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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博物馆以“山东乡村文化旅游节”和“滨
州市第三届市民文化节”为契机，抢抓春节假日期
间文旅市场机遇，精心策划了涵盖博览荟、博学荟、
博艺荟等5大系列62场次的“博物馆里过大年”主题
活动，实现除夕不打烊、春节假日全开放。春节期
间，累计接待人数 36856人，同比增加 94％，接待人
数和外地游客占比均创新高。

办好特色主题展，点亮多彩文化年。
滨州市博物馆立足地域文化，辐射国内外多民

族文化，推出五大专题展览，打造了传统文化与异
域文化相得益彰的立体化展览体系。

“传家宝”厚植文化自信。推出“滨州市历史文
化陈列”“孙子文化展”等常设展览，以历史文物、专
题文献为载体，通过场景再现、交互体验等多种方
式，创新讲好滨州历史故事。

“家文化”引发情感共鸣。引进山东博物馆“家
和——中国传统家文化主题展”，突出“观众共创展
览”这一策展理念，设置投壶会友区、“柿柿”如意手
写祝福打卡区，在共创中亲历艺术体验，引导形成
孝老爱亲、尚善尚美的社会风尚。

“跨国展”领略异域风情。引入“阳光根源：亚美
尼亚当代美术作品展”，来自亚美尼亚的 15位资历
深厚且享誉国际的画家为广大市民带来 34幅精彩
原创作品，多元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
情和风景名胜，让观众全方位领略异域文化。

打好社教组合拳，织密文化服务网。
依托“博学荟”“博艺荟”等社教品牌，加强创意

策划，拓展服务内容，以新课程、新内容、新场景，不
断满足群众新需求，带来文博生活新体验。

新春“纳福”引来国际友人。策划推出新春纳福
超强攻略，不仅有众多市民前来打卡滨博，还吸引
了来自埃及、爱尔兰等多个国家的在滨国际友人的
一同参与，写春联、拓福字、绘瓷器、包饺子、拍全家
福，大家共同体验了一场“五味俱全”的多彩中国年
文化大餐。

文化讲座解码“春节”演变。策划推出《藏在诗词
里的新年仪式感》《清朝皇宫里过大年的那些事》等系
列文化讲座，通过风趣幽默的语言、引人入胜的内容、
生动有趣的故事，带领现场听众走进昔日幽深禁秘的
紫禁城，生动展现春节的由来和历史变迁。

研学课程体验中国“年俗”。依托“博学荟”研学课
程，把书写年味、童赏国粹等课程带到孩子们身边，与
他们一同书写新春寄语、感受戏曲风华，让孩子们沉
浸式体验中国年俗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情。

传统手工探秘龙的“图腾”。滨博里的“龙”藏在
哪里？不同朝代的“龙”是什么样子的？“博物馆里寻
龙记”研学手册带领孩子们探寻龙文化穿越千年的
神秘魅力，通过竹编、挂饰制作等多种传统手工领
略龙图腾纵横四海的雄伟气魄。

延时开放助力喜乐“元宵”。“元宵之夜”的滨
博，实行场馆全域延时开放。赏花灯、看展览、猜灯
谜，场馆内飘动的花灯、涌动的人群，引爆了“夜游
博物馆”参观流量高潮。

建好数字博物馆，打造文化新名片。
滨州市博物馆通过载体建设、数字接入等多种

途径，探索历史文物信息化、数字化展示新模式，以
新技术赋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藏品数字化，带来互动体验。馆内互动体验魔
墙，录入近 300 件馆藏珍贵文物的三维数字化信
息，将博物馆的藏品进行高质量展示，增强参观的
趣味性与参与感。通过设置图书阅览区、文博阅览
设备及数字化讲解等多种方式，提升观众的参观
体验。

展览上云端，拓展服务半径。策划推出了线上
虚拟展览系列活动，打造群众身边24小时不打烊的
博物馆。发布了 28篇与春节相关的文化、历史和展
览、社教等内容的图文、视频，使用户能够“云上游
滨博”。

预约智慧化，实现快速入馆。为了有效应对春
节期间人流量激增的考验，新投入运行参观预约系
统。观众可进入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7天内的门票，
现场通过出示预约二维码、身份证及人工并行等方
式进行核验，为本馆正常开放提供了可靠保障。

守好风险责任田，坚定安全主心骨。
春节前夕，滨州市博物馆开展了一系列安全保

障工作：组织节前消防疏散与灭火扑救演练，签订
2024 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真正做到强化安全培
训、演练，细致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严格落实
安全责任，严肃安全工作纪律。

节日期间，实行 2小时巡视、24小时值班制度，
各岗位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场馆安全稳定运行。

