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会议审议

通过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研究

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和负责

人，杜飞进当选为研究会会长。

据介绍，成立北京红色文化

研究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保护传承利用首都丰

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推进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北京红

色文化研究会将坚持站在红色文

化建设第一线，深入挖掘首都红

色文化资源，深化学理研究和宣

传阐释，整体推进以伟大建党精

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研究，助力首都三大红色文化

主题片区协同发展，着力打造全

国红色文化弘扬传承高地。研究

会将牢牢把握首都红色文化建设

的特点与优势，大力加强红色文

化的研究阐释工作；以建言献策、

提供决策咨询为抓手，着力提升

首都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水平，助推激发红色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以服务大局、资政育人、

助力发展为目的，持续加强红色

文化的宣传交流传播；不断建立

健全红色文化研究人才、成果融

合发展机制，不断提升研究会自

身建设水平，努力当好红色文化

的研究者、红色历史的宣讲者、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红色血脉的赓

续者。

渊张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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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山万水：

中外博物馆交流互鉴体验文明感召
法国，一个诞生过众多影响世界的

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国度。巴黎吉

美博物馆红色外墙上，代表着自然、和

平、智慧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十二神

兽”塑像镶嵌其间，与远处的埃菲尔铁塔

相映成趣；

中国，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千年

古都北京，故宫文华殿内，“紫禁城与凡

尔赛宫”特展，来自故宫博物院、凡尔赛

宫等机构的约 200 件文物，展现 17、18

世纪两国间“彼此尊重、相互欣赏，彼此

借鉴、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史。

“万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

相互映照。”———展览前言中有这样 16

个字。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

要殿堂，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联盟主

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认

为，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的合作可以

为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

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开辟一条有效的渠

道。这将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文物交

流中心开始承担国家一系列重大文物展

览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心策划实施

了 340 余项国家级重大文物展览，足迹

遍布世界五大洲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

观众人数超 8000 万。

国家文物局 2023 年 5 月公布的数

据显示，2022 年，中国博物馆总数达

6565 家，排名全球前列。在中国各地，丰

富多样的博物馆及其展览陈列，是世界

了解中国人文历史的一扇窗口，也成为

文明多元并存、兼收并蓄的生动见证。

甘肃省博物馆的高善穆石造像塔，

形制显示从印度覆钵式塔到完全中国化

的亭台楼阁式塔的中间过渡形态，是佛

教中国化早期的实物证据；

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镶金兽首玛

瑙杯，跨越千年自唐朝而来，展现了丝绸

之路鼎盛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辽宁省博物馆中，造型独特且世

界唯一的鸭形玻璃注，不仅证明了草原

丝绸之路的存在，更证明了东西方文化

在 1600 多年前交流频繁……

罗马骑士面甲、罗马时代尖底双耳

酒瓶、罗马皇帝多米提安金币……初夏

的河南博物院东临展厅内，“小而美———

卢森堡文物精品展”正在举行，共有来自

卢森堡国家考古、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的

210（件）组展品展出。这些展品 3 月 18

日通过郑州—卢森堡的“空中丝绸之路”

