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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让文物说话 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2022-05-17     中国新闻发布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的司母戊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国家重要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其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

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至今已走过110年的光辉历程。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

路”基本陈列，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号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里扬帆

启程。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按照中央要求，顺应时代发展、回应群众需要，采取了一系列的

改革举措，在藏品征集、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展览展示、社教传播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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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7日，由“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地球的1731克月球样品的一部分——“月球样品001号”

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 

 

加强文物保护，珍藏民族记忆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保护文物是博物馆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博物馆最基本

的功能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拥有自史前至当代的143万余件藏品，涵盖了能够实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各类代表物证，能够完整呈现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形成了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近年来，国家博物

馆大力推动馆际展览交流，加大合作力度，每年推出数十个临时展览，成为独一无二的全面完整展示

中华文化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贯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坚决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文物保护方针，监测与修复并重。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

中国革命博物馆就分别设立了文物保护实验室；国家博物馆正式组建后，成立了文物科技保护部，

2018年改组为文保院。国博文保院以馆藏文物为中心，在金属器物、书画文献、油画等的修复和保

护方面具有深厚的学术和技术积累，有力地支撑着国博馆藏文物的监测、维护和修复工作。

近年来，巴西国家博物馆、法国巴黎圣母院等机构发生火灾事故，给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

的重大损失，也为博物馆文物安全工作敲响了警钟。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加大文物安全工作力度。一

方面，在具体的工作中，全面提升安防技术水平，完善库房值守制度，确保文物安全；另一方面，积

极推动博物馆安全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先后在博物馆消防安全管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火灾风

险分级管理、设备安全维护管理等方面开展研究，编制规范和工作指南。

 

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厅里，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解。

 

拥抱科学技术，打造智慧国博

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始于本世纪初，以藏品数字化为主要内容，利用数字扫描技术和模拟技术对

文物本体信息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采集和计算机处理，配合多媒体手段的应用，实现了文物和展览的

数字化呈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启动较早。2018年以来，国家博物馆确定了通过“智慧国博”建

设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思路，获得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支持，在博物馆智慧化建设理论研究、标准制

定和技术示范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截至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已经完成智慧博物馆2项团体标准立项和2项国家标准、6项行业标准

申报，累计完成藏品三维数据采集近6000件，具备自主采集能力，完成藏品二维影像采集70余万

件、展览数据近百个，初步建成馆藏文物大数据平台，完成162万余条文物影像数据编目，扩容和加

固“国博云”，确保数据安全，为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夯实数据基础。



 

促进交流互鉴，传递中国声音

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理应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文化客厅，认真履行文明交流互鉴的使命，不仅在

国际交流展览、服务元首外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积极参加博物馆国际组织工作，在国际博物

馆界发出中国声音。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先后倡导成立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

盟、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博物馆联盟等国际组织，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制度化对外交流合作格局。成功举

办全球博物馆馆长论坛，扩大朋友圈，增强国际话语权，进一步增强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和水平，在

业界引起强烈反响。积极推动展览交流，引进“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巴黎国立

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云鬓珠翠——弗吉尼亚美术馆藏二十世纪珍宝艺术展”等20多个入境展，

输送出“中国艺术的历史表达——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书法与绘画”等近10个出境展。圆满举办

习近平主席和沙特国王萨勒曼共同出席并先后致辞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闭幕式，

在服务元首外交、促进国际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文化交流受到严重阻碍。中国国家博物馆另辟蹊

径，倡议举办“手拉手——我们与你同在”全球博物馆珍藏在线展示活动，得到来自五大洲15个国

家级博物馆的积极响应。16位博物馆馆长在线介绍本馆馆藏特色和馆藏珍品，向世界展示博物馆文

化魅力，共同扩大全球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为全球大流行病背景下的国际博物馆合作提供新思路。

今年，国家博物馆已发出继续举办全球博物馆珍藏在线展示活动的倡议，现已得到近30家国外博物

馆响应，不仅国际博物馆数量大幅增加，十余家国内博物馆也将首次参加活动。活动坚持“全球视

角”和“线上接力呈现”形式，旨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贡献力量。

 

观众在参观“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基本陈列。

 

创新发展理念，深耕文物活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激发文博活力，多次讲话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道不远人，活水长流。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让文物活化”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尝试，建成报

—网—微—端—屏全媒体传播矩阵，尝试多种形式的“文物活起来”传播项目。2021年中秋节，逾

20万用户通过抖音AR特效体验“月球挖土挑战”；与网易合作推出“国博月宫铜镜上的小兔儿，穿

越了”动态条漫，受到广泛好评。国家博物馆不断创新形式，首部文物活化舞台剧“盛世欢歌”也将

正式推出。2021年获批设立了馆藏资源活化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依托馆藏文物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是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多

样化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博物馆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服务内容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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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博物馆更加重视文创开发和经营工作，加强品牌建设，打造“国博衍艺”文创品牌

和“国博美馔”餐饮品牌。深度挖掘馆藏文物价值内涵，结合专题展览和临时展览举办，系统化研发

文创产品，每年推出数十款百余个文创单品，涵盖服饰、食品、玩具、文具、生活日用品等多个领

域，形成形式多样、富有创意、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体系。其中，元宵行乐互动解谜

书、天官夔九盲盒、榫卯小兵人、探月系列棒棒糖、国博美粽端午礼盒等产品广受好评。同时，国家

博物馆还积极拓展合作渠道，通过授权模式调动社会资源，让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多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年，恰逢国家博物馆百十华诞。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国家博物馆将不忘初心、一如既往，以坚定的信心、深入的研究、开放的姿态，保护好、利用

好珍贵的馆藏文物，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中建功立业。

（中国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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