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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物”？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

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各

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

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

类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说，文物是人类文化成就物化的见证，是中国人的骄傲的

话，那么，这是因为文物是“可信、可亲、可爱”的。诚如著名文物专

家、考古学家孙机先生所言，将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总括起来加以

回顾，就会发现古人的发明创造不计其数，从天文数学到农田水

利，从烧砖制瓦到驾车造船，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更不要说丝

织、造纸、冶金、制瓷等世人普受其惠的诸多发明，正是这些成就有

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一件件文物，承载着源远流长、从不中断的中国历史，吸引着

观众去解读、探寻。文物为什么“可信”？这是因为考古发现属于

第一手资料，不带有主观意志。就比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保存了

3000年前的文字，因为“可信”，因而才据此而将中国信史向上推进

了约1000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惊叹，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

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华文化是延续至今而且从未中

断过的文化。当我们趸拥着虔诚恭敬之心而与包括这些典籍资料

在内的珍贵的文物对视、交谈时，透过承载于文物身上的优秀历史

文化，既让我们深深理解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明所从来”，由此激

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赋予

我们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感，又将引导我们“知其将往”，思考过

去、展望未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共情共鸣呀！

文物，也是“可亲”的，许许多多文物尽管时空久远，但它终究

与过去人们的学习、劳作和生活日常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交集，只要

细细涵泳、摩挲，我们在还原中自能充沛感受到其的历史温度、文

化温情和工艺温润。须知道，“古代文物，尤其是其中的物质文化

资料，纵然多半是日用品，和重要历史事件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

却是人民生活的见证、科技水平的标尺，是其所属时代社会发展的

一面镜子”（孙机语）。更何况，由文物自身的传承性和创新性所决

定，它们还生生地映照着今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这是一份多么

难能可贵的“可亲可近”的情愫！对此，我自有着深切的体会。比

如每每去世界成熟瓷器的发源地绍兴上虞的一些古窑址参观，每

走过一处越窑青瓷的古窑址、一个残品和碎片堆积场，我都似乎被

一种特殊的磁场裹卷着。尽管它们早已成了残品和碎片，但在我

观之，它们的造型与釉色，都有大地的赤诚、太阳的温暖，都同人、

人心、人性的审美价值有关。哪怕一个简单的符号，都是古人点缀

平常的生活、贫瘠的日子的需要。在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上虞禁山窑址”，除了碎片，我还看到了出土的产品标本，均

为成熟青瓷器，器型包括樽、簋、洗、盆、灯、罐等近30种器型，且胎

釉质量高，装饰华丽，尤其是纹饰诸如弦纹、水波纹、菱形纹、直线

纹、网纹、布纹、叶脉纹和贴印铺首、爬虫等的印划、镂贴等，可谓集

青瓷纹饰之大成，而制作与装烧工艺更趋成熟而高超。我为此而

产生极其震撼的感觉——既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越窑青瓷的故乡而

自豪，也为它曾以母亲瓷的身份影响过其他古瓷的发展而骄傲。

而更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仿古的青瓷产品还是植

入现代创意元素的青瓷作品，竟然“青春焕发”而与当下人们有着

最亲密的互动。

过去，在人们的印象里，文物总是过时落伍、刻板僵滞的东

西，换言之，文物似乎并不可爱。其实，这是一种深深的误解。如

果能够还原其原貌，解读其初衷，或许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文物其

美其趣，定然能令我们耳目一新而爱不释手的了。现藏于绍兴市

上虞区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吴越国越窑青釉鸳鸯瓷砚滴，由

上虞下管镇同郭村出土，通高 11.5 厘米，长 16.5 厘米，器型为一只

蹲伏鸣叫的鸳鸯。这只鸳鸯瓷砚滴，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高

超技艺和对鸳鸯性格特点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又可以看到古代人

们对自然界和生命的尊重和崇敬，也体现了他们在审美上的追求

和对美好的向往。

文物所承载的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与情感，千百年不渝，

就在可信的字里行间，可亲的日常琐碎，可爱的历史碎片中，这注

定也是能够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的强大逻辑基础。而坚持

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则必然是保障和促进文明生生不息的要义

所在。

在 6 月 10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浙江

博物馆为观众带去独具特色的丰富的活动，“国宝

墨影”拓印体验项目，由社教老师带领大家体验浙

博国宝文物的纹样拓印，包括河姆渡文化象牙蝶

形器上的“双鸟朝阳纹”、雷峰塔出土文物上的善

财童子像和宋六陵遗址中出土瓦当的花卉纹。以

浙博的特色馆藏文物为灵感，加上非遗技艺的体

验环节，希望以一种更亲近、更直接的方式让观众

了解浙博的文物风采、感受非遗的文化韵味，让文

化自信的种子在公众的手里和心间发芽。

浙江省博物馆开放与教育部职员曹若琛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的主题定为“文物保护利用

