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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进 行 第 39 次 集 体 学 习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经过
几代学者接续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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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
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
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
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
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
响力和感召力。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是使人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
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重大
科研项目，对推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本期讲
坛是刘曙光先生近期在中国出
版协会“远集坊”上的演讲内容，
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代担当
■

做好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化

讲 坛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特点

□主讲人：刘曙光

▲ 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遗址

做好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
化，是一个国际通识。早在 1990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考
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强调“向
民众展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
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同
时，它也是促进了解对其进行保护需
要的最重要的方法。”

其实，在实践过程中，“让文物
活起来”“让遗址遗迹说话”并非易
事，甚至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
为考古遗址或遗迹有“开口难”“口
音重”的问题。比如，河南郑州的大
河村遗址展示了当时木骨泥墙连排房
子的遗迹，但一般人看到的是考古遗
迹，看不懂连排房子是怎么回事。再
如，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秦公一号大

墓出土的铁器，甚至说不清是铁铲还
是铁锹，观众看过之后也留不下什么
印象。还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
土的早期陶器，它是我国非常重要的
考古发现，但在外观上没有什么吸引
力。显然，考古的遗址遗迹与博物馆
中展出的书法、绘画作品以及瓷器等
文物不同，博物馆中书法、绘画等文
物的表现力较强，而考古遗物却“开
口难”“口音重”，许多是很难看懂、
看出名堂的。

为此，如何更有社会效益地转
化、传播这些考古成果呢？理论上
讲，可以通过多视角、多渠道、跨学
科、融媒体来实现。如今，出版的考
古报告和学术著作，以及历史教科书
等，对于最新的重要考古成果也都有

介绍，同时考古学家们也有一些科普
读物。另外，近年来电视直播考古发
掘现场，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如《中
国考古大会》《国家宝藏》《如果文物
会说话》，甚至云直播等，都在试图
更有社会效益的来转化和传播考古成
果。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替代文物在
考古遗址的现场展示，以及它们在博
物馆中的展示。

因此，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在更
有社会效益的转化、传播考古成果的
工作当中，考古遗址博物馆要有勇立
潮头的自觉。

那么考古遗址博物馆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博物馆呢？比如，20世纪70
年代发现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
址，就是一个典型的遗址博物馆。再

如，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院，也是
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座世界遗产地。
还有，发现红山文化女神像的辽宁牛
河梁遗址，在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分
别修建了遗址保护展示厅，牛河梁遗
址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祖母”。再有，
陕西西安的大明宫遗址，是隋唐长安
城的皇家宫殿，现在是一个国家遗址
公园，也有一个遗址博物馆。

除了中国，国外的考古遗址博物
馆也有很多。如，意大利罗马图拉真
市场遗址博物馆，是一座将遗址加以
适当地修复、改造，利用古罗马时期
的一些市场建筑做展厅的博物馆。而
修建在罗马斗兽场附近的罗马帕拉丁
山遗址博物馆，是16世纪罗马一个
红衣大主教自己建的府邸，本身就建

在遗址上面，今天被用作博物馆。还
有，那不勒斯比斯顿遗址博物馆，在
希腊和罗马时代都很繁华，为此专门
修建了现代风格的单体建筑遗址博物
馆，展出在比斯顿遗址发现的考古遗
物。更为著名的是，那不勒斯庞贝古
城遗址，除了庞贝古城遗址有大量的
现场展示外，庞贝考古局负责管理整
个庞贝地区的几个遗址。从博物馆形
态来说，庞贝古城遗址既有专门新建
的小规模的博物馆，还有在遗址现场
借用原址的展示。

通过对国内和国外遗址博物馆的
介绍，可以了解到，考古遗址博物馆
不单单是一个博物馆，更是文化景
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博物馆的
有机结合。

■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特性和优势
考古遗址博物馆，专指以博物馆

方式经营现场，保存、展示遗址的博物
馆，但其“遗址”，局限在考古学概念。
这里所说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泛指那
些依托考古遗址或者在考古遗址本地
兴建的专题博物馆；可以是某一个特
定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主题收藏展
示，也可以是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
综合性博物馆。有时候，还可以是指遗
址保护管理的机构。考古遗址博物馆
是公共考古的核心展示场所，是考古、
历史、景观保护、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多
种功能集合的文化体。从建筑物上说，
主体是收藏、展示、陈列文物的博物馆
建筑，也包括为保护遗迹、遗物而建造
的覆盖物（遗迹本体展示性设施）。

