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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人杰

在全国博物馆界，连续举办了17届的全
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以下简称

“十大”），被誉为代表业界最高水平的“奥斯
卡奖”。

今年的竞争异常激烈，不但参与的博物
馆数量创历届之最，而且全国陈列展览的数
量更多达2.8万个。

最终的评选结果让人惊喜，5月18日，
评审委员会公布的获奖名单中，“华夏第一王
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跻
身“十大”。

这是继第四届、第十届，洛阳博物馆“永
恒的文明”和“河洛文明”获得“十大”后，洛阳
再次斩获这一荣誉。这对于开放仅半年多的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下简称“夏博”）来
说，对正在打造“东方博物馆之都”的洛阳来
说，都有着非凡的意义、深远的影响。

那么，“夏博”为何能获此项殊荣，其展览
的陈列布局、形式又有何独到之处？

近日，记者来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实地探访，为您揭秘。

开馆半年多，便摘得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最高奖，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如何做到的——

好看好玩能“穿越”，能说会道有故事

博物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老学究”
和做学问的人才会去的地方，普通人即使偶
尔去逛逛，也难看出门道，品出味道，顶多是
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的“文艺”与“好学”。

“参观者对博物馆的传统印象必须打
破。‘让人记住’‘让文物活起来’成了‘夏博’
在规划建设之初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二
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说，而解
决问题的前提，就是要找准博物馆的定位。

无论是市场定位，还是主题定位，均讲究
唯一性和特殊性，因为“独一无二”更容易让消
费者记住品牌。其实，博物馆定位亦是如此。

“作为研究华夏文明开端的关键考古遗
存，二里头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
断代工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二里头遗
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
区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是
中国王朝气象的发端；其是中华文明总进程
的核心与引领者，还是洛阳，乃至中国一张

‘烫金’的历史文化名片。”赵晓军说，三代人、
一甲子的发掘，二里头不仅出土了绿松石龙
形器等大量珍贵文物，还不断用一个个“最
早”刷新着“中国考古之最”。因此，二里头遗
址的历史地位、学术地位，及出土的文物价值
等成就了其资源上的唯一性和特殊性。

为此，在规划建设伊始，洛阳便邀请了全
国知名专家多次讨论，确定了博物馆的基本
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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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组建了由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
科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李伯谦先生担任
大纲编写专家组组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
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
所原所长王巍研究员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
馆长董琦研究员担任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原院长孙庆伟教授亲自执笔的高规
格的陈列大纲编写团队，以保证大纲的学术
性和权威性。

可以说，陈列大纲集结了专家学者的研
究结晶，也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陈列梳
理出了脉络，为接下来的展览陈列内容、形式
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人无我有，方能独一无二

内外兼修，方能表里如一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序厅以“光辉肇始、王
朝开端、拨云见日、宏基华
夏”主题雕塑为起始，追求
史诗般的宏大氛围，着重表
现二里头遗址在夏王朝考
古探索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王朝”位于第一展
厅，包括“茫茫禹迹，九州攸
同”“赐土命氏，祚以天下”

“夷夏东西，夏道兴衰”三个
单元。选取了王城岗、禹会
村、肖家屋脊、新砦等与夏文
化密切相关的十个遗址，文
物展品涵盖夏域全境，并节
选《史记》《竹书纪年》等历史
文献，使地下文物和地上文
献相结合，综合现代考古学
研究，体现“二重证据”成果，
讲述夏王朝的建立、存续和
更迭。

“赫赫夏都”包括“国之
大事”“建中立极”“回望大
都”“厥土生民”和“巍巍华
夏”五个单元，分别位于第
二、三、四展厅，多角度呈现
二里头遗址60年的考古发掘
和研究成果，全面展示夏王
朝中晚期都城的国家制度、
环境、地理、城市布局、国家
结构与文化影响。

“世纪探索”位于第五展
厅，包括“学术殿堂”和“断代
探源”两个单元。采用雕像、
多媒体、采访视频播放、图文
介绍等多种形式，重点展示
夏文化探索历程中六位先驱
的生平、主要成果以及夏商
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概况与成果。

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开放时间

每日9:00至17:00（16:00
停止入场）周一闭馆（除国家
法定节假日外）。

目前仅接受网络预约参
观，每日限额1000人。观众
可通过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官网、微信公众号、官方微
博预约参观。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基本陈列及展厅设置

相关链接

“阳光透过头顶的玻璃打在紫
铜铺就的墙壁上，整个中庭安静、
空灵，空气中透着历史的味道，储
存着中华文明古老记忆的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像‘华夏第一爵’
中的美酒，待君细品。”回忆起开馆
后不久参观“夏博”的场景，家住西
工区，在北京上建筑专业大三的学
生曹杨印象深刻。

“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是与历
史的对话，初见‘夏博’时，我深信
即便是没有学过建筑的人，也会被
那夯土、紫铜传递出的沧桑感染，
感受到博物馆宏大的气势、历史的
雄浑。”曹杨说。

如果说博物馆建筑之美是“表”，
那馆藏及陈列展品则是博物馆的

“里”。若想表里如一，展览陈列内
容、方式、设计都需要别出心裁。

由于专业关系，去参观过很多
古建、博物馆的曹杨最中意的便是

“夏博”主副线的设计，高水平的博
物馆在展览陈列、路线设计上都十
分讲究，会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
求，进行设计。“夏博”通过主副线
路的设计，主线以文物讲历史，副
线借助专家视频、艺术影像、考古
文献、沙盘、VR复原等互动体验来
讲二里头发掘的故事，合理搭配
间，不但完整展现了夏王朝的兴
衰，人们的生活等情况，还一改文
物展“以看为主”的常态，解决了不
同主题展厅，文物多寡不均的问

题，让普通观众看得明白，让专家
学者看后叫好。

“学术支撑、艺术表现、科技互
动是基本陈列的三个亮点。”赵晓
军说，展览将专家学术指导用于展
览陈列设计的全过程，在展项选
择、排列思路、陈列方式以及展项
交互性上，力求突破。陈展内容
上，“夏博”力求多重解读。既有专
家评价研究体系，也有考古爱好者
认知体系，还有中小学生互动解读
体系，使之成为开放多元的二里头
文化传播平台。展览陈列方式上，
巧妙利用建筑设计的夯土墙，将陈
列内容和夯土墙质感融为一体，增
加文物呈现的空间氛围。此外，还
通过“我为夏都造园林”“我为夏都
造宫殿”“二里头玉器工艺技术观
察”数字化互动体验，以及“回望大
都”沉浸式体验项目等，让展柜中的
文物鲜活起来，改变了传统博物馆

“古板说教”“冷冰冰展览”的模样。
据了解，下一步，“夏博”将借

荣获“十大”的东风，依托二里头遗
址发掘工作，不断对展览陈列进行
丰富、调整，不断展示二里头遗址
的最新考古成果，并加快推进数字
博物馆、智慧化博物馆建设，为参
观者带来更好的参观体验，讲好中
国故事、洛阳故事，展示好黄河文
化、二里头文化的内涵，助力洛阳

“东方博物馆之都”、国际人文交往
中心的打造。

互动体验平台，吸引游客驻足

建设“数字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

扫一扫，看文物细节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