新岁序开，同赴新程，滨州市博物馆将继续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通过不断实践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挥好以文化
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指挥棒”，跑
出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新速度”，讲好滨州故
事，守护文化沃土。 （霍怡帆 张玉 赵海）

春节假期不打烊
博物馆里过大年

中国古建筑自史前时期萌芽，在长达六七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以土木结构为主、个性独特的建筑
体系，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山西现存古代木结构建筑
自唐至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完整地代表了中国古代建
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采。这些魅力独特的古代建筑凝
聚了古人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像一部部木石刻就的
史书，供今人学习、瞻仰、继承。山西博物院“土木华章”展
览撷取山西古代建筑中的精华，展现中国建筑艺术波澜
起伏的历史及蕴藏其中的文化精神。

展览概述

山西现存古代木构建筑时代绵长，序列完整，种类丰
富，以木构为梁架，土坯、砖石为围护，像一页页鲜活的史
书，故而以“土木华章”作为展厅的名称。作为山西博物院

“晋魂”基本陈列中的重要一员，原“土木华章”展览将山
西古建解构为 4个类别：木构、壁画、彩塑、琉璃。在每个
类别中分别以建筑模型、寺观壁画长廊、庙观彩塑、明清
琉璃为展示主项。经过十余年的展陈，逐步完善且深受观
众好评。但囿于当时条件，有些文物的解读未能尽善尽
美；有些新的考古发现和馆藏需要补充；有些展项的展示
方式需要重新设计。自2020年起，“晋魂”基本陈列改造项
目陆续进行，整个项目分三期完成，“土木华章”展厅被安
排在第三期进行。

山西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在全国占据着重要的地
位。现存木构建筑 2.8万余处，其中元代以前的早期建筑
占据全国数量的 70%以上。样本材料数量庞大且种类繁
多，庙宇、道观、衙署、门楼、桥梁等不同建筑类型百花齐
放；彩塑、壁画、琉璃、匾额、木雕等古建附属物丰富多彩，
如何将这些丰厚且驳杂的信息汇集于一个展览，如何在
内容与形式突破窠臼的同时致敬经典，是亟需完成的任
务。此次改陈决定打破原有的框架结构，以更加鲜明的时
间顺序展现山西古建，这样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示古
代建筑的发展规律，还能如画卷一般逐步展示不同时代
山西古建的特点及风采。改陈后的“土木华章”以山西古
建筑和古建内的附属文物为主线，通过整体融合的方式，展现
了山西土木建筑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展览分为“早期营建”

“大唐遗构”“千年法式”“精工华筑”四个单元，带领观众穿越时
空，领略不同历史时期山西建筑的独特魅力。

内容设计理念

因为古建筑不可移动的特殊性，展陈内容以馆藏资源为根
本，辅之以山西重要古建木构模型及多媒体展项。根据古建筑
发展规律及在山西的保存情况，展览各单元分别对应史前至北
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四个时期。每个期段分明暗两条
展陈线索，暗线为“历史叙事线”，讲述中国古代建筑在不同时

期的发展特点与阶段特征；“明线”为展示线，旨在对山
西重要古代建筑文化进行巡礼，包括唐代的佛光寺东
大殿，辽宋金时期的应县木塔、晋祠圣母殿、崇福寺弥
陀殿，元代的永乐宫，明代的悬空寺等不同时期山西地
区保存的重要古代木构建筑遗存。

在“早期营建”单元的“史前建筑”版块中，增加了
天峰坪遗址出土的门轴石。天峰坪遗址是一座新石器
时代末期的小型石砌台城。城址位于从坡地转向河前
面的梁峁之上，采石筑台，砌建寨墙，是河套地区较先
兴起的一批石城之一。通过这件文物的展示，讲述山西
地区的史前先民们因地制宜构筑石城建筑的特殊模
式。在“北朝建筑”版块中增加了九原岗北朝门楼图。图
中的屋顶、鸱尾、瓦饰等在许多文化遗存中均有发现。
图中的门楼建筑的檐柱采用了双柱并立的结构。柱头
上各置有斗拱。斗拱的栌斗呈皿斗状，向外斜出两跳，
两檐柱并立组成两组方向相反的斜拱。这些木构图像
补充了北朝建筑向隋唐时期发展过程中的形态，不仅
为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中国建筑史的宝贵资料。除此之
外，为了突出“建筑”主题，展陈内容在原有展览的基础
上去掉了部分寺观神像及琉璃供器，新增了大魏兴和
二年造空心砖、唐代琉璃兽面纹瓦当、宋代彩釉琉璃
塔、阳泉东村元代仿木构砖雕壁画、“圣母朝会图”寺观
壁画及明清时期众多精品琉璃建筑构件为展品。

