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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9

一 遇见西馆
11月中旬的一个周末，苏博西馆观众络绎不绝。 二

楼苏作工艺馆展厅内，几乎每一个观众都会在镂空的太
湖石纸刻（见右图）前驻足，步入其间，经典的透视造景
营造出奇特的美感，隔断似有还无，不时有娟秀的女孩
倚墙留影。 整体氛围简洁、明亮、活泼，富于现代感的苏
式园林元素和街巷场景既与现代建筑环境相适应，又不
失优雅、闲适的古典意味。

行走于展厅，饱览珍品佳作。 温润莹泽的乾隆白玉
双龙耳圆对杯，精致华贵的明代洒金折扇，虎丘天宫出
土的“苏绣老祖宗”宋代苏绣残片，雍容大气的黄花梨屏
风……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展品让人仿佛在不经意间恭
逢盛世繁华的苏州，遇见那时最繁盛的华夏。

西馆空间充裕，圆了苏博人不少梦。 开馆三大展，涉
及古今中外。

“纯粹江南———苏州历史陈列”，弥补了本馆缺少苏
州通史的缺憾， 以 1200余件/套文物， 其中精品文物
150件展现苏州万年文明史、2500年城市史，溯源苏州
文脉传承和地域文化；

“技忆苏州———苏作工艺馆”，苏作技艺巧夺天工，

苏州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民间手工艺之都，此
次展览用约 800件/套文物， 讲述了一个从宋元及至当
下的苏作工艺沿革故事，展示了苏州顶级的琢玉、雕金、

镂木、刻竹、髹漆、装潢、针绣等技艺；

“罗马：城市与帝国”是苏州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的
重磅合作，观众可以从充满异域文明的展品中心驰神往
罗马城市意象，品味古罗马文明之光。

在同一座建筑内，感悟文明同时空。 观众穿梭在展
馆之内，凝望一件件来自古埃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
文物，思绪打通了展厅的物理间隔，比较、对望、收获新
的感悟，思绪贯通整个世界。

二 苏博涅槃
在中国文博界，苏博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2006年，

贝聿铭大师给了这间地市级博物馆一个世界级的新起
点。 这位幼年生活在苏州名园狮子林的世界建筑大师受
苏州市政府之邀， 为家乡设计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博物
馆，他以“中而新，苏而新”的理念，在珍品般的苏州老
城，与拙政园、狮子林为邻，打造了苏博本馆，这也是他
在中国大陆仅有的三件作品之一，是他口中视为掌上明
珠的“小女儿”。

一直有人说，苏博最大的展品就是博物馆建筑本身。

它曾令无数建筑爱好者为之迷醉，至今，很多人仍是冲着
欣赏贝老的作品而至。这间博物馆设计精妙，与周边苏式
民居融为一体，富于现代建筑美感，又汲取苏州古典园林
精华，巧妙地采用借景、透视等造景手法，淡雅精致。 每
一扇窗外都有一株造型优美的树木， 或一丛摇曳的翠
竹，触目皆景，意境悠远，堪称中国最美的博物馆建筑。

因为贝老巨作的横空出世，1960年建馆的苏博脱
颖而出，从此进入公众视野。 2006年 9月 22日进馆的
历史系研究生谢晓婷印象特别深刻，当时苏州市来了重
要的客人，苏博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观地。

她记忆中一直无法抹去的，还有贝老对作品极致的
追求。 “你和他接触就会发现，他对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
要求完美。 举个例子，每一株树木都是他亲自挑选的，这
些树第一寓意要好，第二姿态要好，第三要与周边环境
相融合。 这种极致的要求一直影响着苏博。 ”

2018年，苏博筹建西馆，请了世界知名的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 顶级配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向贝老致
敬。 西馆建筑“10个盒子”的造型，选用了葡萄牙灰的石
材做外立面和内部墙体，盒子之间紧密相间、错落有致，

巧妙地在现代建筑中寄寓了灰瓦白墙、连绵不绝的江南
水巷民居印象，内饰设计让人在不经意回望时，生出既
古典又现代的联想，恍惚瞥见江南和本馆的影子，却又
站在了 2021年。

三 三获大奖
开馆近两个月，西馆一如本馆，成为游苏州的必到

打卡地之一。 有人说“苏博要逛两天，本馆 1天，西馆 1

天”。馆里 100多人齐心协力忙活了两三年，这可能是最
贴心的回报。

3000多件展品从本馆打包运到西馆，近 10公里的
路看起来就像一段 “文物的长征”。 文物运输车要出古
城、上高架，“不会出治安问题，就怕交通事故”。 因为车
辆来自上海一家专业文物运输公司，还涉及外地牌照限
号。 工作人员事先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运输方案，与公
安、交警各种协调。 现任苏博党总支书记、副馆长的谢晓
婷说，出本馆前，保管员还给每个箱子贴上了写有“平
安”的吉利贴。

