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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两年多的改造升级，青海省博物馆日前
重新开馆。改造后的博物馆展陈面积 9450 平方
米，展出文物2405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91件。

青海省博物馆精心策划了以青海历史文物展
为主，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青海考古成
果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展为辅的“1+3”主
题展览体系，多角度展现青海地域历史与民族文
化特色。同时，优化功能布局，为观众提供精细
化、人性化服务，彰显青海人文魅力。

“1+3”展览精彩纷呈

“新的展览最大的特点是整合了全省文物资
源。”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黄培培介绍，“我们在
充分挖掘自身馆藏资源及文物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整合青海博物馆联盟文物资源，扩充展品类
型，丰富展览内容，提高策展能力，全景式展示
青海从史前文明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

青海历史文物展是青海省博物馆“1+3”主题
展览体系中的核心展览。展览分为6个部分，参展
文物600多件 （套），系统展现青海历史发展进程
和多元地域文化特色。在以往展陈的基础上，增
加了“乙弗勿敌国”“乙弗皇后”“粟特人在青
海”“都兰遗珍”等内容，对青海历史文化的阐释
更加全面，部分参展文物为首次在青海省博物馆
亮相。同时，充分挖掘青海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
点的历史文化内涵，再现古代青海境内羌中道、
吐谷浑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交通功能与历
史风采，体现青海在“一带一路”中的历史作用
与现实意义。

“青海考古成果展是我馆首次举办考古成果专
题展览，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考古的艰
辛历程和丰硕成果。我们秉持‘让文物回归考古
语境’的策展理念，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
让公众近距离了解考古文保工作。”黄培培说。考
古成果展包括11个部分，介绍了青海最具代表性
的8处考古遗址及南亚廊道调查项目，既有对考古
过程的梳理，也有对考古成果的解读和阐释。通
过微缩景观、视频、场景复原等形式，对海西都
兰2018血渭一号大墓进行全面展示。洛阳铲、放
大镜、小型铁锹……形形色色的考古工具加上考
古现场图片、考古笔记等，带领观众走近考古现
场，了解文物是怎样被发掘出来，又经过怎样的
保护修复，最终呈现在博物馆里。

青海是非遗富矿区，拥有形式丰富、民族特
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青海非物质文化
遗产精品展立足于青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辅以青海古建、地区代表性自然风景
等，让观众感受“看非遗游青海”的效果。

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展是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而策划的特别展。展览结合青海省
2021年公布的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联合西路军
纪念馆、慕生忠将军纪念馆、原子城纪念馆等红
色主题纪念馆、博物馆，用文物讲述青海省18处
革命遗址背后的故事。

热水墓珍品首次亮相

绚丽的彩陶，精巧的青铜器，华美的金银
器，生动的木俑……青海省博物馆展示的大量珍
贵文物中，来自都兰热水墓的部分文物是首次与
观众见面，格外引人注目。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是6世纪至8世纪大型墓葬
群，今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的2018
血渭一号墓是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布局最完整、
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之一，墓
中出土金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皮革及纺
织品等文物千余件。

2018 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唐代双狮日月金牌饰
精美绝伦，引得参观者驻足凝望。金牌饰正面凸
起，中心是由日、月和宝相花上下组合的图案。
日、月为细金粟边框内填绿松石组成。宝相花向
上伸出的枝蔓上镶绿松石3颗，外绕细金粟边框。
中心图案两侧各浮雕一只带翼蹲坐的雄狮，双狮
相向，昂首张口，一衔日，一拱月，鬃毛怒张，
狮身各镶嵌一紫水晶。金牌饰背面有系带的环状
穿孔。

镶绿松石凤钗也十分精美，它同样出土于
2018 血渭一号墓。金钗用细金粟环绕出立凤边
框，两支钗脚呈圆管状。凤鸟站在一支钗脚上，
另一支钗脚从鸟胸前伸出。凤鸟双面全身均镶嵌
绿松石，前脚跟部有一金环。虽历经千年，凤钗
仍光彩夺目，灵动立体，令人叹绝。展览中还有
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金胡瓶、鋬指金杯、镶绿松石
金链等，极尽奢华。

