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的方向，是什么？
优秀的博物馆陈列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收集资料、分析藏品，并在学术研

究基础上完成主题与思路梳理，进而形成具有新颖性与实操性的内容文本。
基本陈列因其在博物馆展陈体系中的重要性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在此方面，“浙江一万年”陈列已具备了较充分的前期准备。首先，在该陈
列之前，浙江省博物馆的同主题陈列“浙江七千年”“越地长歌——浙江历史
文化陈列”分别获得第四届、第九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对于
浙江历史文化与馆藏文物进行过较系统的梳理；其次，有关浙江历史、考古
的综合性著作在近年的大量出版，为丰富陈列内容提供了新认识与新材料，
如 12 卷本的《浙江通史》以及《浙江考古:1979-2019》“浙江考古与中华文
明”和众多的考古报告等；再次，浙江省博物馆同仁已提早完成对“浙江一万
年”陈列内容文本的全新梳理，在“越地长歌”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与
新展品。

因此，策展团队明确了“浙江一万年”陈列的三个优化方向：一是优化浙
江历史文化脉络，突出浙江的文明特点与文化亮点，以物说史、物史并证阐
释浙江精神；二是优化展览结构，形成多层次的释意型展览架构；三是注重
突出浙江考古新成果和浙江省博物馆馆藏体系及特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恰是这
些中华文明形成与演化过程中重要节点的完美体现。目前，浙江省境内已知
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超过120处。其中，2006年调查发现的长兴县七里亭遗址
揭露了石器加工活动面及数百件石器。经古地磁法测定，该遗址的年代约为
距今 100万年，是目前浙江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近十年来，上山文化诸遗
址的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谱系和面貌的原有认

识，特别是该文化中发现
的距今 8000-10000 年前
的彩陶、栽培稻等，不仅是
中国万年文化的源头之
一，甚至具有世界级的意
义 ；到 了 距 今 5000 年 前
后，“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
展出了国家这种形态，步
入文明，其典型代表是分
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
化。”良渚文化中规模巨大
的古城、自成体系的水坝
工程与高度分化的社会，

“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
实 证 ，是 世 界 文 明 的 瑰
宝。”上述节点之外，距今
一千年前后的吴越和南
宋、一百年的红船也都在
浙江、中国乃至世界历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同时，策展团队也梳理
出浙江文化的独特亮点，
包括：以上山—河姆渡—
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
等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特
色鲜明的史前文化；以越
窑和龙泉窑为代表的享誉
世界的青瓷文化；以港口
和海洋贸易物品为代表的
向海而生、包容开放的海
洋文化；以吴越国和南宋
为代表的百工竞巧、风雅
卓越的宋韵文化，以及体
现浙江地区繁荣精致、人
文渊薮的江南文化等。这
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和文
化亮点，以及其中体现的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
立潮头”的浙江精神，都
是需要在“浙江一万年”
陈列中予以突出阐释和展
示的内容。

优秀的博物馆陈列需
要有好的内容文本、好的
叙事逻辑、好的形式设计
与配套软硬件，也需要有
好的展品。策展团队在对
既往陈列中的展品进行重
新甄选的基础上，深挖潜
力，在自己的藏品中补充
了大量新展品，同时还争
取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支持的考古新发现，让
陈列中的实物展品更加系
统与丰富。

上山炭化稻谷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猪纹陶钵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牙雕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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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浙江省博物馆启动之江新馆基本陈列内容文本优化项目。该

项目包括浙江历史、文化和艺术三大板块，笔者有幸参与了以“浙江一万年”

为题的浙江历史文化陈列的文本优化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浙博同仁

共同努力，完成了文本优化并付诸实施。现对项目实施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

行总结，希望能为相似主题的博物馆陈列提供参考与借鉴。

基本陈列是博物馆面向公众进行展示与传播的核心内容，也是博物馆

在规划、建设之初应该关注的重中之重。通常情况下，观众会把博物馆基本

陈列的“好不好”视作博物馆质量“高不高”的重要指标。受20世纪70年代

国际博物馆社会关注点由“物”到“人”转变的影响，我国博物馆自21世纪

以来也逐渐尝试以此观念来指导其运营实践。在展览上，这种影响主要表

现为策展方试图摆脱“以物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希望以特定叙事逻辑组织

展览内容，并依托不同层次、多元维度、多媒介组合的方式进行阐释，“透物见

人”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些同样是“浙江一万年”策展团队进行内容文本

优化的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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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期学术基础归纳的浙江特色和
浙江省博物馆的藏品构成，策展团队确定了

“浙江一万年”陈列的内容文本围绕优化展
览主线、形成新的阐释逻辑、在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与人类文明交融互鉴的视角下提炼
并升华浙江的区域特色三个方面展开。

