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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馆 里 过 大 年

龙年春节期间，福建省文物局组织
全省博物馆积极联动，开展“博物馆里
过大年”主题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精心策划了形式多
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各具特色的贺岁展
览、热闹非凡的非遗展演、五彩缤纷的
新春灯会及内容丰富的线上直播互动
等主题活动 300余项，充分营造欢乐祥
和的节日氛围，让群众感知博物馆文物
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中华文明的博大
精深。春节期间，福建省域博物馆共接
待观众 203.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
参观人数创历年之最，其中福建博物院
接待游客 17.49 万人次，位列全省博物
馆参观人次之首。

“龙”重登场，精彩展览不停歇

围绕龙年新春，推出多个主题展览，通过博物馆里精美文物
展示讲述精彩故事，让观众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博物馆
里品尝到浓浓的“年味儿”。

由故宫博物院、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福建省文化和旅游
厅、福建省文物局主办，福建博物院承办的“故宫·茶世界”茶文
化特展，甄选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茶叶博物馆及福建博物院的
190余件（组）展品，呈现茶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族
群中的交流互鉴和传承发展，让观众在博物馆里闻茶香、品茶
味、过新年。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文物报社联合福建博物院、中国
闽台缘博物馆、厦门市博物馆、晋江市博物馆、故宫鼓浪屿外国
文物馆等6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策划的“龙行中华——甲辰龙年
生肖文物大联展”，众筹数百幅祥龙题材的文物艺术品映像，已
陆续在省内多地博物馆推出。

八闽文物，以器载道。福建博物院“中国白 向世界——德化
白瓷精品展”，以独特的展品和深度的解读，为观众带来全新的
视觉和心灵体验。德化县陶瓷博物馆“交相辉映 闽瓷双壁——
福建黑·白瓷器展”，是福建省文物局整合全省馆藏资源精心打
造的专题特色展览，已赴省内外多地交流展出。福建省昙石山遗
址博物馆、南平市博物馆等博物馆联合筹划的“见盏——寻味千
年造盏工艺”展览，向人们讲述了宋代饮茶文化与建盏辉煌的烧
造历史及现代建盏技艺的传承和创新。

春节期间，各地博物馆还联合省内外多家文博机构，举办了
多场引进展览，让观众在博物馆里就能感受到文明的碰撞、文化
的交融。福州市博物馆“古吴神韵——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精品
展”，撷取镇江博物馆馆藏吴文化青铜精品，帮助观众更具体地
了解吴国的历史和多元的物质文化。泉州市博物馆“流光溢彩
——大明益藩王族珍宝展”，展出明朝益藩王族墓出土藏品250
余件，展现大明王朝益藩王族历史人文风貌。漳州市博物馆“大
汉雄风——汉代楚国文物精品展”，精选徐州博物馆文物217组
286件精美文物，重现汉代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盛
世图景。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农民运动的摇篮——毛泽东
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展”，述说了以毛泽东同志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办、主持农讲
所期间的理论思考和革命实践。莆田市
博物馆“从一大到二十大——中国共产
党全国代表大会主题展”，展现了党从小
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扬成绩、纠正错
误，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前进历程。宁德市
博物馆“祥龙贺岁——闽东龙文化专题
展”，展示闽东龙文物的千姿百态、呈现
闽东独特的龙文化民俗。福州市林则徐
纪念馆“绝代风华——唐代女性生活
展”、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钟鼓喤
喤——故宫博物院藏宫廷乐器展”等，给
观众带来不同风味的文化大餐。

缤纷活动，热热闹闹过大年

春节期间，全省博物馆为观众准备
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博社教活动和文化活动，从正月初一
至正月十五，天天有亮点，样样有特色，营造出欢乐喜庆的节日
氛围。

