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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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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大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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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展陈设计师李光远是文物
可视库房策展人。自2023年起，他参与了北
京大运河博物馆三楼“不止运河”多媒体沉
浸展、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等重要
展览工作。他说：“短短两年，我参与的不少
展览让我开阔了眼界，有些还成为我职业生
涯的‘破圈’经历。文物可视库房的布展也
是如此。”

新颖的展示空间是外在，文物保管库房
是本质，两者相加注定让文物可视库房成为
博物馆中最特殊的空间。在观展空间有限，
且部分文物距离较远的现状下，观众走进文
物可视库房参观的重点是什么？李光远带
着记者来到库房中间的触摸屏旁，屏幕上呈
现出文物可视库房的电子平面图，上面标注
了20余个点位。点击任一点位，相应文物的
名字、材质、年代、规格等信息就会出现。如
果点击的文物距离观众太远，还可以点击屏
幕上的图片，经过 3D扫描的文物清晰大图
就会呈现，轻轻滑动，可以看清文物的每一
处细节。

“这是文物可视库房的展示核心。”李光
远介绍，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文物可视库房的
展陈以库、展结合为设计理念，用极具视觉

冲击力的展示效果将文物的“原生”状态呈
现在观众面前。整体空间上从“近—中—
远”及“高—中—低”两个不同维度对文物进
行立体化呈现。将海量的精品文物合理地
在空间中布局，利用新媒体展示手段实现文
物展示、库房解密、文物保护与公众参与的
多重交互方式有机结合。

驻足文物可视库房可以看到，通过实体
隔断分割观众区与库房区，保证了文物库房
的独立性。储存文物原状展示，将博物馆的
文物储存实际状态对观众进行展示和宣传，
再融入独特的展览手段，使其具备新概念。
同时，在观众参观区设置精品展示柜，使观众
既可远观库区的实物震撼感，亦可近赏柜内
文物之精美。库房区通过近景整堂的家具原
装陈列、中景大体量重点文物和远景藏经楼
形成实景观、舞台化、电影化的穿越体验。

受限于文物保护的要求，文物可视库房
并不能与博物馆的营业时间同步。李光远
一直在考虑延长文物可视库房的办法，“还
是基于观众参观区中心的触摸指示屏，我们
希望在点击相应文物后，不仅能出现文物的
信息，还可以点亮相应文物上方的照明，把
文物可视库房的展示时间延长。”

首都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冯好介绍，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自筹建伊始便开始策
划文物可视库房，所以这里的承重、照
明、温湿调控等指标都是按照文物库房
的标准建造。

冯好介绍，其实以库房形式展示文
物正是博物馆的最初形式。西方文艺
复兴时期出现的早期博物馆脱胎于私
人艺术品鉴赏室，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
的库房、展示合一的特点。至 19 世纪，
从私人收藏转化来的公共博物馆往往
仍保留着这一特点，并认为藏品足以将
观众淹没的库展合一形式非但不影响
展示效果，反而能够为观众带来独特的
体验。

欧洲国有博物馆的兴起推动着博
物馆各领域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
库房迅速从展厅脱离、具备独立功能。
至 20 世纪，藏品库房需要独立以便实
施专业化保护成为博物馆界的共识。
但早期博物馆开放式库房展示在当代
西方传统型博物馆仍不同程度地留下
了烙印。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博物馆面临着

因藏品急剧增加导致藏品库房拥挤不堪
的困境，起源较晚的博物馆尤为明显；另
一方面，西方博物馆也注意到库房中大
部分藏品鲜有展示的机会，这些因素推
动着博物馆界探索开放式库房展示。
1976 年开放的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被视为当
代首家采用开放式库房展示的博物
馆。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博物
馆开始探索开放式库房展示，概念逐
步明晰。我国也在探索博物馆开放式
库房展示。上世纪 90 年代，已有国内
学者发文呼吁博物馆要将藏品库房全
方位开放。

冯好说：“文物可视库房对外开放丰
富了观众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参观
选择，也提升了首都博物馆的文物展
出率。一座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只占全
部馆藏的一小部分，虽然展览内容会
更换，但是频率并不快，而将文物库房
以库展结合的方式展出，就会有更多
的、不常见的文物与观众见面。而且，
通过这种方式还能增强观众的文物保
护意识。”

远观“原生”状态 近看3D详解 丰富参观选择 提升文物展出率

近期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参观者
多是奔着“看·见殷商”大展而来，不过，领
略完 3000 多年前的殷商文明您先别着急
上楼，就在“看·见殷商”大展所在的1、2展
厅旁边有一间“文物库房”正在静候光临。
这座展厅名为文物可视库房，是北京大运
河博物馆用心打造的库、展结合空间。鉴
于文物保护需要，目前文物可视库房每周
只在周三到周日的下午定时开放。