考古遗址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和
在西方的发展道路有相似之处，但是
中国更具特色。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
的“中国特色”，可以从以下四个方
面看：

一是，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考古遗
址公园的建设是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博
物馆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什么是考古
遗址博物馆公园？国家文物局有一个
界定，就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
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
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

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日前，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十四五”时
期150处大遗址，其中103处是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据 2019 年统计，这
103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有55家
建设了遗址博物馆，这和国家考古公
园的建设非常密切；有一级博物馆5
家，二级博物馆 3家，三级博物馆 7
家，剩下的是没有定级的博物馆。

二是，与中国古代史、古代都城史
关联紧密，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大多
建设在中国著名的古代城市遗址，特
别是都城遗址之上。比如，汉魏洛阳古
城、隋唐长安城，包括元大都遗址公
园，都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国力最
强盛之时的都城遗址，今天成为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了考古遗址博物
馆，所以它们是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有的博物馆建
设本身就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比如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是写入国家“十三
五”规划的国家文化工程。

三是，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
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
家重大科研项目关系密切。可以说，没
有这些考古遗址公园的参与，没有这
些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参与，这些国家
重大课题的推动和深入是会有一定的
困难的。

四是，具有多种资源属性。有很
多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资源非常丰富，
它们或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或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是国家5A级
景区，或是各个级别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集多种资源、多种政策的扶持
于一身，所以它们发展的基础是非常
深厚的。

近年来，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中国
博物馆新的增长极。大遗址保护、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
相互推动、互相促进，并展现出非常生
动、富有活力的姿态。最近十几年来中
国文物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最引人注
目的现象，就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异军
突起，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建筑样式
设计，都构成了重要的文化现象。考古
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为考古遗址

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
了发展动力。

中国最早具有考古遗址博物馆意
味的，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
陈列室，它是先有遗址博物馆、后有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典型实例。老馆
建于1953年，新馆建于2014年，时
间跨度长达61年。陕西临潼秦始皇
兵马俑，是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
最典型的博物馆。从1961年被批准
成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开始，
它便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早期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还
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以及第一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
保护和展示秦始皇陵文化遗产的专题
博物馆，集考古发掘、历史研究、遗
址保护、文物修复和博物馆展览于一
身，而且还包括考古学、军事史、艺
术史、建筑史、科技史和文物保护，
研究范围涵盖秦文化概念中的秦俑文
化、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内涵、形
制、建造与制作、建筑结构、功能、
性质与象征等秦俑学学科，其综合
性、复合性非常突出。

综上所言，考古遗址博物馆是
考古遗产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场
所，也是考古研究成果传播转化的
重要载体。

讲到考古遗址的转化、展示与传
播，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考古遗址博物
馆的展示有什么样的特点？它和其他
博物馆的展示有哪些地方相似，又有
哪些不同之处？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其最大
特点是研究型展示、复合性展示，而且
难度非常大。因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
展示，与之关联的领域较多，需要掌握
平衡的难度较大。考古遗址博物馆的
展示，往往与遗址整体保护密切相连，
也与文化景观（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
连。比如，遗址博物馆的位置、风格以
及体量等，都与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
相关联。展示还与考古调查、发掘、科
学研究工作密切相连。很多考古遗址
博物馆不是考古工作结束之后才新建
的，而是在考古工作开始之前就有规
划，甚至是把考古工作纳入到博物馆
的展厅之中，采取的是一边发掘、一边

展示的方式。
展示也与遗迹和遗物的保护、修

复密切相连。比如，在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百戏俑是一个展厅，展厅旁边有专
门做出土秦俑保护、修复工作的工作
室。展厅和文物修复室同在一个建筑
之内，观众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博物馆
里看不到的修复文物的工作场景，看
到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另外，考古遗址
博物馆的展示与遗址的原址陈列展
示、宣传密切相连。展览不仅仅只在博
物馆内，还应包括室外部分。

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来
说，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通病：使用一些
过于专业的传播语言，运用一种碎片
无序的叙事方式，还有陷入套路的展
陈结构，缺乏体验的观览行为等等。因
此，如何提高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的
知识性、观赏性、艺术性，成为做好展
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首先是
对于遗址遗迹本身的展示，包括对遗
迹的原状或者考古发掘现场的展示，
以及对遗迹原状和复原展示。如，安阳
殷墟遗址博物馆复原的妇好墓，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殷墟最重要的发现，
它不仅形态非常完整，还出土了大量
重要的文物，所以在殷墟遗址博物馆
里就把妇好墓做了完整的复原展示。

