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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距今 243 万年的西侯度遗址鹿角化石到 1 万年前的磨制石
器，再到 4000 年前的陶寺礼乐器……近日在山西博物院开展的

“大政之源”展览，精选240余件代表性文物，结合最新考古发现
和研究成果，展现了人类从远古时代走向早期文明的历程。

此次展览由山西省文物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
物院承办。“展览旨在以考古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
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科学揭示山西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
要作用，探寻文明源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介绍，展
览以时间为序列，分为“溯流从源”“以文化人”“国政之始”3部分。

山西是探索东亚地区人类起源的重点区域，先后发现旧石器
地点共计700余处，居全国第一。距今243万年的芮城西侯度遗址
是中国境内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也是中国最早的人类
用火遗址。展厅里陈列着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系列石器和动物化
石，将观众的思绪引向远古时代。

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由打制石器改为磨制石器，迈入新石器
时代。先民赖以生活的工具、技术、信仰和观念都发生了质的改
变。这一时期出现的船形石核、石雕蚕蛹、彩绘陶器等，反映了
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

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上郭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是此次展览的
重点文物之一。螺旋状的纹饰简洁地勾勒出蛹的头、腹和尾部，
形态逼真，造型精美。这枚石雕蚕蛹今年 6 月出土，距今至少有
5200 年历史。它的发现为古代山西南部丝织业研究再添实物资
料，此次展览是它首次公开展出。

“在山西运城多处遗址发现的桑蚕茧、石雕蚕蛹和大量纺轮、
骨针等，说明5000多年前山西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
术，晋南是中国早期丝绸纺织业的起源地之一。”郑媛说。

距今6000多年出现围垣聚落，5500年前产生一批区域性大型
聚落中心，建有多重环壕或城墙，集防护、区划、疏浚等功能于
一体。这些土木工程是国家早期文化形态的物化标志。

吕梁市兴县碧村遗址是其中的代表。碧村遗址是蔚汾河流域
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占据控扼黄河与蔚汾河关口的重
要位置。展厅中有一处场景复原，用碧村遗址的石块堆砌出东城
门遗址一角。

郑媛介绍，东城门遗址是碧村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其布局
规整，保留了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形制最具特色、结构最为严
密的瓮城设施。此处城门的发现，说明碧村遗址这样的大型聚落
已经有了城的概念，聚落建造者有意识地加强对政治和文化中心
区域的保护。

距今4300年至4000年，黄河中游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
域，位于晋南的陶寺就是这一关键时空的代表性都邑遗址。陶寺
继承了中原地区以王权为主、神权为辅的文明特质，产生了领袖
人物对社会的管辖治理理念和维持统治的礼制，通过“定中”形
成了初步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核心就此形成，最初的中国逐
步诞生。陶寺文明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吸收了不同类型文化的
精髓，率先进入文明社会，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主根，进
一步影响了夏商周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

陶寺 M22墓葬规模巨大，随葬品等级高，专家认为这是一座
王级贵族墓。展厅里对陶寺 M22 墓葬出土场景进行了局部复原：
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上，放置一具猪下颌骨，其下两侧各摆放3件带
彩漆短木柄的玉钺。有学者认为，这是 《周易·大畜》“豮豕之
牙，吉”的表现，反映了“成而不用”“修兵不战”“崇尚文德”
的国家治理和外交思想。

此次展览的亮点在于文物的活化利用，遗址场景的复原、互
动展项的设置及沉浸式 3D 观影体验增强了展览的趣味性和观赏
性。在4个月的展期内，还会推出相关学术讲座和社教活动。

回溯港口千年变迁

在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外侧，一台宛若蓝色巨
人的机械装置吸引了不少人驻足。

“这是世界第一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重约500
吨，高40米，轨距宽10.5米，装卸臂展开长约54米，由
美国佩斯高公司于1958年生产。”宁波中国港口博物
馆陈列展览 （社会教育） 部主任刘玉婷介绍，这台
设备是人类运输史和中国港口体制改革的重要实物
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由中国港口历史馆、现代
港口知识馆、港口科学探索馆、“数字海洋”体验
馆、北仑史迹陈列馆、“水下考古在中国”6部分组
成，总建筑面积 4 万余平方米，展厅面积 1 万余平
方米。中国港口历史馆设有“港通天下”基本陈
列，按照远古、古代、近代和现当代 4 个历史阶
段，展现中国港口的发展变化。

