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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现代博物馆体系构建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现代博物馆体系
——甘肃10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探访

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2023 年 9 月新馆

建成开放，是目前中国汉简藏量最大的省级简牍类专题博物

馆 ，2024 年 被 评 为 国 家 一 级 博 物 馆 。 馆 藏 文 物 50129 件

（套），以秦至西晋时期简牍及与简牍相伴出土的其他文物为

主 。 其 中 珍 贵 文 物 31943 件（套），一 级 文 物 1679 件（套）。

现有“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人家”“书于简帛”4 个基

本陈列，从简牍发现的历史、简牍中壮阔的丝路故事、汉代边

塞人家的日常生活、汉简中蕴含的书法艺术出发，解码甘肃

独特的文化基因，全面、生动地展现甘肃简牍里的丝路文明

与中华智慧。

该馆举办的“‘简’述中国‘牍’懂丝路”网络主题宣传活

动荣获 2023 年“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网上主题宣传项目甘

肃 精 品 项 目 。 基 本 陈 列“ 简 述 丝 路”“ 书 于 简 帛”分 别

于 2022 年 和 2023 年 被 国 家 文 物 局 、中 央 精 神 文 明

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等单位评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

介项目。主编的《居延新简集释（七册）》获第三届

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地湾汉简》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肩

水金关汉简（壹—伍）》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一等奖。先后被命名为兰州市首批“大思政

课”实践教学基地、甘肃省社会科学普及示

范基地、兰州市科普基地、兰州市少先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营地）等。

甘肃简牍博物馆

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于 2003 年建成开放，

是以收藏展示晚新生代古哺乳动物化石为主的专题性

博物馆，2024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基本陈列“和政四

大古动物群化石展”曾荣获 2012 年度第十届全国博物馆十大

精品奖。馆藏化石标本分 3 纲 8 目 250 多个属种，保存完好、

数量丰富、种类繁多，占据 10 项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陆生哺

乳动物巨犀的聚集地、世界上最丰富的铲齿象化石、世界上最

大的三趾马动物群、世界上最早的稀树草原群落、世界上最大

的鬣狗——巨鬣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政羊、世界上熊类的

最近祖先——戴氏祖熊、世界上最早的拟声鸟类——和政盘

绕雉、世界上保存最久远的蛋白质、世界上最大的马——埃氏

马。2021 年 9 月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WRCA）认证为“世界

上铲齿象头骨化石最多的博物馆”。

该馆还相继被命名或认定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

年科普教育基地、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甘肃省科普教育

基地、甘肃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中科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政科研基地、邱占祥院士专家工

作站。

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

兰 州 市 博 物 馆 成 立 于 1984 年 ，其 前 身 为

1979 年 设 立 的 兰 州 市 文 物 管 理 处 ，为 综 合 性 博

物 馆 ，2024 年 被 评 为 国 家 一 级 博 物 馆 。 馆 舍

依 原 明 代 白 衣 寺 旧 址 而 建 ，院 内 有 明 代 白 衣

寺 塔 、白 衣 菩 萨 大 殿 及 清 代 江 西 会 馆 铁 柱 宫

享 殿 3 座 古 建 筑 。 现 馆 藏 文 物 12720 件

（套）。 其 中 ，一 级 文 物 53 件（套）、二 级 文

物 93 件（套）、三 级 文 物 759 件（套），尤 以

马 家 窑 文 化彩陶、明代白衣寺塔刹天宫出

土的肃王文物、明清地方名人书画等文物

独具特色。

现有基本陈列“大河流韵——兰

州历史文物展”，通过展示兰州地区

出 土 的 重 要 文 物 ，再 现 了 古 丝 绸 之

路 重 镇 兰 州 的 悠 久 历 史 和 深 厚 文 化

底蕴。

该馆在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及公共文化服务作用的同时，

加 强 长 远 规 划 发 展 ，结 合 馆 藏 文 物 资 源 特 色 ，发 挥 自 身 优

势 ，高 度 重 视 文 物 保 护 、文 物 数 字 化 以 及 学 术 科 研 、历 史 文

化知识传播等工作。该馆打造的主题社教活动“大明风华”

系列和穿汉服游博物馆、古风集 市 、古 建 之 美 等 9 个 博 物 馆

研 学 品 牌 深 受 观 众 喜 爱 。“ 博 物 馆 之 夜 —— 大 明 风 华·文 物

探 宝 系 列 活 动 ”获 评 全 国 文 化 遗 产 旅 游 百 强 案 例 ，“ 历 史 文

化 进 万 家 ”系 列 活 动 入 选 兰 州 市 第 五 届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 十 佳 志 愿 服 务 项 目 ”。 在 线 上 线 下 同 步 推 出 市 博 讲 堂 、

“ 馆 长 说 文 物 ”、馆 藏 精 品 文 物 等 重 要 栏 目。先后被认定为

甘 肃 省 社 科 普 及 基 地 、甘 肃 省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首 批“ 大

思 政 课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黄 河 都 市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研 习 基 地 ”、兰 州 市 中 小 学 教 育 实 践 基 地 、兰 州 市 对 台

交流基地等。

兰州市博物馆

临夏州博物馆成立于 1979 年 1 月，属综合性博物馆，

2024 年 被 评 为 国 家 一 级 博 物 馆 ，馆藏陶器、玉器、石器、铜

器、金银器、书画、古动物化石、海洋古生物化石、花儿文献、钱

币等各类藏品 36145 件（套）。现有基本陈列“古陶神韵 文明

曙光——马家窑文化彩陶展”“文明晨曦 陶绽华章——甘肃

史前陶器展”“大朴不雕古玉生辉——齐家文化玉器展”“铜声

金韵 羌戎遗珍——北方系青铜文化展”。

该馆多年来开展藏品征集保管、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基本

陈列改造提升、文创产品研发、促进馆际交流、创新社教活动

等 一 系 列 工 作 ，以 实 干 实 绩 不 断 推 动 博 物 馆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现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兰州大学文物与博物馆