福建民俗博物馆推出“祥龙兆瑞年 闽俗启新岁”“寻忆民
俗 玩趣元旦”“闽韵传新生 非遗润童心”等系列主题活动，为广
大群众带来了别样的博物馆游览新体验；福建博物院“龙行龘龘
大转盘”“迎新春·送吉祥”“祥龙迎新春 福博进乡村”“文博达人
大比拼”“古茶·宋潮——宋代七汤点茶技艺展演”“小小讲解员
陪你过大年”等活动，营造喜庆浓郁节日氛围；福建闽越王城博
物馆“文博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包含建盏文化体验、瓦当纹饰
拓印体验等，让观众零距离感受闽北文化的魅力。

半城烟火半城仙，人来神往趣泉州。今年春节，泉州地区18
家博物馆推出了 35项临时展览、社教活动以及讲座，让更多的
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感受世遗城市泉州厚重的历史文化
滋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泉州市博物馆推出“年俗、年
味、年趣——春节习俗知多少”“我们的节日·春节：年年有‘鱼’
迎新春——馆藏‘鱼’纹饰文物砖雕体验”“我们的节日·春节：传
统年画体验”“我们的节日·春节：龟粿印相 蒸蒸日上——闽南
龟粿制作体验”等活动，精彩互动让观众体验浓郁的春节氛围与
春节习俗。

写春联、剪窗花等文化民俗活动，拓展了文物活化利用途径，
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观众感受浓浓的年味儿。三
明市博物馆举办龙年春节系列活动，推出“绘龙纹”“纸浆画”“学
剪纸”等手工体验活动；漳州市博物馆“博物馆里过大年·非遗文
化闹新春”活动，推出木版年画、贝雕、剪纸、木偶表演等漳州特
色非遗项目全天候现场展演；在莆田市博物馆，书法老师挽袖提
笔，为观众送上吉祥话语与祝福；龙岩市博物馆推出“探秘古人
如何过年”“寻宝龙岩春节非遗”社教活动。

作为福建省“欢欢喜喜过大年”活动的重要板块之一，福
建省文物局持续发掘、丰富、优化“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
动，不断擦亮福建文博品牌，指导各级博物馆提高展览、社教
活动质量，提升服务水平，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同时，
紧绷文物安全这根弦，全面落实文物消防安全责任，全力保障
春节期间文博单位安全稳定，让观众在博物馆里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春节。 （执笔/张林惠）

春节，中国人心目中分量最重、最喜庆的传统佳节。为何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博物馆里过大年，与文物近距离“对话”？为何
越来越多的家庭，不约而同地把亲子互动的场所首选在博物馆，
使感悟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新风尚？在四川博物院龙年春节“含龙
量”超标的一系列活动中，或许能解答一二。

应时特展暖人心

“龙”，对于中国人而言，如同黄河与长江，是一种符号、一种
情绪，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更是全球华人的精神图腾。四川博物
院在龙年春节档期，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
堆博物馆、彭州市博物馆、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等省内多家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了“龙行中华——
2024年春节贺岁特展”，展出龙文化相关文物60余件（套）。展览
通过“龙源起”“龙演变”“龙文化”三个单元诠释了龙文化。将具有
多元特征的早期龙形象、神秘威严的商周龙纹，仙气缥缈的秦汉
龙纹，雍容华贵的隋唐龙纹，以及典雅洒脱的宋元龙纹，精致端
庄的明清龙纹，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展览中既有精致珍贵的“含
龙”文物，又有深入研究的“含龙”学问，还有耳熟能详的“含龙”故
事。“龙”皮影、“龙”剪纸等非遗“龙”，“龙”拼图、“龙”红包、DIY舞龙
套装等文创“龙”也点缀在展线上。

展览一经推出，就广泛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浓厚兴趣。龙文创
的大卖也从侧面印证了观众对此次龙年展的喜爱。“‘龙’，充分体
现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的精神，展现了中
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解读道，“我们举办
这个展览，就是希望春节期间，让‘龙的传人’，在博物馆——我
们的共同家园里，一起来寻觅中国龙，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