走进展厅，一处原始港点复原场景中，陈列着
一件独木舟模型。据刘玉婷介绍，这是河姆渡文化
迄今发现的唯一木质独木舟模型。

“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临水而居，开展捕鱼等
生产活动，航行工具停泊的地点——原始港点应运
而生。由于此时的航行工具主要承担交通的功能而
非运输，因此我们称其停靠点为原始港点而非港
口。”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副馆长毕显忠说。

商周以来，战争频繁，水运因其便利快捷，成
为军事运输的首选，这一时期众多出土文物上都有
与水战或航运相关的纹饰。广西北部湾地区出土的
战国船纹青铜缶是馆内的明星文物。这是一件青铜
礼器，带盖，鼓腹，圈足，器形硕大，肩部饰有两
兽面铺首衔环。器身纹饰繁复，最具价值的是腹部
中间的4组羽人竞渡纹。4组纹饰中均有一艘体形修
长的船，每艘船上至少有 5名头戴羽毛的羽人，反
映了古越人的鸟神崇拜。

“这些羽人有的手拿短兵器，有的手拿旌旗，
有的反手抓俘虏的头发，每个人都显得精神亢
奋。”毕显忠介绍，这可能表现了一场海战后凯旋
的场景，或是战争胜利后祭祀神灵的场景。

“从这件文物的纹饰图像，还能看出越人出色的
造船能力。纹饰中的船两头上翘，由纵向和横向构
件组合而成，横线可能代表肋骨或舱壁，或二者兼而
有之。史书记载水密舱出现在东晋左右，这件战国
铜器上雕刻的船纹看似具有舱壁结构，为研究水密
舱的使用时间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毕显忠说。

战国时期，位于姚江之滨的句章 （今宁波市江
北区慈城镇） 是中国东部重要的内河港和古越国的
通海门户，在这里建起了宁波最早的城邑。

宋元时期，造船、航运和定泊技术均显著提升，
海港河港全面兴盛。宁波明州港与广州港、泉州港
并称三大对外航海贸易港。宁波出土的北宋越窑青
釉荷花纹瓷粉盒等文物，见证了航海贸易的繁华。

明清时期，中国港口分布星罗棋布，内河港口
数量众多，以市镇经济为依托的完善的古代港口已
经形成。展厅里，一座明代郑和木雕像引人注目。
郑和头戴官帽，身着官服，中系腰带，脚蹬朝靴，
仿佛站在船头，衣襟随海风飘动，栩栩如生。“郑
和下西洋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推到了最高
峰。”刘玉婷说，“目前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郑和像以
坐姿居多，很少看到这样年轻力壮的郑和形象。”

在“近代港口”部分，观众可以通过丰富的史
料了解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港口地区产生的激烈
碰撞与交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港口发展掀开了繁荣的新
篇章。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沿江、沿海港口得到跨
越式发展。积极发展港口主枢纽、建设专业化深水
泊位是这一时期港口建设的主要特点。“如今，港
口不仅是运输通道，还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在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刘
玉婷说。

“从句章到三江口，再到如今吞吐量世界第一
的沿海港，宁波港的演变历程正是浓缩版的中国港
口发展史。”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馆长冯毅说，这
也正是中国港口博物馆选址在宁波的背景和意义。

展现水下考古成果

在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有一个独具特色的专
题陈列“水下考古在中国”，集中展示了中国水下
考古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果。

展厅中央，几名戴着潜水镜、背着氧气瓶的
“水下考古队员”正在“大海”深处打捞文物，带
领观众开启一段奇妙的水下考古之旅。

展厅右侧展柜内陈列着自携式呼吸器、旁测声
呐系统、水下摄像机、水下喇叭、浮力起吊设备、
水下绘图工具等水下考古装备。“这台互动设备名

叫‘寻找宝船’，戴上VR头盔，操控摇杆，就可以
体验水下考古的真实感受。”刘玉婷说。

来到展厅左侧，一面玻璃背后是沉船科技保护
修复区，这里陈列着宁波和义路出土的南宋古船遗
存。2003年，在宁波和义路滨江建设工程抢救性考
古发掘中，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尖底海船。经过
长达 3年的保护修复，这艘古船重现原貌。专家研
究认为，此船是航行于内港和近海的小型交通运输
船，它的发现有力佐证了宁波是中国古代对外交通
贸易和造船业的中心之一。