在遗址博物馆里以考古发掘与研
究为主线的博物馆基本陈列，是传统
意义上的博物馆展示。如青海柳湾遗
址，整个展览的主角就是柳湾遗址出
土的彩陶。

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倾向
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
的都城。从1957年被发现以来，这里
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未停。近两年又
建成了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遗址博物
馆。这个博物馆的基本定位很高，它是

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
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
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为此，作为
全面展示二里头遗址和夏代文化的专
题性考古遗址博物馆，陈列藏品主要
以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为主，全国各
地能够反映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遗址
点出土的文物为辅。目前，基本陈列陈
展面积约 6206 平方米，展出文物
2000余（套），涉及陶器、青铜器、玉
器、绿松石器、石器、蚌器、骨角牙器、
动植物标本、墓葬套箱、纸质文献等诸
多种类。文物来源包括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博物馆、偃师商城
博物馆、荆州博物馆、蚌埠市博物馆、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社会人士捐赠等。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
展览，是见文物、见人物、见具体、见全
局的好展览。特别是基本陈列的第三
部分《世纪探索》，对百年来夏文化探
索历程进行了全面总结，着重介绍了
以顾颉刚、徐旭生、夏鼐、赵芝荃、邹
衡、安金槐等为代表的六位著名古史
学家、考古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对夏文
化研究探索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夏
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两大国家工程做了概述，这是非常
重要也非常精彩的一笔。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陈列具有
独特的魅力，它有着强烈的系统性、权
威性和专业化取向，能真实呈现考古
发掘现场，更直观生动。从观众心理来
讲，能有效唤起观众的在地记忆与情
感，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另
外，近年来新建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参
观的体验层次也都是非常丰富的。

做好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
化，不仅是一个考古研究问题，也不
仅是一个博物馆展示问题，还有高于
考古研究和博物馆展示问题。这就是
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展陈水平的问
题，要把讲政治的自觉性和强专业的
能动性紧密联系起来。

提高政治站位，主要是深刻认识
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
转化工作的重大政治、社会和学术意
义；要积极支持、配合、参与到对出
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
当中，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
力，做出博物馆人的独特贡献。

提高展陈水平，主要是努力发挥
好遗址博物馆特有的专业与跨界力量
优势，强化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核心功
能；要面向公众做好策展工作，要深
入浅出、寓教于乐，从学术角度切
入，以最佳的通俗表达；从考古方法
切入，以生动故事表达；从精彩内容
切入，以完善设计表达。

同时，要加强协调和统筹，注重
开门办馆，加强与考古机构、大专院
校、文化企业的共享、协作、统筹；
分专题联合举办全国性（区域性）的
巡展；策划举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
果系列展览等。要跟上数字化潮流，
利用“互联网+”优势，从现实向虚

拟“破壁”，策划全景数字展览，让
文化与技术交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传承、文物
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充分体现了
党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地，几乎都会到
博物馆参观、指导，使全国考古、博
物馆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和成就。

当前，考古遗址博物馆正处在一
个最佳时期，作为建在“本地”但长
在“高地”的专业机构，它是考古历
史、自然环境、文化景观以及科技等

领域的结合体，处在中国文物博物馆
事业改革发展的前排。虽然数量不
多，但却是博物馆体系中的“精锐部
队”。我总是说考古遗址博物馆是混
合动力，双栖跨界，地位重要，责任
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
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
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百年中国考
古正在进入发展新阶段，即不仅要注
重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也要注重文
化遗产的保护，更要注重考古成果的

“博物馆化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国

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

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为考古
遗址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
的动力、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
我们要有时代担当，要不断增强中
华文明普及的行动自觉和学科能
力，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普及教育的
重大意义，勇挑讲述中华文明故事
的时代重任。通过举办高质量的展
览和社教活动，做到以理服人，以
学服人，积极引导大众特别是青少
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这
不仅是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代担
当，也应该是中国博物馆人的时代
担当。

勇担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的时代重任

■

■

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理
事长、《中国博物馆》主编。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中国海洋遗产研究》 首席专
家，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 《大
运河与长城画传》 首席专家。曾
任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曾率队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
一次南沙群岛水下文化遗产调
查；组织完成了柬埔寨吴哥古迹
茶胶寺保护修复等援外项目；参
与中国大运河、广西花山岩画文
化景观申遗工作。主编有 《中国
文物旅游》《文物工作研究——聚
焦2012》《文物工作研究——聚焦
2015》 等；译著有 《意大利共和
国关于文化与环境遗产的法律法
规汇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