生肖文化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与人们相伴一生。人们对
生肖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春节，恰恰是这种情
感集中且统一体现的高光时刻。在最贴切的时节，办与心灵距离
最近的展览，何尝不是展览热的重要原因。

限定策划耀龙年

春节期间，四川博物院为观众订制了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老少咸宜、精彩纷呈的公益活动，主打龙文化主题，精准
聚焦春节家庭出游的人群特征，极大地烘托了节日的喜庆
氛围。

春节伊始，“文物新语”龙年限定体验集市开埠，仿古摊位分
列两旁，摊位一侧的旌旗标明了体验活动内容，营造出浓厚的传
统集市氛围。在“纸上龙腾”摊位，一个孩子正在用木版印刷拓制
龙年福语，他是要为长辈送上新春祝福；“转龙送福”摊位，成都
糖画的非遗传承人以勺为笔，游龙走凤，忙着招呼一群“小馋
嘴”；“龙灯璀璨”摊位前，家长与孩子一起，细致地做着手工，一
件件龙饰彩灯逐渐成型；“龙墨重彩”“手指舞蹈”“面塑手

作”……一个个摊位前人头攒动，洋溢着欢乐。
“非遗闹春”主题活动人气高涨。大年初二，“龙翔舞”舞龙巡

游活动在四川博物院广场上拉开序幕，四周围满了一圈又一圈
的观众。随着或舒缓或激昂的节奏，“翔龙”起舞，游龙戏珠，时而
稳重如山，时而飘逸灵动，一会儿飞腾上天，一会儿翻滚入海，动
作连贯自然，一气呵成，拍手叫好声此起彼伏。“川剧幻影”活动，
把享誉海内外的变脸奇观带给观众，为四川博物院新春活动添
上了浓浓的川味。

皮影是四川博物院的特色馆藏。春节期间，人们除了能欣赏
到展线上精美的皮影，还能在皮影剧场看春节档演出。皮影在非
遗传承人的手中，翻腾跳跃、栩栩如生，演绎着民间传说、新编故
事，趣味盎然。剧目终了，一些观众饶有兴趣地来到影窗后，在非
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像模像样地操练起皮影来，过足了戏瘾。

“寻龙少年”是四川博物院家校馆共建项目为 2024新春奉
献的定制研学活动，既呼应了 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
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又紧扣了中国传统生肖龙文化。活动中，
成都市草堂小学等学校的同学们，在馆、校老师的指导下，不仅
会运用剪纸、泥塑等技艺，创作龙文化主题作品，还从历史、文
物、民俗、艺术等多个角度，探究“龙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

“龙”在人们心中的重要精神含义。
新春活动大受欢迎，与四川博物院限定策划不无关系。“限”

意味着活动的专门性、精准性，多达15项活动，无不聚焦新春时
节，有着明显的时限特征。“定”则是如观众所愿，为观众定制，策
划接地气，体验感、参与性强，本地特色鲜明的活动。一枝一叶总
关情，由限定策划而诞生的公共文化服务，本质上是服务型思维
的体现，需求从群众中来，服务到群众中去。

四川博物院呈现的博物馆热，是全国博物馆的一个缩影。有
的观众说，“博物馆越来越像我们的家啦！”，还有的观众表示，

“博物馆热，是我们心里的温度。”朴实的言语，折射出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过
程中，博物馆离人们越来越近的真实写照。

古朴的“五坊七铺九店”和“擂茶牛市”，传统的瑞金方
言墙、赣南采茶戏……龙年新春，江西瑞金市“象湖里”文化
创意街区年味满满、热气腾腾，处处涌动着前来打卡、体
验、游玩的市民和游客。据统计，从大年初一以来，“象湖
里”已接待游客 56万人次，这里成为千年古城瑞金的一个
地标性“文化会客厅”“文明展示馆”“民俗体验地”“旅游打
卡点”，为游客打开了一道沉浸式体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
独特窗口。

