给观
众优质体验而无私奉献。

成都博物馆的事业建设，是成都市文化建设
的一个缩影。通过努力，成博的自媒体平台和线
下留言簿上收获了来自天南海北观众的表扬。有
称赞展览活动的丰富多彩，有感谢工作人员的默
默付出，还有抒发感想，写下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与对博物馆工作的良性建议。这些暖心的点赞与
回馈，不仅让博物馆工作人员感受到了观众热情
的回报，更成为了成博不断前进，建设世界一流
博物馆的动力所在。

新春佳节之际，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系列
活动，积极营造喜庆、欢乐、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
一个充满文化范儿的新春佳节。

联合发力 打造文化盛会

在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指导下，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与黑河博物
馆、黑河市瑷珲历史陈列馆、黑河知青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博物馆里过大年”
主题文化活动，开启沉浸式“寻年记”。“年味看一看”“年味剪一剪”“年味画
一画”“年味写一写”“年味尝一尝”等环节环环相扣，活动现场“年味儿”氛
围“拉满”。由中国文物报社联合黑河博物馆等60余家文博机构推出的“龙行中
华——甲辰龙年生肖文物大联展”，向观众系统展示了生肖文化的源流以及

“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深厚内涵，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对此次展览进行了现
场直播，观看量达3.5万人次。

同时，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主办“共筑梦想 同
赴未来——华侨华人与冬奥主题展”，联合嫩江墨尔根古道驿站博物馆、五
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共同举办黑河巡展。展览通过“百年圆梦 侨心
相系”“梦想起航 冰雪世界”“环球菁英 筑梦赛场”“赤诚侨心 冬奥有我”

“冰雪运动 人人参与”五个部分，300 余幅图片，向观众集中展示近代以来
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为发展中国体育事业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
民族百年奥运梦作出的独特贡献，在龙江冰雪旅游季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冰雪文化大餐。

红色故事 深受百姓欢迎

春节期间，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抓住、抓好今冬黑龙江旅游火热的契机，
深入挖掘馆藏文物的丰富资源、百年馆舍的特色资源、展陈鲜明的教育资源，
打出“三个资源”的“组合拳”，推出以“1+1+N”为特色的“展厅里的研学
课”，即以一个展览为载体，开展一堂主题研学课，“N”是融合文物、人物、
历史、学校教材知识点等内容与研学卡、讲故事、社会实践、歌曲、绘画、手
工等形式，打造聚合“听、说、看、唱、感”的红色研学课程。《家·家风家
教家训》，从“家”字出发，引导青少年由对“家”的情感共鸣升华为对家风
家教和家训的深刻认识，通过旅俄华侨刘泽荣的事迹感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源
泉，歌曲《中华好家风》演唱等互动环节，进一步加深对“家”与“国”紧密
相连的认知，激发情感共鸣，在欢度新春佳节的同时，进一步振奋爱家和爱国
相统一的精神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与〈国际歌〉》紧密结合中
小学课本知识点，透过瞿独伊和她的爸爸瞿秋白的故事解读《国际歌》；《中国
文化之美》以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百年建筑之美为载体，感知中国文化的深厚
魅力。

多彩活动 扮靓文化新春

1 月 30 日，举办“追梦中华·侨馆诵春——迎新春朗诵会”，小朋友、大
朋友们热情洋溢，通过 《大美龙江·黑河恋歌》《当时我们选择了这座城市》

《中国年》 等 17 个节目，用最饱满的情感和最真挚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祖国、
对家乡的热爱，观众手持“福”字和龙形玩偶等，喜气洋洋。活动还同步进行
了线上直播，5.6万网友通过直播平台实时观看，纷纷点赞、留言，互动热情
高涨。

2月 2日和 9日，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新媒体平台先后推送《我们欢迎你》
《侨爱中华》两首歌曲。《我们欢迎你》改编自《北京欢迎你》，填词、演唱、拍
摄、制作全部由馆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完成；《侨爱中华》入选黑龙江省侨联

“侨连五洲·情系龙江”云上春节晚会，以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营造了“网络
中国节”的氛围。

2月 21日至 24日，推出“家味”元宵节活动，以红色教育课程、猜灯谜领
礼品、体验非遗剪纸三个环节传递“家”文化，深受观众欢迎。市民纷纷表
示，原来一直说家风，但是对具体概念并没有充分理解，通过红色教育课程，
深刻理解到好家风的重要性。活动首日纪念馆同步进行了直播，共5.1万网友线
上参与。

明星“龙”开启“多样年味”
良渚博物院

博物馆里迎新春
打造百姓文化年

初丹

成都博物馆里的“龙”厚年味
王立 唐澜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