形式设计理念

展览的形式设计理念在于将山西古建筑的历史、
文化、艺术及技术融为一体，既呈现了历史厚重感又富
有现代创新精神的展陈效果。为体现不同时期山西地
区木构建筑的技术内涵，增设佛光寺东大殿外檐斗拱1:
1比例模型、应县木塔剖面结构、华严寺楼阁式壁藏经
橱、崇福寺弥陀殿门扇、净土寺大雄宝殿天宫楼阁藻
井、永乐宫整体布局等模型展项。许多文物在展示过程
中通过科学合理的布局和精心设计的展示手法，使观
众在参观过程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山西古建筑的独特魅

力和文化内涵。宋代彩釉琉璃塔本为明器，自上而下为八角攒
尖顶的楼阁、宝球、莲花须弥座和双层圆形底座。整件器物胎质
细腻，工艺精湛，施黄、褐、绿三色釉。琉璃塔上层凭栏及八角攒
尖塔顶形制与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中所绘佛塔形象极为相似，
实物与图像的结合为我们了解宋金时期佛塔建筑结构提供了
更充分的资料。元代永乐宫琉璃香炉为此次改陈中保留不多的
琉璃供器，其口沿一周刻有“时至正二年（1343年）壬午季秋中
元日十方大纯阳万寿宫□□□□人等置香鼎一□□□□氏待
诏任玉逵”铭文题记，为永乐宫众多琉璃制品仅存的年代题记。
在香炉的环境背景展陈中，复刻了永乐宫沥粉贴金的作法，绘
制了三清殿中所绘制的香炉造型以作为共同展示。除此之外优
化了宋绍祖石椁展陈方式，一定程度再现了考古发现时石椁的

样貌；优化了汾阳太符观星宿像等文物的展陈环境，复刻了太
符观玉皇殿供养神像的环境，力求在致敬经典的基础上给予观
众更多身临其境的感受。

展陈布局与展示手法

以时间轴为主线，展览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和特
色荟萃一堂。通过分割、设置墙体，在保证内容连贯性的同时，
将展厅内部设置为“相对独立”的空间，在每个空间内以重点
展项为核心，排布此阶段的古建筑发展特征及重要文化遗存。
在每个“展示空间”中，更需要精心准备过渡环节。第一、二单
元衔接部分使用了开放式的转角，九原岗北朝门楼图与佛光
寺东大殿外檐斗拱 1:1比例模型两组较大的展项对应分布，使
观众可以对北朝至唐时期斗拱结构的精细化发展一目了然。
辽宋时期的过渡以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楼阁型壁藏经橱作衔
接，“天宫拱桥”既是对辽代建筑的补充展示，更开启了下一个
重点展项——晋祠圣母殿的引导。以崇福寺弥陀殿木格门扇
作为金代建筑展示的通道过渡，让观众在打开金代门窗装饰
艺术的同时，抬头即可看到顶部净土寺大雄宝殿平綦中的天
宫楼阁，体会更多的宋金建筑中繁缛华丽的装饰技艺。此外，
展厅中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繁峙岩山寺文殊殿西壁漆雕本
为原“土木华章”序厅装饰，展陈多年已成为山西博物院艺术
序列展厅的标志，在这幅略显老旧的展项上增设了互动多媒
灯光指示设备，不仅增加了对壁画内容的解读，更让这幅“旧
藏”重获新生，让人们重新认识山西宋金时期精妙的宫廷殿阁
画面。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建筑技术进入“总结”的阶段，不同
时期的斗拱独立展示，展现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发展历程，
在此设置互动木构榫卯多媒体展项，让观众参与和体验部分
建筑技术，增强参与感和体验感。

策展心路

展览工作繁重而驳杂，木构模型需要同制作厂商从敲定图
纸到细节整改逐步对接；文本编写需要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展
示文物需要逐个进行保养、修复以满足展示需求；制作施工更
是需要从材质到效果反复考量。一个展览的成功需要全体项目
组的辛勤付出，更离不开其他部门的通力配合。展览策划从一
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关注，筹备过程中得到了山西省古建研究
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在不足 800平方米的空间内将包罗万象的山西古建以清
晰、系统的脉络呈现在观众面前，同时兼具观众科普、艺术欣
赏、社会教育等功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其实最终拿出这样
一份“作业”的同时，我们清楚其中还有很多缺憾，仍然有许多
山西古建的精彩之处没能呈现给观众。面对广大观众和业界同
行的考核，不断精进，力求让“土木华章”以更美好的状态呈现
在大家面前。