历史之重：承载几多乡愁记忆

“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位于瑞金市八一南路廖屋坪及
上湖洞红军学校周边区域，是一个全新的地域与文化概念，
并不是古代行政区划中的“里”。“象湖里”承载了一代又一
代瑞金人的乡愁记忆，是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印
迹和文化标识。

“象湖里”是瑞金最早的客居地。这里地处绵江河与古
城河交汇融合的平坦开阔区域，为宜居宜业之地，唐宋以
来，大批先民从中原南迁，渐次进入并定居于此，成为瑞金
最早的客家人。古代先民在这里建立了数量较多的宗祠，形
成了丰富灿烂的宗祠文化。是瑞金最早的淘金地。《太平寰宇
论》称：瑞金，淘金之地也。唐天佑六年（公元904年），设置淘金
监，称为瑞金监。象湖镇，因地域“形似大象，塘多如湖”而得
名“象湖”。是瑞金最早的商贸地。这里开发于汉代，陆通闽
粤，水连章贡。至清代，驻有福建会馆、广东会馆。鸡鸭街、粜
米街、庙前巷、通荡街、廖屋坪、上湖巷、上阳巷店铺林立，货
物云集，商贸繁荣。是瑞金最早的教化地。明正德十二年，著
名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在这里开坛讲学、教化民众，“崇尚
自然，知行合一”等思想在这里产生深远影响。杨以任“愿读
十年书以报国”，成为名噪一时的江西五大家；鸿胪寺正卿
杨方立清正廉明，成为儒学楷模；赖梦雷直言谏诤，忠心辅
国，成为“豸史”。是“红埔”军校诞生地。1932年春，在此创
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一大批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
从这里走出，他们中的很多人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国家
和军队的领导人。

复兴之路：文旅融合“唤醒”城市记忆

“象湖里”直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是瑞金的经济、
文化和商业中心。随着时代变迁，老街区、老城区失去了往
日的热闹与繁华。2023年，瑞金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红都
古城项目，全面提升改造历史文化街区，注重赓续历史文
脉，唤醒城市记忆，擦亮文明之光，提升民生品质，让“象湖
里”在文旅融合中复活复兴、重焕异彩。

夯实融合之“根”——让文物“活”起来
按照“保护优先、修旧如旧”的理念，对古建筑进行保护

性修复，活化利用传统客家民居，保留了街巷肌理、文化记
忆和城市文脉。走进“象湖里”，仿佛来到了明清时期的城关

镇，清一色的民居，商铺林立、人潮如织，重现了当年繁华的
景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旧址原态保护和原状陈列，随处可
见的苏区红军标语，大幅红色题材的壁画，苏区版画等，仿
佛回到了如火如荼的苏区岁月。

筑牢融合之“魂”——让文化“亮”起来
注重客家文化的呈现。民居门前的“客家承前祖德勤和

俭，启后子孙读与耕”“忠孝传家国，诗书教子孙”对联，客家
瑞金方言墙、客家米酒坊、赣南采茶戏、吊楼抛绣球等，让客
家文化在创新传承中展现无穷魅力。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千百年来，勤劳聪慧的瑞金
人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客家美食，瑞金牛肉汤、壬田焙炉豆
干、瑞金大碗茶、饭包肉圆、红军焖鸭、客家擂茶、黄元米
果……如今，这里复原了“五坊七铺九店”和“擂茶牛市”
等，护住了客家风貌和乡愁记忆。

“象湖里”还注重把舞龙灯、唱采茶戏、赛龙舟、灯彩等
民俗文化与现代表演结合起来，赋予文化活动新内涵。复古
的石阶路，一水的灰墙黛瓦，创意十足的瑞金方言墙，随手
一拍，就是美景。多元的文化相互融合，勾勒了“象湖里”厚
重的人文底色。