步入文物库房，仿佛叩开了明清历史
的深邃大门，踏入一座文化宝库。参观者
与文物间隔着一层玻璃对望，彼此都有“舒
适区”。这里的本质是库房，文物保护是第
一任务，文物环境温度控制在 18 到 22℃
间，湿度为 50%到 60%，且严格控制光照度
与年曝光量。但在策展人的精心布置下，
原本在架子上的文物兼顾艺术性，变成了
别样的观展空间。

文物可视库房内，满眼都是“宝贝”。
两把红木嵌螺钿太师椅正对观众，中间
一张同款方桌，后置一方条案。太师椅
前，六椅四几分列两侧，全部采用精湛
的螺钿工艺。站在参观区正中，眼前
满堂的明清家具，组建出一个庄重的
古代正厅场景。

正厅展出的家具多以红木为

主，红木嵌螺钿系列罗汉床、椅凳、桌几等
雍容华贵、彰显风范，鸡翅木雕云龙纹顶竖
柜纹理细腻、古朴典雅，还有描金漆桌、柴
木锡里冰箱等不常见的品类。明清家具种
类繁多，论功能可分为床榻、椅凳、桌、案、
几、屏帘、箱柜、台架等类。其中，明式家具
多采用硬木，小结构拼接，使用榫卯，造型
上注重功能的合理性与多样性；清代家具可
见夸张手法，不惜耗费工料，模样繁琐以装饰
见长，雕刻花样多嵌玉、牙、石、木、螺与景泰
蓝等，尽显华贵。在灯光的巧妙烘托下，这些
珍贵文物更显美感。

目光转向左右两侧的边墙，更重磅的
“国宝”就在这里静静安放。只见书架上整
齐排列着超过 5000 块“木板”，这些都是

《乾隆大藏经》的木雕板，是中国最后一次
官刻汉文大藏经。有这批国宝的加持，整
座文物可视库房仿若一座“藏经楼”。经板
选用了秋冬采伐的梨木，质地坚硬且不易

变形，制作工艺包括备板、写样、上样、
刻板、打空、修版、刷印等多个步骤，

每一步都极为精细，确保了印版的高质量，
在可视库房中近距离观赏，其上文字依旧
清晰可辨。这些《乾隆大藏经》木雕板历经
300 年风雨，仍有今天如此优良的保存状
况，得益于当时的选材严格和今天精湛的
修复工艺。

这些《乾隆大藏经》经板的历史可谓一
波三折，起初雍正帝因不满明代《永乐北
藏》字句讹误且希望统一汉传佛教思想，于
雍正十一年决定重新校勘并刊刻一套汉文
大藏经，便开启了《乾隆大藏经》的编纂历
程。编纂共耗时六年，最终于乾隆三年完
成，完工时共计 79036 块。后历经多次印
刷及三次撤毁经板事件，还曾多次迁移，
先后保存于武英殿、贤良寺、柏林寺、智化
寺、云居寺等地，现归首都博物馆保管。
据清点统计，印版现存 69967块，一部分是
历经了多次易地搬迁的主体，一部分是智
化寺文物管理处存留下的部分印版。在可
视库房中，为方便观众更直观了解，博物馆
专门设置一块触摸屏，可以通过滑动看到

其完整样貌，也能看到关于它们的各类详
细信息。

视线再转向库房后方，紫檀如意夔龙
云纹宝座、黑酸枝雕山水宝座、紫檀嵌珐
琅宝座三个清代宝座在陈列柜里格外尊
贵庄重。

这些中国古代家具中具有独特意义的
坐具，多为皇帝和皇室贵族的专属，也是封
建时期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与其他坐具相
比，宝座体型硕大且都是单独陈设，一般在
皇帝与后妃寝宫的正殿明间，或配殿中间
等显著位置。宝座选材多为紫檀、黄花梨、
红木等珍贵木材，融合雕刻、镶嵌、漆绘等
精湛工艺，纹样多为龙凤或吉祥纹饰，尊贵
又非常精美，虽历经岁月沧桑，却依旧散发
着迷人的魅力。

整个库房的格局设计巧妙，文物的摆
放精美得当，既让每一件文物都能有足
够的空间展现其独特之美，又使得整个

空间充满层次感与连贯性。
从中心的古代客厅，到两侧
的乾隆大藏经板，再到后方
的宝座及各类文物，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以可视库房的
方式将明清时期的文化底
蕴与艺术造诣展现得淋
漓尽致。

库房藏国宝 每周定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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