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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上海博物馆以满足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着力点

打造惬意暖意诗意的高水平开放文化地标

武胜路上，一批又一批的市
民游客走进一个外观形似宝鼎的
建筑，这是即将迎来70岁诞辰的
上海博物馆。自1952年12月
建馆以来，上博坚持以收藏、保
护、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为己任，逐
步构建起“包罗中国古代艺术万
象”的顶级艺术博物馆，现馆藏文
物102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
14.4余万件，包含青铜、陶瓷、绘
画、书法等32个门类。

不仅“家底”了得，上博的学
术研究亦成果丰硕，聚集了一大
批文博人才，在文物学与艺术史、
考古学、博物馆学等领域均确立
了学术领先地位。这里是国内最
早开展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博物
馆之一，中国最早探索文创产品
开发和经营的博物馆，中国博物
馆数字化的开创者，首批国家一
级博物馆、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首批全国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国际文
化交流的博物馆，上博积极推动
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还是“世

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重要
窗口。据统计，自1976年至今，
该馆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
区、70余座城市，举办或参与了
150余项精品展览；与大英博物
馆、东京国立博物馆、新加坡亚
洲文明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
物馆等10余家国外知名博物馆
签署合作协议，形成长效工作机
制；开展海外联合考古、技术合
作，拓展“一带一路”博物馆人文
交流与项目合作，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博进入
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浦东新
区建设东馆，高标准履行公共文
化服务职能，努力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以展览教育供给、数字
资源云端服务、特色创意“上博文
创”等，不断满足观众多样化、多
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有爱
无障”的文化供给赋能品质生活，
打造惬意暖意诗意的高水平开放
文化地标。

有人说，想要了解一座城市、一个

国家的文化历史精髓，博物馆是一个

重要窗口，因为这里连接着过去、现在

和未来。

上博于 1952年 12月 21日正式

开馆，原址在南京西路325号原跑马

厅大楼。1959年，迁入河南南路16

号原中汇银行大厦。1972年起，开

国内博物馆风气之先，将综合陈列改

为中国青铜器、中国陶瓷、中国绘画

等专题陈列，奠定了上博常设陈列的

基本模式。1996年10月12日上博人

民广场馆全面建成开放，先进的管理

理念与展陈形式，使其成为全国文博

界的标杆。

上博的常设陈列完整呈现了各艺

术门类的发展历史及中华文明的灿烂

辉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以历代绘

画馆、历代书法馆为例，这是目前海内

外唯一的书画分开、系统展示中国古

代书画通史的常设展，通常每半年更

换一次展品，每次都有一定数量的新

面孔出现，让观众常看常新。在此基

础上，该馆有体系、有计划地引进了众

多能够反映古今中外不同文明的文物

精品展，自人民广场馆1996年开放至

今，举办了160余个馆内特别展览，屡

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比

如2002年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

展”，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

顶级盛会。

近年来，上博积极主动服务国家

与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策划举办了一

系列高质量展览。比如，响应长三角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于2020

年首次创新举办了提升至“江南文化”

