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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展览运作的探索

赵雁君    

    在人的发展与社会和谐进程中，博物馆已经是社会公众不可或缺的终身学习场所，博物馆的受众也正在发生量与质的变化。关怀社会，关怀公众应成为博物馆工作的重

要原则。如何利用馆藏资源、社会资源搞好展览就成了博物馆日常工作的着眼点。 

 

    一、关于展览览模式  

    每个博物馆的展览模式不尽一致。结合馆里的藏品特色、藏品优势、展厅条件以及办馆方向与目标，系列化、精品化、学术化、通俗化，是浙江省博物馆的展览定位，

并已成为我们推出展览的指导思想和运作模式。 

 

    由于展厅条件制约，我们尚不具备举办大型文物展、艺术展的客观条件。所以我们的办展策略首先定位在展览的持续性上。把展览办成系列化，形成一种持久力与后

效应，以扩大社会影响力。其次是走精品化展览的路子，组织高规格、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知名度的精美文物或艺术精品，举办精品展览，增强对社会的吸引力。在展览推出

之际，举办围绕展览主题的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出版图录、文集等，实现展览效果的最大化，促进观众文物知识、历史知识的增长与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近几

年来推出了： 

 

    (一)艺术系列特展  

    1999年，浙江西湖美术馆落成(隶属于浙江省博物馆)。从2000年始，我们在这个美术馆里，相继推出了“世纪经典——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大师系列作品特展”、“世

精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名家系列作品特展”。上述二个系列特展分别由12个展览组成。继而推出的“世纪掇英——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系列作品特展”，分山水篇、花鸟

篇、人物篇、书法篇、油画篇等5个篇章，每个篇章由10位当代名家的10个作品展览所组成。2000年至2003年，推出中国历代绘画流派系列展。  

    2004年，中国第七届艺术节在浙江举行，特别推出了“旷世墨宝——浙江馆藏唐宋元明书画珍品大展”“百年回眸——浙江近现代美术名家精品大展”“画之大者—

黄宾虹艺术大展”等三个展览，成为“七艺节”艺术展览的最大亮点。2005年，为纪念黄宾虹先生逝世50周年，我们把展览工作定为“黄宾虹年”，全年推出六个特展和

“清芬遗泽——黄宾虹收藏书画展”，以及在台湾举行“浑厚华滋——黄宾虹纪念展”等八个展览。 

 

    (二)文物系列特展  

    以反映地域文化为特色，展现全国各民族各具风格的历史文化为主题，是浙博近年来举办文物精品系列特展的基调。从 2001年始，我们陆续推出文物精品系列特展：

抱吉祥——来自雪域高原文物瑰宝；越魂——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见证西夏——贺兰山下尘封的文明；滇国奇珍——红土高原的青铜传奇；赣鄱吉金——江西新干大洋洲

商代青铜王国；鼓声悠远——广西瓯骆文化遗粹等10个文物系列精品主题展，以每年举办一两个的周期相继推出。 

 

    从2003年开始，浙博利用自身及文物系统的人才资源、学术力量，推出了全省义务为民巡回鉴宝活动。2004年，针对浙江民间收藏之盛，品类之丰富、层次之高，又利

用馆里的展示平台、专业优势以及社会影响，有效调集、整合民间收藏资源，相继推出民间收藏精品走进博物馆系列特辑。 

 

    上述各个系列特展在推出之际，我们开展了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有考古发掘的报告，历史专题的演讲，人物专题的漫谈，艺术欣赏的讲座，文物鉴赏的沙龙，展览

品的座谈等等。特别是在黄宾虹年的纪念活动期间，一并推出八个专题演讲。 

 

    二、关于展览理念  

    针对文化的多元性与观众要求的多样化，特别是免费开放以后，观众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展览更具可感可知、可读可赏，成为我们展览追求的目标，学术性与通俗

化的有机结合成了我们举办展览的基本理念。 

 

    如何使观众看懂文物?如何使观众与展品对话?展览语言的运用与改进，是我们目前展览工作的切入点。物质化的展览语言，文物、展品当然是首要的，其次是展品与

厅环境的统一与谐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但展厅空间的设计与制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力的支撑。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其说明文字多是简单的名称、年代、出土

地点之类，大部分受众面对这种专业术语仍是无从认知，展品无论多么珍贵，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只能见其形而不见其神，近乎是一堆“死物”。这种被动地感知展览，其

教育功能无疑大打折扣。一个完善的展览，必然在展品本质的诠释上，力求其原生态的呈现，呈现展品的真相，呈现其社会背景、文化现象，以及历史的陈述、审美的描述

等相关知识点的运用，用通俗平实的语言阐述展品的学术内涵，使之深入浅出。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使展品“活化”，使展品主动地让受众认知它的历史，感受它的审美价



值，使展览真正成为教育的资源。因此，对展览、展品的诠释是观众与展品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是不可忽视的展览语言。  

    结合展览主题，配合展品内容，使展览相关知识点、信息量的最大化，是我们对展览内容设计的基本要求；展览的雅俗共赏，是我们的努力目标。文物系列特展中，

展品作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对部分展品作出赏析解读文字；涉及到重要展品，配以相关图片史料；涉及到画家时，配有作者小传或艺术年表等。对展览展品的分类、分

组合时，有理论描述和学术阐释，使观众一目了然。为达到展览的整体效果，设计制作与展览相关的图片史料等辅助展品，让人们更立体地认识理解展览，更全面地把握人

物、展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样我们又衍生出这样的理念：以展览推动学术研究，让研究提升展览品位；以学术成果的通俗描述与精美展品相结合，为社会提供更

好、更优的精神文化产品。这一理念，我们在诸多展览中得到了较好的实践，并得到大量基本观众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三、关于展览资源  

    展览的策划与组织，离不开藏品资源与研究。馆藏资源的整合，馆际资源的交流、社会资源的利用，是当今博物馆展览运作的基本路径。浙江省博物馆近几年推出的系

列展览，正是以馆藏文物的整理、研究为基础，合理利用馆际之间展览资源与成果来筹划运作的。 

 

    “世纪经典”、“世纪精华”两个大师系列作品特展，其展品涉及省内外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及个人藏家等30余家,共展出作品2400余件,成为浙博艺术系列展览

一个品牌。七艺节期间推出的三大艺术展和"越魂"大型文物展,整合、调集了浙博和全省诸多市地博物馆、纪念馆及湖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市鲁迅纪念馆等外省市

博物馆的千余件文物、艺术精品。 

 

    馆藏资源的整合，是博物馆办展的立足之本。当然，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本馆藏品整理的完备与研究的深度。前面所述的部分展览，以及2005年的“黄宾虹年系列特

展”和正在展出的“钱江流韵”展，完全是本馆藏品整理、研究的成果展示，也是本馆整合馆藏资源的有效实践。诸如黄宾虹年系列展，我们从5000余件黄宾虹作品和其捐

赠的1000余件古代书画藏品中，整理出1053件(组)作品，分7个系列展示，基本反映出本馆黄宾虹作品的收藏概貌，传达出黄宾虹创作的审美理想和创作成就，以及他于画

传统的承续与选择。 

 

    钱镜塘先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曾向浙江、上海、南京等地博物馆捐献历代书画3000余件，其中捐给浙博1074件。2007年，我们对其捐献的书画作品再次进行梳理，

取78位元明清钱塘名家书画105件，推出“钱江流韵展”，谨以此纪念钱镜塘先生诞辰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