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前夕，北京太庙举办了一次特殊的
祭祀活动——泸州老窖·国窖 1573 封藏大
典。庄严的仪式，恢弘的礼乐，让人看了不
禁沉浸其中，思绪万千。

祭祀在我国历史悠久，并在中华文明史
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远古时期，人们对
于大自然中的风火雷电、对于农作物的虫害
歉收、对于人的生老病死等难以做出科学解
释，认为这是某种神力在发挥作用，对其十
分敬畏、崇拜，进而形成了一种献食的礼
仪。此后，历朝历代对其不断丰富和完善。
而今，当代酿酒人借春酿封藏举行大典，怀
念古时酿酒先贤，感恩大自然对人类的馈
赠，表达坚守良心酿造好酒的决心，也是一
次对中华祭祀文化的传承之举。

此次活动举行地是太庙，这是古代皇家
祭祀之地。其实，北京的天坛、地坛、日
坛、月坛、先农坛……这些坛在当时的主要
功用就是举办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研
究文字的人知道，“坛”的繁体字为“壇”，
意思是指古代举行祭祀、誓师等大典用的土
和石筑的高台。《左传》 曾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国家大事有两件——祭
祀和军事。出于维护统治、治国安邦的需
要，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祭祀活动，把祭祀
纳入礼制，兴建了大量的祭祀建筑，每年都
会举办相关的祭祀典礼。

除了举办祭祀活动、兴建祭祀建筑，古
代统治者对祭祀的重视还体现在古代官职的
设置中。很多喜欢看历史剧的人都熟悉“国
子监祭酒”这样一个官职。所谓祭酒，就是
酹酒祭祀。在祭祀仪式上，祭酒的人必须要
由尊贵者或年长者来担任。由此发展演变，

“祭酒”慢慢就有了“带头人”的意思。据史
料记载，西汉平帝时设“六经祭酒”一职，
后又置“博士祭酒”，为五经博士之首。之
后，西晋武帝改为“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

“国子监祭酒”，是朝廷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
要负责人。此时的“祭酒”跟酒本身已经没
有多大的具体关系了。

截至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的民间葬礼
或祭祀仪式上，仍是由尊贵者或年长者担当
酹酒祭祀的角色，其他亲属则跟随其后作
揖、叩拜，表达对逝者的沉痛悼念。笔者老
家所在的鲁西南就是如此。

从发明之日起，酒就被视为神圣之物，
献酒是祭祀中必不可少的程序。根据学者们
的研究，《周礼》 将祭祀用酒分为“五齐三
酒”。“五齐”指泛齐、醴齐、盎齐、缇齐、
沈齐 5 种不同程度的浊酒。“三酒”指事酒、
昔酒、清酒。其中，事酒为因事之酿，时间
很短；昔酒是可以短时储藏之酒，稍醇厚一
些；清酒则冬酿夏熟，为当时酒中之冠。在
古代，民间祭祀活动比较普遍，无论是敬天
敬地、祭祀祖先或先贤，还是婚丧嫁娶、建
屋开渠时，酒都是祭祀的必备用品。

祭祀不等于封建迷信，对于表达祈盼、
感恩、立志的祭祀文化，今天的人们仍应充
分发掘和利用其中的有益因素，在彰显文化
自信的同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发
展 、 人 民 幸 福 、 民 族 复 兴 作 出 新 的 更 大
贡献。

祭祀与酒

□ 广 原

新时代，博物馆该怎么干

对于表达祈盼、感恩、

立志的祭祀文化，今天的

人们应充分发掘和利用其

中的有益因素，在彰显文

化自信的同时，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发展、

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周末》执行主编 魏永刚

责任编辑 李 丹 敖 蓉

美术编辑 高 妍

邮箱 jjrbzmzk@163.com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全国博物馆馆长论
坛”举行。这是一次全国博物馆的盛会，
旨在进一步探讨新时代博物馆的战略定位
和发展方向，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特有优
势，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弘扬和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时代担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发展。

创新是开启事业
发展的金钥匙

在这次论坛上，创新是被馆长们谈到
最多的一个词语。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重要动力，也是开启博物馆事业发展新征
程的金钥匙。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认
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要大力推进理念创
新：一是树立科学办馆理念。将博物馆的
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各
项职能，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博物馆
是“中国历史的保护者和记录者”和“当
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科学定
位之中。二是坚持科学发展理念。按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做好博
物馆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打开围墙、
开门办馆，开放文物和信息资源，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从单个博物馆的发展，转变
为谋划区域博物馆的协同发展和整体提
升，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运河文

化带、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
国家战略。三是突出特色的理念。博物馆
要根据各馆实际和区位优势，不求洋求全
求大，但求特色鲜明、服务大众。要把握
好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
承矢志不渝的革命文化和发展波澜壮阔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条基本主线，既要
做好历史文物的保护收藏，也要做好红色
革命文物的征集管理，要为明天而收藏今
天，做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
和保护展示。

此外，还要全力推动博物馆事业管理
体制机制创新。刘玉珠说，博物馆行业要
根据新时代要求和需要，聚焦增强活力、
增加动力，破除僵化思维，在机构设置、
运行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尤其是展览
策划、观众服务、社会教育等各领域，大
胆探索、勇于实践，推出一系列的改革举
措，提升博物馆事业发展活力。