抵达河南博物院。

“上一秒还沉浸在厚重的中原文化

中，下一秒感觉就到了欧洲。”郑州市民

李芳说，“这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

漫步展厅，一件酷似中国仰韶文化

时期的小口尖底瓶展品成为本次展览的

“人气王”。据介绍，这是一件罗马时代的

双耳酒瓶。

有意思的是，经过研究和论证，部分

专家认定，仰韶小口尖底瓶是中国最早

的酿酒器或者盛酒器。虽然两件文物年

代相差几千年，却意外地为不同文化搭

建起一个共同对话的频道。

“本次交换展览的特点是互相展示

丰富的历史故事，以搭建远距离联系的

桥梁，促进相互理解。”卢森堡国家考古、

历史与艺术博物馆馆长米歇尔·波费尔

说。据介绍，在展览中，观众还可以通过

触摸屏、虚拟现实等互动方式，深入了解

卢森堡的历史文化。

2018 年，河南博物院在卢森堡国家

考古、历史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河

南文物珍宝展，深受当地民众欢迎。

“如今，卢森堡文物精品的回访，不

仅是对那次展览的延续，更是深化两地

文化交流的体现。”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

林介绍，截至目前，河南文物已经通过

170 多个展览在约 40 个国家的 120 多个

城市展出。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

划》中提出，“加强文物国际交流合作”，

“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明

交流互鉴”。

业内人士表示，博物馆要在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中更积极发挥“民间大使”作

用，不断增进民族、国家间更深层次的理

解，把区域性文化引向更广阔的世界。

“当今，如何用博物馆继承和传播

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不同文明之间交

流互鉴，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安来顺说。

“博物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博

物馆与文明传承和创新”“博物馆的资源

转化与活化利用”……第三届丝绸之路

国际博物馆联盟大会 2023 年 11 月在北

京举办，探讨博物馆的未来。举办该活动

的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 2017 年成

立，如今已吸纳来自 42 个国家的 172 家

成员单位。

“这个联盟为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

机构，建立起了专业的联系，为我们的交

流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国家博物馆国际关系部主任库马尔·

朱努索夫说。

截至目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牵头

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博物馆联盟、

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亚洲国家博物馆

联合会等多个国际合作平台，已有近

200 家国内外博物馆参与其中。

按照规划，到 2035 年，中国将基本

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为全球博物馆发

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渊据新华社冤

中国博物馆去年接待观众 12.9 亿人次
国家文物局 18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23 年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2.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2023 年全年

新增备案博物馆 268 家，全国备案博

物馆达 6833 家。今年“五一”假期，我

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 5000 万人次，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博物馆数量持续增长。国家文物局

近日公布了第五批 123 家国家一级博物

馆，国家一级博物馆目前已达327家。近

年来，我国博物馆数量以平均每年约300

家的速度持续增长，总量居世界前列。

博物馆教育功能持续发挥。2023

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 4万余个、

教育活动38万余场。

博物馆科研能力不断增强。全国

各级博物馆 2023 年实施研究项目

3500 余项，发行出版物 3000 余种，发

表论文 1.3 万余篇，涵盖农业起源、文明

互鉴等主题。截至目前，累计认定 8 批

共 40 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渊据人民网冤

故宫博物院展示研究与教育转化成果
故宫博物院围绕传统文化的科普

传承，馆校合作资源的共享、共创等领

域推出相关项目，从多个渠道展现故宫

博物院在专业研究与教育转化方面的

成果与举措，及在教育传播与促进行业

专业研究发展方面的实践与影响。

其中，5 月 18 日，在故宫博物院教

育中心举行了“汉字中的缤纷世界”馆

校合作艺术成果展示活动，集中呈现了

近期古文字主题的馆校合作新成果。

此外，故宫博物院当天还上线了一

批“我们的故宫”主题教与学资源。该资源

源于 2022 年故宫博物院与香港中国文

化研究院合作的“我们的故宫”项目。此

前，该项目已在香港推出了一套可供当地

学校教师使用的展板、学习手册、图片集

等内容，截至今年 4月，共进入 252所学

校，惠及学生 8万余人次。据叶光明日报曳

安徽淮南武王墩墓椁室考古发掘有序推进
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安徽

淮南武王墩墓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取

得重要成果。

据介绍，椁室考古发掘有序推进。

北、西部 4 个侧室发掘完毕，东一室、南

二室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提取各类文

物 3000 多件（组），以及大量动植物遗

存。北一、二室被盗扰严重，仍然提取出

600 余件（组）器物，多数为琴瑟等弦乐

器，出土的编钟架横梁保存完整，上有悬

孔 14处，与追缴的青铜编钟数量吻合。

南一、二室出土漆盒、耳杯、盘、豆、鼓，玉

璧、璜以及大量铜箭矢等。西一、二室遗

物以漆木俑为主，还发现木车、乐器和少

量遣策类竹简。木俑有 200 多个个体，

分立姿、坐姿等不同姿态，部分木俑佩木

剑。东一室以青铜器为主，目前已提取青

铜器 150 多件（组），器类有鼎、簋、簠、

敦、钫、壶、甗、豆、鉴、釜、盘、尊缶等，青

铜礼器组合保存完整；与青铜器同出的

还有百余件案、俎、盒、榻等漆木质饮食

宴享起居用具。

日前，安徽省组织召开专家论证

会，深入研究讨论武王墩墓时代、性质

与价值内涵。专家认为，武王墩墓出土

文物的形制、纹饰、组合等具有战国晚

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结合墓葬规模、

结构、出土文字材料与文献史料等综合

分析，武王墩墓主身份可能是《史记·楚

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 渊张影冤

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