学术层面的主题展览“春风千里：江南

文化艺术展”。作为上博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行动计划的重要项目，该展览

突破了单一门类与时间脉络，侧重文

物阐释与江南特质的提炼，呈现了江

南艺术，讲述了江南历史，是一次饱赏

江南文化艺术的盛宴。

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上博策

划举办了“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

术特展”，从学术上梳理了上海千年书

画史，阐释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

文化的关系，彰显城市特质与城市精

神。一幅幅经典之作，无声地诉说着：

上海书画作为江南文化的一脉，继承

了江南文人书画的传统，并孕育出海

派文化，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红色文

化，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新

格局，是中国古代书画向现代美术转

型的重要一环。

自上博建馆以来，社会各界捐赠

者以极大热情参与文博事业的建设，

将个人力量汇入文化繁荣发展的推动

中。统计数据显示，该馆馆藏文物中

有8.8万多件来自各界人士捐赠，其中

珍贵文物3.3万余件，一般文物5.5万

余件，捐赠品约占馆藏文物总量的

8.6%，馆藏珍贵文物总量的23.6%。

至今，该馆的捐赠者人数超过了800

位，集体捐赠超过120家，接受捐赠的

文物批次更是多达1200多批次。从

这些珍品和它们的捐赠者身上，我们

看到了感动，更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向

心力。2021、2022年连续两年，上博特

别策划了“鼎盛千秋”“高山景行”“盛

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以及

“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东

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等

原创性展览，不仅表达了各国人民携

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共同心愿，还

以此向创造、传承、守卫文明的劳动人

民、仁人志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

时也展示了疫情之下全球博物馆力量

与国际合作的精彩案例。

而作为上博“何以中国”文物考古

大展系列首展，今年7月29日开幕的

“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

展”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人

人争看、相谈的热潮。该展览汇聚了河

南博物馆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20家文博单位的314件藏品，借助实实

在在的考古发掘成果展示中华文明起

源、发展和灿烂成就，在“以物论史”“以

史增信”中，真正做到“让文物活起来

了，让文物火起来了”。“中华文明是四

大文明当中唯一延绵至今没有中断的

文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要研究我们的

文明是怎样起源、形成、发展？怎样一

步一步走过来的？要让我们的国人更

充分地知晓，我们中华民族起源、形成

和发展的脉络，从而增强我们的民族文

化自信、历史自觉。”作为“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高度

肯定了展览的意义。事实上，无论从规

模、数量和展品等级上，这都是近年来

不可多得的“现象级”展览，更以此拉开

了上海博物馆与国内考古大省合作举

办“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序

幕，用考古发现讲好中国故事，致敬中

国考古百年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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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品质展览，
打造“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国际博物馆界有一句名言——博

物馆不仅在于拥有什么，更在于以其拥

有的资源做了什么。在整个国民教育

体系中，博物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伴

随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

文件《博物馆条例》正式实施，“教育”两

字近年来也被提到博物馆三大功能的

首位。据党委书记汤世芬介绍，上博依

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围绕爱国主义、民

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分层分众为观众提

供了多样化、创新性的教育活动，包括

学术讲座、文博艺术课程、研学实践等。

在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

来之际，上博组织古陶瓷修复技艺等

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组

团”走进社区，通过修复作品展示、讲

座、互动体验等活动，带领市民们走进

这些传统技艺，看修复师如何化腐朽

为神奇，重现文物之往日芳华。

作为国家文物局第二批博物馆进

校园示范项目之一，上博于2021年出

版了进校园探究性丛书，包括小学版

《博物之美：探秘中华文化》和中学版

《江南之魅：美给你看》。目前，该馆已

在上海市数所中、小学校开展了基于该

套教材的主题性活动，力争在教材内

容、课程设置、教师培养、馆校合作机制

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成

果，全面提升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为充分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的功能，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