如果看得仔细，会发现西馆除“罗马：城市与帝
国”展外，文物说明都是印在泰丝（博物馆文物展示专
用包布）上或固定建筑物上，而不是贴在布上，这个细
节增添了展示的美感，但“这要求对文字特别自信，因
为重刷一遍代价太高，所以大家一人写、一人校、一人

审，错一个字罚 100元”。 谢晓婷特别提了一句，所用泰丝均来自贝老
当年亲自指定的上海一家店，虽然店现在已经没了，但联系一直还在。

这种追求极致的工作状态始于 2006年。

“那时候，观众一句‘冲着苏博建筑来的’，任一个苏博人心里的
感触都挺特殊的。 ”谢晓婷说。甚至当时还有评论质疑“苏博会不会只
是一具空壳”？ 说不扎心，那是假的。

“于是， 大家就拼了命地做展览， 希望软件能匹配上贝老的建
筑。 ”这就有了之后苏博 3次夺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这是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博物馆界展览最高奖项。 这 3个展览分别是
“衡山仰止———吴门画派之文徵明特展”（2013年）“大英博物馆藏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素描展”（2016年） 和 “画屏： 传统与未来”

（2019年）。

“全国现在 5000多座博物馆，苏博能接连拿到这个奖，绝非偶
然。 ”谢晓婷说。 苏博 2007年的观众调查显示，7成观众为看建筑而
来，到了 2015年，展览和展品已成为 7成观众的首选。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蒙河评价，苏州
博物馆 2008年就进入我国首批 83座一级博物馆名单，首次国家一
级博物馆运行评估得分排名 15， 此后数次运行评估一直成绩亮眼，

是全国地市级博物馆中的“一哥”，国内最具创新力的博物馆之一，实
力和影响力可以说是“越级”的，在学术交流、传播平台等方面也具备
了国家级和世界级的视野。

四 握手大英
时光倒回到 2021年 8月底。 下午 1时 30分许，一场跨越万里

的网络布展例会又如约召开， 网络两端连着大英博物馆和苏州博物
馆，由于新冠疫情，大英博物馆的布展人员无法亲临现场，只能通过
视频全程监控布展，这在我国入境展中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尝试，当然
也是基于过去合作中建立的充分信任。 通常，这些世界顶级博物馆都
不会考虑与新馆合作。

大英博物馆对展品处理的要求之高、之细，超出工作人员的想象。

展厅入口处的“执政官”大理石雕塑，连底座高约 2.4米，重达 2

吨，由于年代久远且多处修复，石粉容易掉落，按大英的要求是全程
“站”着抵达苏博西馆的。 拆箱准备运到二楼展厅时，问题来了。 二楼
走廊的门只有 2.3米，且是混凝土整体浇筑，想拆门框都做不到。 最
后，只能新做一只略低的底座，用液压叉车将雕塑移上去。

2吨重的庞然大物在馆内 “直立行走”， 又只有手臂两侧允许触

碰，移动的难度可想而知。 两个壮汉小心翼翼地扶
着，一路缓慢前行。 每移动一段，就要停下评估位

置，这段短短的路，走了两个半小时。 大英展策展人、苏
博事业发展部副主任张帆紧张得一身大汗，“万一倒下
来，那可是现场直播。另外，倒下来可是谁也拉不住”。他
注意到全程视频监控布展的大英保管员，也是从头到尾
绷着个脸。

与世界一流博物馆的交流，不仅观众能够大饱眼福，

馆员们也从对方堪称经典的操作中受益匪浅。 谢晓婷印
象最深的是，连文物共 27只箱子，有一整箱全是工具，

出乎意料地全，大到手钻，小到一盒胶带纸、固定小件珠
宝和金币的细针， 以及大英特制的防盗固定螺丝和钻
头。张帆说，大英发来的材料和视频中，还细到描述雕塑
身上修复的地方是新伤还是旧伤，移动时是扶着颈部还
是脸颊，以及视频展示布展需要的所有器械。 而大英和
其他一些世界大馆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其在策展时做到
深入浅出，准确地传达出展品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使观
众在不知不觉中领悟与感受，更是张帆向往的境界。