展览主线的确立

以阐释区域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基本陈
列是我国各级地志博物馆的主要展示内
容，也是公众认识特定区域文明进程、文化
发展与风土人情的直接载体。已有研究者
总结过我国博物馆在此类陈列方面的主要
模式，如李吉光的“三模式说”、李建毛的

“四模式说”等。然而，将这些模式归纳一
下，不外乎两种基本类型，即按照王朝更替
所形成的时间轴梳理区域历史文化发展的
脉络，或者按照主题组团呈现区域历史文
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以时间轴构建历史文化陈列对于观众
而言的优势显而易见：脉络清晰且易于理
解。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志博物馆都采取这
种类型构建陈列主线，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

“陕西古代文明展”由七部分组成，分别对应
史前时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唐
以后的陕西。河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则是以
大小时间轴相互结合的方式，包括“泱泱华
夏 择中建都”和“出彩中原——河南红色文
化陈列”两个独立展览。前者对应古代河南，
用 10个展厅诠释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西
周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金元
时期的河南历史文化面貌，而后者对应近现
代，依时间先后分为“打破旧世界”“建设新
家园”“走进新时代”三个部分。按主题组团
方式组织的基本陈列可以由多个展览组成，
如河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由“石器时代的河
北”“河北商代文明”“慷慨悲歌——燕赵故
事”“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大汉绝唱
——满城汉墓”“抗日烽火——英雄河北”等
主题展览组成。显然，河北博物院的基本陈
列突出了在河北历史上时代特点更显著、馆
藏文物更丰富的史前、商周、汉代和近代时
期。主题组团类型也可以在单一陈列中安排
不同主题，如湖南博物院“湖南人——三湘
历史文化陈列”分为“家园”“我从哪里来”

“洞庭鱼米乡”“生活的足迹”“湘魂”五个部
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拼缀成当地人们
生产、生活的历史画卷，建构一部区域物质
生活史。”主题组团类型的优点在于更能突
出区域发展的特色与亮点，或者给观众提供
不一样的展览叙事体验。但是，该类型的问

题在于可能导致某些区域历史环节的缺失，
如河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缺少了对本地
区隋唐、元明清时期历史文化的系统展示。
同时，该类型也对观众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存在“把一个宏大的时间轴变成
了一个个信息团，而每个信息团中都充斥着
纤细的时间轴”的难题。

有研究者指出，以中国古代王朝为时间
轴的陈列类型会导致“千馆一面”或者“没有
聚焦”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我国博物馆陈列
中的存在，并非不可避免。华夏文明的演进
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在“大一统”
的历史主线之下，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
并非匀速或者单一的线性状态，存在发展的
高潮与低谷，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人文特色
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为区域历史文化的个
性化阐释提供了可能。同时，不同博物馆的
文物藏品在种类和数量的丰富程度也能为
展示提供差异化和多层次的释义空间。

对于浙江省博物馆来说，之前的“浙江
七千年”和“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
列”，以及为之江新馆“浙江一万年”陈列准
备的初步内容文本都采取的是第一种类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发展
脉络清晰，特色鲜明，以及浙江省博物馆文
物藏品体系完整、类型丰富，能够支撑长时
段、多面向的历史文化展示。根据浙江历史
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和文化亮点，以及浙江
与华夏文明主脉的关联，策展团队决定延续
之前的时间轴叙事类型，将陈列内容分为史
前时期、夏商周时期、秦汉六朝隋唐时期、吴
越国时期、两宋时期、元明清时期、近代七个
部分。

阐释逻辑的构建

“浙江一万年”陈列以时间轴为经构成
叙事主线，在各部分之下采用主题组团方
式，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历史面向为纬，
构建经纬结合、重点突出的浙江“大历史”系
统阐述逻辑。

陈列的第一部分为“文明圣地”，以浙江
的自然属性与文明开篇。该部分突出了浙江
史前文明的万年上山、稻作农业、良渚古国
三个亮点。改变以往逐一介绍考古学文化的
做法，从生业、聚落与社会角度重新认识浙
江史前文明萌芽、发展的过程，以降低对观
众考古学背景知识的要求。同时，策展团队
还通过展品组团、知识释读，以及动画、模型
等辅展手段，让史前考古的专业内容变得更
加“可及”。第二部分“古越春秋”，展示了青
铜时代的浙江及古越族的兴衰。该部分以瓷