际，该馆充分结合馆藏文物及特展资

源，特别策划举办“红色小小讲解员系

列公益活动”，共招募200位未成年人参

与，由专业文博老师对小小讲解员们进

行系统指导，将博物馆故事与上海

的城市精神、品格相结合，宣传爱

国主义精神。今年，响应中宣部志

愿服务促进中心、国家文物局博物

馆与社会文物司“喜迎二十大 强

国复兴有我”主题活动，上博策划

开展了“青少年中华文物我来讲”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入选全国50

个优秀项目行列，荣获优秀博物馆

志愿服务推介项目并在今年“博博

会”期间进行集中展示。

更可贵的是，上博关注到那

些容易被忽视的“盲区”：老人、特

殊人群等，为他们定制专属服务，让博

物馆成为更公平、温暖、有爱的空间，生

动诠释这座城市开放、创新、包容的品

格。今年年初，一本《上海博物馆无障

碍探索手册》被送到了上海市各特殊学

校的孩子们手中。该手册由上博教育

人员和特殊教育教师根据特殊学生的

认知特点和阅读习惯共同编写。除介

绍文物知识外，还向学生提供博物馆学

习的方法，鼓励他们走进博物馆。

盲人作家海伦 ·凯勒在《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中写道，如果可以有三天视

力正常，第二天她就要进入博物馆参

观。然而，对于部分群体，走进博物馆

并非易事。比如，对老人来说，手机提

前预约是个难题；视力障碍者无法用

眼睛看文物；而博物馆提供的语音讲

解，听障者是听不到的……

面对这些难点，上博以精细化的服

务温暖回应。比如，为解决部分老人使

用智能技术有困难的问题，上博专门建

造了一个可遮风避雨的现场预约服务

点，安排工作人员帮助老人现场预约参

观。面向听障群体推出《如何参观博物

馆》《十件必看文物精品》《青铜器上的神

秘纹饰》等主题线上手语导览，每条视频

均配备手语翻译，使受众能够无障碍地

欣赏文物、感知艺术。向特殊人群提供

无障碍展览体验，上博在特展厅入口处

放置可用手触摸的文物1:1复制品，并在

展品前放置盲文介绍，让视障人群和儿

童可以用双手感知文物的形状与质地，

切身感受艺术珍品的魅力。此外，各种

文博体验课程开进盲童学校等，给孩子

们带来生动温暖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创新教育活动，
让公共文化供给“有爱无障”

11月21日零时40分，在水下沉

睡150多年的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整

体打捞出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甚至

登上了热搜。这是世界首个古船考古

发掘、整体迁移、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

设展示同步实施的项目，为“海上丝绸

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研究提供重

要实证，为世界水下考古贡献中国经

验、中国智慧。

上海能够深度参与这个国家重大

考古项目，所依托的重要条件之一是

科研能力的提升和考古人才的集聚。

学术乃博物馆立馆之本、发展之脉。

建馆70年来，上博推动科研工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已经成为中国文

物藏品保管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中国文博改革创新和示范引领的重要

标杆、中国文博人才聚集和人才培养

的重要高地。

“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发展到

一定程度，人们会愈发渴求知道——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又将走

向何处。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就像

是若干碎片，发现得越多，复原的可能

性就越大。”一生追索中华文明根脉、

被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李学勤生

前曾如是说。

曾经有种说法很流行：上海由小

渔村发展而来，历史不过一两百年，

根本“无古可考”。上博考古研究部

的学术团队，用实实在在的考古成果

击碎了传言，力证上海早已走过了

6000年的文化兴衰。截至目前，上海

市境内共发现古文化遗址40余处。

其中，马桥遗址、崧泽遗址和广富林

遗址是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地；志

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和青龙镇遗址分

别于2006年和2016年入选“中国十

大考古发现”；福泉山遗址被列入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150处大

遗址之一；广富林遗址发掘被授予首

届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等，它和

奉贤柘林遗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最主要的阵地……

与此同时，优质科研成果不断涌

现，涵盖文物学与艺术史、考古学、文

物保护、博物馆学等领域。上博拥有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

科研基地”；承担并编制发布国家标

准3项，行业标准25项；获国家专利

授权42项；文保科技项目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等国家级奖项23项；2项文物

修复技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6项文物修复技艺被认定为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

推出《中国青铜器全集》等学术专著

300余本，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主办的《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期刊

是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科技领域的

唯一专业核心期刊。

上博还拥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

盛誉的专家、学者，并在书画、青铜

器、陶瓷器、工艺品的鉴定和传统修

复技术、珂罗版印刷技术和古籍修复

技术等方面传承有序。筹建之始，徐

森玉、沈迈士、沈羹梅、谢稚柳、杨宽、

曾昭燏、蒋大沂、承名世等学术名家

云集。而今，上博有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

员、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传承人、上海市领军人

才、文旅部优秀专家等。同时，注重

青年人才培养，35周岁以下青年人才

占全馆人数比重达39%；在近年获批

的各类项目中，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为青年科研人员主持。

“上博的70年，也是中国文博事

业蓬勃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缩

影。当前中国博物馆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博物馆改革发展也面临着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馆长褚晓

波透露，预计2023年年底前后，位于

浦东新区的上博东馆将建成开放；之

后，人民广场馆也将迎来整体更新改

造升级，位于杨浦滨江以长江口二号

古船为核心的考古主题博物馆启动

建设。以建馆70周年、东馆建设为重

要契机，上博将精心谋划推出“大博

物馆计划”，以守正创新、追求卓越的

姿态，确立“大使命”，实施“建设大场

馆、引领大科创、配置大资源、打造大

品牌”战略，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建

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一

带一路”文明交流全球核心博物馆、

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为

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贡献“上博样本”。

学术立馆，
科研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以长江口二号古船为核心的北馆将在杨浦滨江启

动建设。 叶辰亮摄

▲上博分层分众为观众提供多样化、

创新性的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