五 民间乐享
一天的午后，谢晓婷坐在沙发上翻看一份四川出土

的文物报告，读到宋末元初战乱时一户董氏人家逃难前
埋藏的珍宝被发现，女性的发散思维使她马上联想到一
首曾经流行一时的歌《董小姐》。 “能不能办一个‘董小姐
的展’？ ”查阅资料，历史上还真有很多姓董的知名女性，

江南才女董小宛、清代画家董婉贞，隋文帝四子蜀王杨
秀的妃妾董美人，上海博物馆藏有其墓志，包拯的第二
任夫人也姓董。

“每一个董小姐背后就是一个时代，一幅生动的社
会图景，多有意思！ ”明年，“董小姐的展”很可能就会问
世， 谢晓婷的观点是 “关键不在于展品在不在你的馆
里”，而在于要有属于自己的主题创意，要符合城市的文
化精神，要观众喜闻乐见。 “有时候并不一定宏大，但一
定符合民心。 ”

一间博物馆，首先要为它所在的那座城市而存在，而
苏州历史上丰富的文化资源，本身就是一座富矿。高蒙河
说，苏州博物馆立足江南文化，这是它的安身立命之本。

苏州人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 谢晓婷感触深刻。

2006年苏博本馆开馆， 从辽宁省博物馆借来了清代苏
州籍宫廷画家徐扬耗时 24年创作的巨幅画作 《姑苏繁
华图》，没想到万人空巷，等待观展的队伍从地下一层一
直排到了二楼。这让苏博后来的很多展览为了苏州人的
情感而设，像“明四家”系列特展、画屏展，以及现在的通
史展和苏作工艺馆。年底，西馆还要做一场以“元代的江
南”为主题的展览，展示元末大量文人集聚在以苏州为
中心的太湖流域时的作品，让更多人理解明清时期苏州
盛世繁华的由来。 而从国家博物馆借来的徐扬作品《乾
隆南巡图》，也将再次带给苏州人一次视觉盛宴。

在谢晓婷的设想中，未来的苏博与市民的连接更加
紧密， 它应该成为一个能让市民随时来坐坐的地方，每
一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想要的空间和体验，比如喝杯咖
啡，买个文创，或者上一节艺术史的体验课，孩子能在
“双减”之后来博物馆探索体验。 “它会是一所博物馆学
校，有别于学校教育，却是终生的教育。 ”谢晓婷说。

六 文博盛事
文博事业是久久为功的事业。

数十年来， 苏博一直跟随着中国博物馆业发展的节
奏向前走。 1960年，苏博在太平天国忠王府旧址建馆，

开办费只有几百元；2021年，苏博西馆的开办费比当年
已翻了不知多少倍。而中国的博物馆也从 1000多座，发
展到了如今的 5000多座，5000年延绵不绝的文明，使我
们拥有了几乎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遗产群和博物馆群。

这十余年里，博物馆更是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
个焦点，文博热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方兴未艾。 博物馆从未像今天这样走入人们的视野，它
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窗口，一个文化展示的窗口，一个
人们放眼世界的窗口，一个寄托梦想的地方。

15年前，谢晓婷进入苏州博物馆工作时，对博物馆
的概念是懵懂无知的， 她来这里只是因为专业对口、事
业单位，心中的热爱是慢慢焙成的。而现在进馆的新人，

就是冲着对博物馆的一份喜欢来的。

今年 5月，9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
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实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
馆创建计划， 重点培育 10-15家代表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引领行业发展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高蒙河
说，这是国家第一次从宏观层面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博
物馆”，是希望博物馆能够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阐释中
国价值、展现中国力量。谢晓婷说，我们当然希望苏博在
名单之中。

2006年，贝聿铭大师从忠王府移植了一株文
征明手植的紫藤入本馆，而今，紫藤的枝蔓也延伸
到了西馆。 藤蔓绵延，老干虬枝，自是鼎盛时期江
南文化的遗脉留存，也是当时那座令人神往的世界
级城市———苏州留下的深刻印记。

苏
博

    两个月前，

苏州博物馆（西

馆 ） 开 馆 ，和

2006 年苏博本馆

开馆一样， 再度成

为文化热门事件。 典雅

的葡萄牙灰“10 个盒子”的

奇妙建筑外形，带给人们一种

拆盲盒的兴奋与期许。

15 年前，世界建筑大师贝

聿铭设计的苏博本馆，用高超

的现代建筑语言书写了蕴含传

统美学的江南画卷，被誉为中

国最美的博物馆建筑，苏博从

此脱颖而出。

而今的西馆之中，是否还

能觅得贝老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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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