器源头、吴越争霸，以及铸铜、制玉为代表的
越人技艺为重点，在突出越地先民独特创造
的同时，强调他们与周边及中原之间的密切
交流与互动。第三部分“三吴都会”，揭示了
浙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如何在融入“大一
统”的过程中不断繁荣的原因。第四部分“吴
越胜览”，将吴越国从原来的五代十国史中
独立出来。虽然吴越只是当时的割据政权之
一，但其“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策略却开创
了以杭州为枢纽的两浙经济、文化发展新格
局，是浙江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发展转型期；
同时，近年来吴越国考古新成果不断涌现，
也为再现当时从王室到平民、从文化到技
艺，以及昌盛的东南佛国提供了丰富的材
料。第五部分“风雅两宋”，突出了浙江在北
宋时期“国用所恃”的经济地位与南宋时期
京畿之地的人文风华，让观众从中感受两宋
时期的礼乐文治、繁荣经济与风雅生活。第
六部分“繁盛江南”，展示了元明清时期的江
南风物。第七部分“旧邦新命”，时间跨度为
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间，突出的是
浙江人民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大历史观”的运用

在优化陈列内容文本时，策展团队始终
以“大历史观”提升展览站位、突出浙江特
色，努力让“浙江一万年”陈列成为融会知识
的空间，并希望以浙江万年文明史为圆点，
实现透视中国、放眼世界的阐释目标。

“大历史观”的大，首先体现为中国乃至
全球视野。在史前时代，其一方面表现为浙
江与周边地区的密切文化互动，以及对南岛
语族形成与扩散的影响之中；另一方面则体
现在浙江古代文明与中国其他区域文明乃
至世界著名古代文明的横向对比之中，并据
之凝练出浙江考古发现的中国之最和世界
之最。策展团队将上述内容加入内容文本，
借此突出浙江史前文明作为我国多元一体
文明格局组成部分的积淀厚度，以及与同时
期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发展高度。
在历史时期，浙江先民以开放包容，经由海
上丝绸之路连通世界的历史也在陈列的各
部分中进行了强调。

“大历史观”的大，也体现在长尺度的时
间观，通过历史悠久的社会，在经济结构发
展过程中观察历史的脉动。在“浙江一万年”
陈列中，策展团队不仅将时间的上下限从原
来的距今万年到 1840 年拓展为距今百万年
至1921年，同时还打破了单纯按王朝顺序叙
事的做法，将陈列文本的各部分作为一个具
有共同特征的有机整体进行阐释。

内容的优化，做什么？

展览的“新”可以有不同面向的做法，比
如新的内容、新的结构，或者新的叙事方式、
新的展示手段等。“浙江一万年”策展团队在
强化研究基础、优化内容设计、补充展览资
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尝试。

强化研究基础
2024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

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将研究与教育的重
要性并列讨论，可见研究为博物馆的主要职
能之一，也是展览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优
秀的博物馆基本陈列需要多方面投入与支
撑，坚实的学术研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浙江一万年”陈列策展团队不断强调，
基础研究对于博物馆陈列的重要性。策展团
队由浙江省博物馆专家与复旦大学师生组
成，具有高职称、高学历和研究能力雄厚等
特点。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查阅大量资
料，对陈列文本初稿的内容进行优化，前后

经历数轮专家论证，六易其稿，以新的研究
成果支撑对浙江历史文化所具有的连续性、
多元性、独特性、创造性的整合，让观众在清
晰的时间主线上，通过对史、物、人的客观呈
现体悟浙江历史文化的“根”与“魂”。

优化内容的主要做法
策展团队对于陈列文本的优化包含了

不同的内容：在陈列结构上，调整对浙江历
史文化的阶段性划分，以“大历史观”延伸陈
列的时间轴线，用经纬交织的叙事逻辑展现
历史的原境与脉络；在内容组织上，将每个
阶段作为整体进行阐释，并确定各部分的展
示重点，力图做到详略得当，清晰明了；在阐
释方式上，利用物件、事件、知识等的组合解
读复杂主题。深入发掘历史内涵，以物件为
点、以事件为线、以知识为补充，层次分明地
解构组合出历史文化的不同面向。历史文化
主题的基本陈列并非是将教科书或研究成

果贴在墙上、放进展柜，需要在锚定区域特
点与亮点的基础上，对展品进行叙事性转
化，通过展品组合或合适的辅展方式深化展
示主题。

补充展示资源
博物馆展陈始终是以“物”为基础展开

的，缺少了“物”的展陈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
之木。为了让陈列内容更加丰富、让展品阐
释主题的能力更强，以及让展品组合得更加
有效，策展团队除了用好浙江省博物馆的自
有藏品外，还通过借展的方式获取大量的新
展品，如从考古机构借展的考古新发现和新
成果，从其他文博机构借展的藏品等。通过
借展方式补充展示资源同样是博物馆藏品
有效利用和活化的手段，在“浙江一万年”陈
列中这也是值得一说的新尝试。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
究员）

获得的经验，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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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金华市万佛塔地宫出土的
南朝鎏金铜菩萨立像

绍兴出土的东汉“田氏作”
西王母舞蹈画像镜

绍兴钱清出土唐“会稽县印”铜印

明代王世琦墓出土
獬豸纹金带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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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杭州西湖出水的北宋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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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市崇因寺塔出土的唐插图本《佛说阿弥陀经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