（撰文：游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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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在硕果累累的丰
收季节，我有幸作为北京四中国际部“中国的世界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社团”团长，携团队走进腾讯公司就“数字中轴线
项目”进行参观交流，感受数字中轴线背后厚重的文化底蕴和
磅礴的科技力量。这次参观交流不仅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科技与
文化交融的魅力，也让我们对北京中轴线保护与传承有了更为
深入的认识和思考，更让我们心中播下的守护历史文化遗产的
种子充满喷薄之力。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至永定
门，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约 7.8公里，拥有 15个遗产点。作
为全世界现存最完整的传统都城中轴线，北京中轴线集中体现
了中华民族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与杰出才能。它是中
国传统文化活的载体，记录了中华文明的精彩记忆。2012年，它
被列入《中国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为了助力北京中轴
线申遗，2021年 12月，在北京正阳门箭楼，北京市文物局和腾
讯联合发起“数字中轴，点亮文明——北京中轴线申遗‘数字中
轴’启动仪式”，自此拉开“数字中轴线项目”建设的序幕。数字
中轴线顾名思义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北京中轴线进行数字化
呈现，是一种创新的文化传承和宣扬方式。置身于时间的长河
之中，它一面连接着历史与未来，一面连接着虚拟与现实，历史
在这里得以尊重，创新在这里得以释放，古都千年文脉在这里
得以薪火相传。

通过为期半日的寻访和交流，我们得知“数字中轴线项目”
的惊艳亮相离不开一群年轻的“数字匠人”，他们用脚步丈量，
用数字复刻、用科技赋能、用历史滋养、用匠心雕琢。

这是以脚步丈量的数字中轴线。为了做好“数字中轴线项
目”，暮鼓晨钟、披星戴月，项目主理人已经在北京中轴线上完
整穿梭了不下几十次，常常日行 3万步，直到把所有遗产点全
部走下来、刻在脑海里，日复一日，常来常往，常看常新。

这是用数字复刻的数字中轴线。北京中轴线覆盖区域广
泛，特色建筑密集，内涵丰富，体量惊人。项目团队克服了重重
困难，融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知识图谱

等前沿技术，绘就了数字中轴线雄浑的科技底色。通过高清照
扫、三维建模，乃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手段，力求真实准确
地以数字化形式保存还原北京中轴线，形成“一线一中轴、一屏
一景观、一步一洞天”的盛大景观，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
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让昔日帝王家的宫阙楼台、市井瓦肆的
生活场景得以在数字世界中重生，探索一条数字科技助力历史
文化遗产实现社会价值并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

这是因历史滋养而沉淀的数字中轴线。北京中轴线穿梭了
700年时间长河，跨越了元、明、清多个朝代，目睹了中国社会从
封建王朝时代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变革，见证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和飞速发展。项目团队坚守“尊重历史”的原则，大
量查阅史料，挖掘古籍古画，集思广益深挖历史亮点并不断创
新创作，运用数字技术将无形的文化记忆转化为有形的数字语
言，与现代用户建立情感连接，让北京城的历史涵养一脉相传，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这是由匠心雕琢而成的数字中轴线。项目团队在数字中轴
线的作品中埋藏了许多细腻的设计，增强与群众的共鸣，拉进
与群众的距离。视觉方面，结合遗产点元素和北京风筝造型的
设计，推出首个数字形象 IP“北京雨燕”及其他多个NPC角色，
让用户以趣味互动的方式体验北京700年来的城市历史变迁，
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形式的同时，增加了用户的参与感。听觉方
面，在市井民俗模块录入老北京卖冰糖葫芦、豆汁儿的原声，给
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真实互动感。感受方面，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数字中轴线不仅生动重现了北京的历史风貌，更通过“数字
打更人”这一概念，让每位访客都可以打卡互动，参与到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之中，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有效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是对民族记忆的延续，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次

“数字中轴线项目”的参观交流让我对腾讯科技有了更深的了
解，也让我对科技的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为我们探寻历史文
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之路带来了启示。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

的使命，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就，每个时代都有其独
特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当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进一步彰显，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进入了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要充分发挥其人民性，不仅要走入寻常百姓
家，而且要积极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让每个人都成为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万物互联的
今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了更多的路径和方法，数字中轴线
就是较好的例证。我们要探索用数字科技桥梁联通古今内外，
焕活历史文化遗产，让每个人都能触摸历史的脉络，感受文化
的温度。

初心如炬，使命如磐，这次参观交流是一次全新的洗礼，站
在新的起点，我们看见了一道道微光接续奋斗，还有与光同行
的自己。微光成炬、星河璀璨，终将汇聚成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
传承的磅礴力量。

腾讯“数字中轴线项目”参观交流有感
孟家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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