科技创新将会为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
展插上“翅膀”。刘玉珠认为，博物馆学
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既属于社会科学领
域，也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息息相关，
更与管理科学密不可分。要树立博物馆也
是科学研究机构的理念，坚持把科学思
想、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学方法和科
学态度，贯彻到整个博物馆工作中。从文
物保护修复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到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大数
据、云计算等信息与传播科技，越来越多
的科技手段正从不同维度，深刻影响着博
物馆文物保护方式、展览传播方式和改变

着观众参观行为。当科技创新的浪潮迎面
扑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行一步，主动掌
握科技发展的步伐、节奏，积极规划、引
领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发展的方向。

策展是博物馆的

核心竞争力

就文博事业整体而言，社会公众是需
求侧，博物馆就是供给侧，最重要的产品
就是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展览展示。每
年9亿多人次的观众人群代表了一个庞大
的消费需求市场，全国仍然“沉睡”在库
房禁宫里的大量珍贵文物就是一个巨大的
富矿和宝藏。因此，策展能力就是博物馆
的生产能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认为，要
充分满足广大观众的有效需求，就必须夯
实文物藏品的研究基础，提升学术研究能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博物馆领域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需要有文物行
政部门从大局出发，为博物馆产出展览这
一核心产品提供有效的机制化政策法规，
特别是文物藏品流动支持；另一方面也需
要博物馆切实提高策展能力，优化产品结
构，强化供给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供给
效率，让更多文物走出库房。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博物馆4826
座，占世界总量8%左右，平均每28.8万人
才有一座博物馆。王春法认为，中国博物
馆建设还有很大上升空间。中国在博物馆
类型、藏品类型、展览类型上要多起来，

各具特色，各展优势，以此满足社会公众
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王春法认为，要以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
术手段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拓展文物信
息开放渠道，实现文物信息资源共享开
放。将收藏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数据公布，
让公众有更多、更方便的渠道了解馆藏文
物信息，满足群众参与文物研究、文物鉴
赏的多元化需求。

策展能力是博物馆的工作的核心竞争
力。王春法认为，要把深藏在库房中从未
展出沉睡多年的藏品唤醒，就得分主题、
成系列、成规模、有计划地推出更多更好
的精品展览。要大幅提高博物馆文物藏展
比例，争取将展品比例提高到藏品的10%
甚至20%，打造展览品牌，让更多优质精
品展览走进人们的精神世界。

博物馆既是古老的，又是时尚的，既
见证着古老文化，又散发着时代魅力。随
着观众对知识深度的渴求和了解，博物馆
会越来越成为文化知识的生产者、时代风
尚的见证者和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者。近
年来，“互联网+”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
活，移动端、二维码、VR、AR、人工智
能等新兴技术使博物馆文物的展览展示获
得更多途径。王春法认为，要利用各种技
术让观众与文物互动起来，力求使古老文
物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融合走向开放
合作新时代

此次博物馆馆长论坛是在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召开的。王春法认
为，博物馆的发展要融合，要促进博物馆
与其他业态的有机整合。要创新工作方式
方法，改变思维理念，加强文物的精准开
发和联合协作，鼓励博物馆与社会力量开
展多种形式合作，推动社会资金与博物馆
文物资源相结合，拓展开发投资、设计制
作和营销渠道。

经过研讨，全国各地博物馆馆长充
分认识到，在文化旅游协调发展的大格
局下，需要进一步整合与共享资源，需
要理顺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体制，理顺博
物馆与科研单位的合作体制，理顺博物
馆与考古文博单位的融合体制，形成合
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进一步加强联
合协作。联合策划展览，相互提供展示
平台，构建文博融合发展的大平台，建
立新时代博物馆战略合作关系，形成博
物馆与社会各界联合发展的合力，让文
物的活力充分释放。

人才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新
时代博物馆需要的是一支政治站位高、战
略视野开阔、工作思路清晰，在藏品征集
鉴定、展览展示、科学研究、综合管理等
方面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人才队伍。这种高
素质人才队伍不能仅仅依靠博物馆自身来
培养，而是需要借助社会力量，特别是整
合科研机构的资源，互相开展人才培养工
作，才能快速解决博物馆人才梯队断层等
问题，促使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成长起来。

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认为，在媒体融
合发展时代，要善于挖掘文物背后的故
事，营造良好的运营氛围，从而发挥博物
馆的特有优势，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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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既是古老的，又是时尚的，既见证着古老文化又散发着时代魅力

□ 姜天骄

湖北应城市田店镇陈砦

村刘河湾人刘义锋今年 68

岁，他们一家三代都会吹唢

呐，并带出了几十个徒弟。

他吹奏曲牌谱都是依靠口口

相传留传下来的，能吹奏老

曲牌和新曲牌近百个。

刘义锋和他的这些民间

艺人常年为群众婚丧嫁娶、

祝寿等提供演奏服务，演奏

辐射陈河、义和等全市各乡

镇，以及孝南、汉川、天门、京

山等周边市区县。他还曾经

参加由十人组成的唢呐队

伍，在全国第二届农民运动

会开幕式上演出。

郑 毅图/文

近日，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在陕西省韩城市开馆，博物馆共分

为四个展厅，展出珍贵文物798件（组）。 新华社发 张博文摄

▼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内展出

的玉猪龙。 新华社发 张博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