与文化自信自强”。在他看来，这个主题可以拆分

为两个方面：“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自信自强”，

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文物保护

利用”是途径和方法，“文化自信自强”是目的和意

义。我们当前切实可做的就是重视文化遗产的存

在和意义、加强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对博物馆里

的、街头巷尾的还有散落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

产进行保护、研究、宣传，将它们带到公众面前、带

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

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进而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

化自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让文物活起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年

来，浙博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探索呢？

曹若琛介绍道：“我们相信‘让文物活起来’的

重要落脚点是使文物从库房中、展柜中、图片中

‘走出来’，观众们能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灿

烂的文化遗产，让文物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活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直以来，浙博都本着“以人为本、以心传承、

以文化人、以物育人”的教育理念开展社会教育服

务，创新教育活动形式。浙博近几年都在着重挖

掘馆藏文物的内在价值，开展个性化、分类化、主

题化的日常教育活动，针对各类人群创立8大类20
个项目教育品牌，让文物赋能美好生活，将文化遗

产与所有人群平等共享。同时，浙博还汇集一切

可动员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加强

馆校、馆企和馆社合作，与40多家社区、学校、部队

等单位共建了特色教育基地，整合馆内外资源合

作研发专题课程、编印《探秘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

馆之宝》《掌上浙博》等读本，还与杭州市天水小

学、现代实验小学等浙江省内十余所学校建立常

态化的馆校合作机制，开发《浙江一万年》《红船从

“浙”里起航》《十里红妆》《文物话科学》等系列课

程，配有专门研发制作的教具、教材、教学视频，让

文物资源从“馆舍天地”走进社区、部队、企业、中

小学校的“大千世界”。

除此之外，还创新实践展教一体化模式，策划

实施《红船从“浙”里起航》《宋韵千年——百馆联

动展》两大精品展览，打破以往展览和教育活动分

开进行的现状，将现场展览和延伸教育活动有机

结合起来，展示文物文献、音频视频的同时，也通

过互动式、沉浸式、可视化的教育体验项目，实现

“灌输式”向“体验式”展出的转变。

在“可信、可亲、可爱”中
感受文物的魅力
■赵畅

让文物从库房中、展柜中、
图片中走出来
■本报记者 俞越

作为一座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

馆拥有着丰富的藏品。

中国印学博物馆馆长乔中石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经过对馆内的升级改造，馆内所有藏品均已

数字化，“印章的实物实在是太小，5cm见方已经属

于大件，正常陈列大家很难看清内容、笔法等”，乔

中石表示，在展陈方面，除了常规的展示手段，

VR、视频等交互式的展示方式对于印章来说更为

合适，“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放大等方式，看得更为

清楚。”

通过搭建平台，一系列邀请展、联合展等主题

性的展览如秦印展、三晋古玺专题展、临淄封泥展

等，通过系统的梳理，深入浅出地介绍印章的风

格、流派等；通过专家的艺术把关，出版相关书籍，

也进一步推动篆刻的研究和创作。

如何让普通人接触、喜爱篆刻，这其实是一件

更难的事情。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中国印

学博物馆的“印之爱”篆刻支教活动走进了江苏金

坛，这是该系列活动的第18站。乔中石表示，中国

的篆刻艺术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的古代金属

玺印开始，随历史变迁不断发展。至元末明初文

人以书法和镌刻结合，以石材为主要原料，以刻刀

为工具，以汉字为表象的中国独特艺术形式。然

而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门类，篆刻的传

播、发展极为不均衡。从2012年起，中国印学博物

馆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印之爱”篆刻支教活

动，通过进学校、社区、机关等活动，先后走进西

藏、青海、云南、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特别是偏远

地区，向大家推广篆刻艺术。

除了支教活动，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还

将篆刻艺术在一系列重大的活动、赛事中亮相，如

为 2016 年 G20 峰会各国首脑刻的肖像印，如创作

了“庆祝建党百年”主题篆刻作品 36 方，被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陈列等，都引起了巨大

反响。

篆刻艺术如何推广
■本报记者 俞越

印之爱活动

小朋友体验“针刺无骨花灯制作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