搭建融合之“桥”——让文创“潮”起来
让非遗文化实现当代传承，是“象湖里”热起来的一个

重要“密码”。如今，传统竹编工艺、瑞墨制作、苏区版画、紫
砂壶制作等在这里得到传承，开了不少非遗传习所，定期免
费讲授制作技法，并现场制作，传承非遗文化，让街区更有
文化吸引力和时代活力。在这里，传统竹编成为走俏旅游纪
念品；客家山歌队助兴表演，成为游客喜好的“文化佐餐”；
传统瑞墨制作成为吸引顾客的客家民俗。“象湖里”的非遗
项目融入现代创意，成为老百姓争相打卡的体验点、游玩点
和消费点。

让文创产品融入百姓美好生活，是“象湖里”潮起来的另
一个重要“密码”。如“苏晓”主题文创集合店，既有可供普通百
姓日常消费用品，又有可供收藏的文创产品。又如《少年家国
梦》IP体验馆，它紧紧围绕动漫 IP进行多元化开发，延展出上
百个文创品类，这些产品不仅涉及瑞金特产，还包括了文旅、
研学等领域，兼容了瑞金厚重的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

金龙献瑞，万象更新。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营造欢乐祥和的春节氛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精心组
织，统筹谋划率全市博物馆推出了“博物馆里过大年”主题
迎新春活动。据数据统计显示，2024年春节期间，全市博物
馆参观人数达68.2万余人次。其中，杭州博物馆8.7万人次，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刀剪剑、扇、伞博物馆）10.44万
人次，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2.87万人次，京杭大运河博物
馆 7.37 万人次，西湖博物馆总馆（官窑馆区、名人馆区）
18.62万人次，良渚博物院4.5万人次，萧山博物馆1.18万人
次，临平博物馆1.28万人次，临安博物馆2.13万人次。

杭州博物馆 线上、线下齐发力，特别策划“我在杭
博过大年”新春活动。围绕馆藏龙纹文物，推出万事兴

“龙”主题活动，包括写龘字、钤龙印、送万福，龙形考
古盲盒，金龙贺岁扭扭棒互动等；推出“年味杭州”系列
体验，包括新春音乐会、风雅屠苏袋、福袋手链编织等，
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除线下
活动之外，线上同步推出“人人都是策展人”新春特别
版、“龙行龘龘”AR智能导览。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舞龙、写“福”助力老少团圆合家
欢，非遗手作打造独属龙年好礼，馆长大礼包装满来年好运
气。同时博物馆还推出两大主题展览“岁月如歌·大运河的
邻里们”和“大匠之风·金家虹杭绣艺术展”。

杭州孔庙 书法家们现场写福送福。孔庙有龙，寻龙赢
福袋活动也十分受欢迎，1200余个福袋供不应求。最热闹
的要数雕版印刷了，春节限定复刻版云龙纹饰《程子动
箴》碑前排起了长龙，观众亲自动手，把吉祥如意的“龙印”
带回家。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 围绕“思”“展”“游”“研”四大
系列，积极开展“走读德寿 古建寻龙沙龙讲座”“德寿望龙
龙年美学艺术展”“腾龙献瑞 新春文化市集”“官家送福 国
风沉浸演绎”“德寿游艺”等龙年新春博物馆教育活动。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推出“龙行大运——博物馆里过大
年”系列活动。剪纸成窗花、花灯迎新年、糖蒜祈平安等传统
活动的体验让博物馆里年味十足。同时，博物馆围绕着“龙
有哪些象征意义？”“有关龙的代表性出土文物有哪些？”

“‘龙生九子’分别是谁？”等有趣的问题，推出“龙行大运”图
文展，带领观众感受中华龙文化的魅力。推出“运河十二时
辰，运河十二人生：大运河，腾跃着的东方巨龙”的研学活
动，在大运河畔体验运河人家过大年的市井烟火气。在博物
馆的临展区和活动区内，“童心绘彩，喜迎2024儿童画展”、