舞蹈纹彩陶盆是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此次在青海考古成果展中亮相。彩陶盆1995
年出土于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属新石
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类型。盆通高12.5 厘米，口径
24.2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9.9厘米，外壁绘有
三道平行弦纹，口沿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群舞的
人体图形，一组11人，一组13人，共24人，人物
之间以弧线纹、斜线纹、圆点纹相隔。画面简洁
明快，生动描绘出原始人集体舞蹈的场景，反映
了马家窑先民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水平。

国宝级文物铜鎏金观音立像在青海历史文物
展中展出。这是明永乐、宣德时期宫廷铸像，堪
称明代金铜造像的典范，原供奉于青海藏传佛教
寺院瞿昙寺中。铜像通高 146.5 厘米，重 183.5 千
克，造型为观音立于莲花座上，发髻高耸，头戴
五花冠，通体鎏金，金色纯正亮丽，铸造工艺精
湛，饰物繁琐华丽。观音双脚前莲座錾刻有“大

明永乐年施”汉藏文字款。据介绍，这是我国目
前发现体积最大的永乐金铜造像，其体量之大、
工艺之精、体态之美，都达到了古代金铜造像艺
术的巅峰。

汉代鸾凤铜熏炉盖也是一件不可错过的珍
品。它出土于青海西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河
湟文化旅游标识的设计灵感就来自这件文物。只
见一只鸾凤单足立于炉盖顶部，另一腿前曲，两
翅奋起，尾翼平伸，曲颈灵动，羽翎飞扬，生动
表现出凤鸟即将腾空跃起、展翅高飞的瞬间。此
件器物为分铸合接而成，制作精美，是一件集艺
术与实用为一体的精品。

科技手段丰富观展体验

数字体验馆是青海省博物馆升级改造后的一
大亮点。青海省博物馆信息中心王世威介绍，数
字体验馆利用三维建模、增强现实技术等，打造
沉浸式5G数字体验区和“历史传送门”体验区，
通过动画复原展示青海先民在河湟地区的生活场
景，将历史文物“复活”于日常生活中。在数字
体验馆，既可以看到“青海从丝绸之路走来”虚拟
展，还能体验参观素有“小故宫”之称的瞿昙寺。

线上预约、线上观展、线上听讲解、线上观
影……青海省博物馆融通多媒体资源，为公众提
供多样化线上服务，满足各年龄段人群需求。展
厅里还提供便携式AR眼镜，让参观者可以自助导
览，聆听重点文物的解说。

黄培培介绍，青海省博物馆还通过漫画、实
景图、文物三维展示等形式打造“河湟文化5000
年——青海历史文物系列微展览”、河湟印象、游
青海览古建、游青海探古墓、新展早报等系列栏
目，创新讲述文物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照着刚刚看到的舞蹈纹彩陶盆，我也制作了
一个陶盆，感觉很有意思。”在社教活动中心，中
学生李小伟兴致勃勃地体验彩陶制作。这里还有
制作土族卡通人物布贴画、搭建撒拉族篱笆楼等
活动，让青少年在趣味互动中感受青海丰富的历
史文化。

向警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之一，中国妇女运动先驱，曾任候补
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中央
妇女部第一任部长。1928 年，因叛徒
出卖被捕，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向
警予一生都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全部精力投入到改造社会和谋求解放
的事业中。她留下的10封家书中，不
仅表达了热血报国的壮志，还有对子
侄的谆谆教诲。

向警予 1895 年出生于湖南溆浦，
其父亲为当地富商，思想开明，十分
重视子女教育。向警予5岁开始认字，
8岁入小学读书，“开县城女子入校读
书之先声”。她的几个哥哥都曾留学，
或学医或学法律。其大哥曾参加维新
运动，后又捐资办学，倡导教育救
国，后又追随孙中山至日本，参加中
国同盟会；其五哥也曾参加辛亥革
命。受此家风熏染，向警予很早便接
受革命思想，年少时便有成就一番伟
业的理想。