沉船科技保护修复区里，还有正在进行保护修
复的“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船体构件。2008 年，在
宁波渔山列岛海域发现了“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
2012年和 2014年分别进行了船载文物与船体发掘。
沉船出水文物1000余件，以嘉庆、道光年间青花瓷器
为多，还有石材、印章、锡器、紫砂壶、西班牙银币和
中国、日本、越南的铜钱等，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海上
商贸的情况。展厅里陈列着沉船出水的清代青花菊
瓣纹“福”款盘、清代五彩罐等文物，并展示了“小白
礁Ⅰ号”复原模型。研究发现，船体所用木材主要产
自东南亚地区，造船工艺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征。

“沉船保护修复是一项投入巨大、工艺复杂、
科技含量很高且耗时很长的工作，主要程序包括脱
盐保护、脱水处理、填充加固、干燥定型、复原研究、
安装复原等。”刘玉婷说，沉船科技保护修复区的设
置让观众能够直观地了解古船保护修复的过程。

打造“参与式”博物馆

如何拉近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一直以来，宁
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把建设“参与式”博物馆作为办
馆理念。

在现代港口知识馆，观众可以通过散货装船和
卸船码头全景式模型沙盘了解港口货运知识，可以
登上“泰坦尼克号”观看客运码头作业短片，还可
以在互动游戏中体验拖轮协助大船靠、离码头作业
的过程。“参与式的体验让科普不再枯燥，小朋友
很喜欢这种形式。”带孩子来参观的吴女士说。

港口科学探索馆更是以互动体验为亮点。在穿
越时空展区，观众可以回望过去的“海上茶路”，
感受现代的智能化港口，展望未来的无水港；在穿
越自我展区，可以体验港口相关的各种职业角色；
在穿越快乐展区，小朋友们亲自动手控制仪器，体
会海浪发电与直升机降落海上平台的乐趣。

近年来，围绕“港口”这一特色IP，宁波中国
港口博物馆打造了“港博讲坛”“我与港博同成
长”“万物启蒙研学营”“流动博物馆”“探古寻
幽”五大科普品牌矩阵。“港博讲坛”立足于地域
文化和“海丝”文化，为公众提供了解历史文化的
平台；“我与港博同成长”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在动
手实践中增长知识；“万物启蒙研学营”为中小学
生定制有趣的研学课程；“流动博物馆”“探古寻
幽”等活动将博物馆文化送进校园。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还开展跨界合作，推出
“港口与民谣”“港口与诗歌”“港口与影像”“港口
与雕塑”等文化艺术活动。同时，积极利用互联网
平台传播文化，虚拟观展、线上讲座、线上导览等
深受观众喜爱，“青年现场：聆听丝路之音”分享
会吸引了88万人通过网络直播收看。

今年3月，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被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今年 8月，被交通运
输部、科学技术部命名为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

“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宁
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着力挖掘港口的历史文化内涵，
为今人提供文化滋养和思想启迪。”冯毅说，“港博
的展陈是动态更新的，要体现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
和中国港口发展现状。未来还要做更多创新和拓
展，让博物馆真正走进公众心中，向世界讲好中国
港口故事。”

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湾新
城，两座造型独特的建筑联成一体，远
远望去，像两只伏在海滩上的大海
螺。这便是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海丝名城”宁波，自古以“港通天
下”闻名于世，拥有丰富的水下文化遗
产和历史文物。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历时3年建成，于2014年10月开馆，
是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港口专
题博物馆，馆藏文物1.5万余件，其中
国家三级以上文物1000余件。

240余件珍贵文物亮相山西博物院

带你探寻文明起源
本报记者 付明丽

西侯度遗址出土的麋鹿鹿角化石。 山西博物院供图西侯度遗址出土的麋鹿鹿角化石。 山西博物院供图

上郭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 山西博物院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特磬。 山西博物院供图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外观。 （本文图片均由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提供）

“小白礁Ⅰ号”沉船出水的清代五彩罐。

战国船纹青铜缶。

世界第一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