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
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旨在强调博物
馆拥有影响人类世界的巨大潜力和强大能力。这
是一个国际化阐释，作为江南的一座城市博物馆，
湖州博物馆对该主题的理解是：博物馆教会更多市
民了解过去，并打开他们的思想去接受新的认知，这
应该是基层博物馆让人们感受美好未来的能力。于
是，湖州博物馆围绕主题并积极贯彻省委提出的“实施
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有关意见，策划举办了“苕上十二时
辰——宋代湖式生活”特展并于博物馆日当天开展。展
览以宋朝的十二时辰为叙事主线，通过百余件宋代文物，
还原宋人平凡的一天，再现古人的日常风貌及风俗习惯，
探寻其中蕴含的湖州气息和味道。

风起湖州、苕上宋韵。宋人的日常生活，风雅处处是
寻常。不论是繁华的都城景象，还是士大夫的雅韵，抑或
是市井的大众俗趣，无不映射出宋人的风韵流转，他们从
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
基调，而湖州也在这数百年的时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记。时光流淌千年，昔日盛情盛景俱往矣，宋韵之风
却代代相传。千年之后的我们从时间的碎片中找寻蛛
丝马迹，在日复一日看似普通却又无比生动的生活
中，一窥宋韵之雅，体悟宋人闲适背后潜藏的风骨。
开展当日，湖州博物馆以全景式交互体验的方式，
复原宋代文体生活场景，通过宋人四雅及
宋人竞技体验，再现宋代文人的风雅意
趣，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

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
阵地，湖州博物馆近年来正在凝聚起
社会教育、数字创新和交流引领等多
维度的力量，逐梦而行，让博物馆
以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方
式融入市民生活和城市发
展，打造城市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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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和各类
配套活动，为社会提供了不可或
缺的公众教育体系，为市民提供
终身学习、不断进步的平台。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湖州博物馆牵头，联
动全市各家文博场馆，用红色文
物讲述“我与母亲的故事”。这
既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一份贺
礼，又为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
育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为充分
利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为党史
学习教育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九
位策展人各自带领一个团队，踏
遍全市各个纪念馆、烈士陵园、
革命遗址，拜访烈士的后代，精
心挑选每一件文物，挖掘它们背
后的人和事。举办展览的同时，
湖州博物馆还进行了“百场微党
课”宣讲活动，既是配合展览、
献礼建党百年，也是助力党史学
习教育。此外，作为展览的延
伸，湖州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
线了“革命文物中的党史学习”
微党课，这一系列内容还登陆了
学习强国和学习通平台，向更加
广泛的公众传播湖州革命的历史
和文化，这些实践被光明日报专
题报道宣传。这次特展的策划和
推广，由市级博物馆整合全市文
博资源、联动全市文化单位，彰
显湖州博物馆在行业发展中的重
要价值。

博物馆发展至今，始终以
持续创新作为核心理念之一。
数字化创新让博物馆更容易接
近和参与。视觉图像时代的到
来，直接影响着博物馆知识生
产方式和叙事方式的改变，也
将触发系统结构性变革。湖州
博物馆作为国内率先开启影像
收藏的博物馆之一，对“博物
馆影像收藏与展示”有着独到
的认识和探索。

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发
展，历史正逐渐“可视化”。湖
州博物馆“江南往事——黄笃初
百年影像1927-1938”展览所
呈现的，正是这样一段难得一见
的近代江南人文历史。1909年
出生于湖州的黄笃初，在1927
年至 1938年间先后拍摄了近
600幅照片，用相机记录了以湖
州为主的环太湖流域多个城市
及农村的风光和民俗。他的后
代将这批585张照片及玻璃底
片、胶卷以及存放底片的底片
箱捐赠给湖州博物馆，这是湖
州博物馆第一次成批量地对影
像资料进行有计划的收藏与展
示。这些影像资料真实地再现
了环太湖地区当时的历史风
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影像对于历史的确证性不
容置疑，但影像也包容了主观
性，它是真实反映创作者主观
成分的客观表达，附着主观的
情感色彩和个性化特征。博物
馆对影像作品的收藏，除了对
影像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的关
注之外，更多的应该关注到影
像作品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
息、人文信息以及社会价值。
湖州博物馆今后将对历史影像
资料持续开展收藏与研究，通
过各种渠道进一步增加影像收
藏的数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
历史人文研究乃至创意衍生开
发的素材，充分发挥影像藏品
的社会价值，传递文化记忆。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
互鉴而丰富，发展的持久性
和共享性是博物馆实现其价
值的关键。作为本地社区的
关键行动者，博物馆应为强
化构建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作出贡献。自2021
年起，湖州市积极推进乡村
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作为全
国开展乡村博物馆建设的试
点城市，湖州市通过深入探
索实践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内
涵和外延，博物馆行业服务
国家战略的新举措，博物馆
乡村阵地建设的新途径，建
设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
示范窗口，为全国乡村博物
馆建设提供湖州样本、湖州
方案。湖州博物馆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在乡村博物馆的
陈列展览、藏品借展、教育
推广等方面开展帮扶指导，
实现各级各类博物馆的互联
互通、共建共享。

除了市域范围内的引领
与交流，湖州博物馆还积极

“走出去”，为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推进浙沪文旅深
度融合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在
上海遇见美丽湖州。作为浙沪
两地文化交流活动的主打项
目，“湖州之远——丝笔茶瓷
文化特展”紧密围绕“以湖州
为核心，以上海为平台，以世
界为舞台”这一核心宗旨，以
湖州故事、湖博藏品为核心，
围绕“湖州-江南-海派-世
界”层级精心策划，精选近百
件展品，呈现湖州独有的中华
文明物语，展示“丝、笔、
茶、瓷”文化经典的生活之
美，揭示物语背后所承载的湖
州人文底蕴和匠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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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力量在持续增加，文化赋能也正在激励着所在城
市、区域迸发出巨大的潜力和强大的能力，进而构建更加美好、

和谐的未来。《浙江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湖州
市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政策为湖州博物馆下一阶段提供了明

确的发展目标、策略和路径。为了更好地传承湖州历史文脉，弘扬地方
特色文化，湖州市正在积极推进博物馆新馆的筹备建设工作。博物馆新馆

选址南太湖弁山云起谷长田漾区域，作为“湖州湿地文化广场”的重要核
心部分，新馆建成后，将会有更充分、更适宜的室内外展示与活动空间，通

过社会多元参与、馆际间合作等方式，来打造更丰富、更精彩的展览及配套
文化产品，让观众在博物馆内有更大的获得感。此外，湖州博物馆新馆还将逐
步发挥平台价值，超链接各类优质资源，推动以“博物馆＋”为中心的文化旅
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教育产业等方面的跨界融合，让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为湖州市的综合发展持续赋能。博物馆作为城市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特
色文化品牌，通过用心经营，让市民、观众和游客认识和喜爱这个环境、这些
空间，愿意参与到博物馆打造的各类项目中来，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用更优
质的服务来维护好湖州博物馆的朋友圈，让博物馆新馆成为彰显湖州城市精神
的一张亮丽的金名片。

知来处，明去处。博物馆的力量：用过往照亮未来！

宋“皇宋州学宝尊”铭牺尊。
2020年，湖州之远——丝笔茶瓷文化特展在上海

市历史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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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与母亲的故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革命文物特展开展。

苕上十二时辰——宋代湖式生活展今天开展。

2022年初，黄笃初百年影像作品捐赠仪式举行。

南宋龙泉窑鱼耳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