1916 年，向警予从长沙周南女校
毕业后回到家乡，在父兄的鼎力帮助
下，创办溆浦女校，自任校长。1919
年秋，向警予加入毛泽东和蔡和森领
导的新民学会，不久后与蔡和森等人
赴法国勤工俭学。途中她与蔡和森相
爱，受蔡和森影响信仰共产主义。
1920 年 5 月，二人在法国蒙达尼结
婚。同年12月，她在给父母的信中袒
露心声：“你的九儿（即向警予）在这
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总要不辱
你老这块肉与这滴血，而且这块肉这
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

留法期间，向警予积极投身共产
主义运动。她曾收到在长沙省立女师
读书的侄女向功治谈自己人生理想的

信，回信给侄女称赞道：“你不愿做管理家业的政治家，愿发奋作
一改造社会之人，有思想有识力。”她指出，现在正是掀天揭地社
会大革命的时代，正需要有志青年从事革命事业，要多浏览报章
杂志，了解世界潮流和社会问题。她进一步告诫侄女说，“亲师取
友，问道求学是创造环境改进自己的最好方法”，万不要关门死读
书，“毛泽东陶毅这一流先生们，是我的同志，是改造社会的健
将，我望你常在他们跟前请教！”

1921年11月，向警予启程回国，次年1月在上海办理正式入
党手续。1922年4月，女儿蔡妮在上海出生，1924年5月，儿子蔡
博在长沙出生。向警予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她的女儿和儿子幼
时便托给奶奶和大姑妈抚养。向警予牺牲时，女儿蔡妮年仅6岁，
儿子蔡博只有4岁。虽然在一起时间很短暂，但母亲对子女的影响
却是深远的。姐弟二人始终记得1927-1928年间母亲在武汉紧张
的革命斗争中写给他们的话：“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
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
社会成长。”这首儿歌表现了向警予对子女深厚的爱，对实现解放
与自由的殷切期盼。

1978年，蔡博撰文怀念母亲时写道，他与姐姐长大成人，学
有专业，参加革命，继承父母的遗志，但与父母对党和人民的贡
献相比，常感惭愧；唯有在有生之年发奋图强，为祖国的建设贡
献力量。蔡妮在晚年回忆父母时说：“我没有多少关于父母亲的直
接记忆，却时时感受到父母的精神力量。”孙女蔡楠在回忆奶奶向
警予时说：“在遗存的一份份家书中，我似乎看到她铁骨铮铮外表
下柔情似水的一面。”“作为后人，我们的责任是传承奶奶的精
神，讲好奶奶的故事，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12月10日，由山西博物院、天津博物馆主
办的“杨柳青青话年画”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展览共展出 80 余件
（组）天津博物馆藏杨柳青年画，题材广泛，画风多变。

年画源于古代的门神画，多用于新年张贴，表达祝福吉庆之意。
年画集民俗信仰与民间艺术于一体，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天津杨柳青年画是中国传统民间木版水印年画的代表，始于明末，清
中晚期达到鼎盛，时至今日仍印行不衰，展现出旺盛的艺术活力。

此次展览共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为“雕绘成画”。杨柳青年画制
作，先以木料雕版，再刷出水墨轮廓线并套印出主要颜色，然后手工
描绘。通过这种方法制作出的年画，有宫尖、三裁、条屏、横楣、斗方、册
页、神祃、缸画等品种。这一单元代表作有近代年画条屏《大门神》，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作品《解放有余》《胜利有余》等。

第二单元为“万象入画”。杨柳青年画题材丰富，从传说故事、历
史演义到生活场景、娱乐场面，皆可入画。描画的主体不仅限于人
物、动物，还有风景、山水、花卉等。吉祥喜庆是杨柳青年画最为重
要的主题。这一单元展出的民国时期《大富贵亦寿考》是婴戏题材年
画，画中的牡丹象征富贵，桃子象征长寿。

围绕此次展览，山西博物院还推出线上小游戏、红包制作等体验
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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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博展出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青话年画”展览现场。 山西博物院供图

文物上新 展陈升级

青海省博物馆精彩归来
本报记者 王 梅

图①：都兰热水墓群出土的唐代骑射形金饰片。
图②：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唐代双狮日月金牌饰。
图③：汉代鸾凤铜熏炉盖。
图④：瞿昙寺隆国殿微缩模型。

（本文图片均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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