“活龙活现”手工、“与龙共舞”舞龙、集章抽奖等游园活动目
不暇接，气氛热烈。

中国动漫博物馆 举办了“龙”重登场、手绘萌龙等龙年
主题活动，大朋友、小朋友们各显身手；备受欢迎的沉浸式
影厅也在春节开馆期间每日开放，观众欣赏了全景沉浸式
影片《漫游时空·飞跃钱塘》，透过丰富展品和互动展项，中
国动漫博物馆带观众领略国漫百年发展历程，为新春佳节
增添一味动漫气息。

西湖博物馆总馆 赏春景、寻宋瓷、吟诗歌，新春期间，
西湖博物馆总馆三馆区联动，开展了“博物四季‘龙’重登
场”传统节日系列活动，通过集章打卡、文物寻踪、诗词飞花
令、趣味互动问答、“博物馆里过龘年”年俗体验、“有龙则

灵”陶艺体验等形式，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献上了一道春
节文化大餐。同时，“博物四季·芳春”印集也深受广大游客
欢迎，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杭城迹忆。

韩美林艺术馆 有趣味雅致的投壶、“有龙则灵”印章打
卡、翻花龙体验等一系列年味十足的艺术体验活动，为广大
市民游客带来了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观众在欣赏艺术的
同时，也能深入参与到艺术创作中，展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

良渚博物院 推出志愿者公益讲解、“博物馆里有条龙”
龙主题印章打卡活动、“我的手里有条龙”志愿者龙形折纸
和剪纸活动、“送你知识点，过个文化年”知识点红包派送活
动、禧“玉”龙年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版画课程、龙年有“余”

“不朽”临展大漆主题课程、“博物馆里寻条龙”志愿者答题
活动、“良渚童 huà”文化遗产创意奖暨第五届M豆原创绘
本征集活动公益讲解等。

萧山博物馆 四馆联合，共开展 7场线下活动和 2场线
上活动，“喜遇江寺 千年万福——江寺春节家乐福”活动、

“艺启趣”江寺画年画美育课程、印纹陶非遗大师制作体验
课、寻龙送福、“龙龙问龘”线上答题等活动。

临平博物馆 开设“瑞龙跃新春”系列水乡工坊课程，
包括“钱”思妙想“币”须精彩——古钱币中国结制作活
动、纤纤作细步 精妙世无双——赏宋代服饰之华等 8 门
独具特色的青少年课程。除此之外，“临博新春送福”“宋
福杭州年”系列主题活动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观展览、
看文物、赏民俗。

富阳博物馆 新春推出首展“衣脉相承——宋明复原服
饰展”，在服饰、织物、配饰中寻找龙元素，感受传统服饰带
来的审美艺术。同时推出集印章，将“龙”带回家，与常绿板
龙合影打卡，感受非遗“龙龙”好运气。

临安博物馆 推出“天目产佳瓷——天目窑文物专题
展”“龙起中华——中国龙文化百馆联展”图片展以及“欣欣
向龙，打卡新年氛围”“写春联赠百福”“一元复始 岁华新
至——新年红包DIY”“彩龙飞舞 龙重登场——龙年福贴
DIY”等系列活动，吸引了无数市民和学生积极参与和打
卡。其中，最受欢迎的活动当属龙年寻“龙”活动，活动采用
了当下最流行的集章打卡形式，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其
中，孩子们在享受活动乐趣的同时还增长了传统文化知识，
累计送出了3000余套明信片。

福建全省博物馆联动“品鉴”别样年味儿
福建省文物局

这个龙年川博玩“嗨”了！
长风

68.2万，杭州的博物馆里“热辣滚烫”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让千年古城“潮”起来
——江西瑞金“象湖里”的文旅融合“密码”

苏春生 钟燕林 杨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