专业文科实践教育基地、西北民族大学教学实习基地、第二批

甘肃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甘肃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基地、甘肃省青年志愿者服务基地、甘肃省马家窑文

化研究会临夏研究基地、读者研学旅行教学基地、临夏州科普

教育基地、临夏州第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创建基地。

临夏州博物馆

武 威 市 博 物 馆 成 立 于 1982 年 ，

新 馆 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 建 成 开 放 ，

是 一 家 全 面 反 映 武 威 历 史 沿 革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传 承 、人 文 社 会 的 历 史 类

博 物 馆 ，2024 年 被 评 为 国 家 一 级 博

物 馆 。 现 有 馆 藏 文 物 46191 件（套），

总 量 在 全 省 博 物 馆 中 位 列 第 三 ，仅 次

于 甘 肃 省 博 物 馆 和 甘 肃 简 牍 博 物 馆 ，是

市 县 级 博 物 馆 中 藏 品 量 最 多 的 博 物

馆 。 馆 藏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彩 陶 、汉 简 、汉 唐

木 雕 、西 夏 木 版 画 、清 代 水 陆 画 以 及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的 佛 教

文 物 、少 数 民 族 文 献 文 书 等 文 物 特 色 鲜 明 ，具 有 极 高 的 历 史

文化价值。现有基本陈列“河西都会天马故乡——武威历史

文物展”和“天梯神韵 凉州佛光——天梯山石窟专题展”。

该馆先后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甘肃省首批博物馆青少

年 教 育 省 级 资 源 单 位 、甘 肃 省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教

育 基 地 和 武 威 市“119 消 防 奖 ”先 进 集 体 ，荣 获“ 甘 肃 省 巾 帼

文 明 岗 ”、全 省 博 物 馆 陈 列 展 览“ 精 品 奖 ”等 荣 誉 。 目 前 ，该

馆 被 列 入“ 十 四 五 ”时 期 国 家 卓 越 博 物 馆 发 展 计 划 ，是 对 外

展示武威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亮丽名片。

武威市博物馆

天水市博物馆 2017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博物

馆协会理事单位、甘肃省省级文明单位，2009 年 9 月起免费对

外开放。现有藏品 40495 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50 件（套）、

二级文物 189 件（套）、三级文物 1019 件（套）。现有基本陈列

厅 9 个、临时展厅 5 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展厅 1 个、民族团结展

厅 2 个、伏羲功绩展厅 1 个、陶艺实践展厅 1 个、数字体验厅 1

个、3D 影院 1 个。天水市博物馆下辖天水伏羲庙景区、天水民

俗博物馆（南北宅子胡氏古民居）。承担每年度公祭伏羲大典

的多项工作。

天水市博物馆制定出台了《策展人制度》，“瓷上风雅——

宋金元瓷器主题展”“诸相无相——天水市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

艺术展”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其中“瓷上风雅主题展”入

围国家文物局主办的 2024 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率先在全省市级博物馆中开展文物公益鉴定进县区工作，鉴定

活动社会反响较好、参与人数多，极大提升了天水市博物馆的影

响力。推出首部革命传统教育课程《赓续红色基因——天水市

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乡土教材》，成功入

围 2022 年全国社教百强案例。以伏

羲文化和馆藏文物系列为抓手，推陈

出 新 开 发 刘 海 戏 金 蟾 香 薰 炉 、“ 五

行”河洛卦牌、生肖围巾、羲皇赐福

葫芦等文创产品 160 余种。

近年来，天水市博物馆先后被

评为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全省事

业单位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省文物

工作先进集体、省级科普示范基地、全

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全省博

物馆青少年教育省级资源单位。1 人

被省人社厅、省文物局授予全省文物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多名讲解员在省市

讲解比赛中获奖。2023 年度免费开放

绩 效 考 评 被 省 文 物 局 、省 财 政 厅 评 为

“优”等次，排名首次位列全省第一。

天水市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其

前身是 1939 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1956 年改名为甘肃省

博物馆。作为甘肃省最先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文博单位，甘

肃省博物馆始终致力于文物收藏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示、公

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交流，为弘扬中华文明、宣传甘肃历史作出

了积极贡献，成为甘肃省宣传、教育、文化、旅游和外事活动的

中心阵地和重要场所。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各类珍贵历史文物、自然标本 8 万余件

（组），汇集了甘肃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珍贵文化遗存。馆藏

文物特色鲜明，尤以彩陶、汉简、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

古生物化石和近现代革命史料等独具特色。目前，向社会推出

的展览有“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彩陶”“甘肃古生物化石”

“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红色甘肃——走向 1949”5

个基本陈列，全面反映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基本陈列均荣获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优秀奖。每年还不定期举

办 20 余个临时展览，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充分

发挥人才和科研优势，开展文物科技保护与研究，取得国家文

物局“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承担的文物保护项目多次获得国

家及省级“科技进步奖”，在古生物与古人类、彩陶研究、简牍

学、佛教石窟艺术、西夏文字与历史、古代书法艺术等方面取得

了丰硕成果。

2008 年 3 月，甘肃省博物馆被列入首批免费开放名单。先

后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预备役

国防教育基地、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2 年，甘肃省博

物馆晋级国家一级博物馆。2015 年，甘肃省博物馆荣获“省级

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甘肃省博物馆

平 凉 市 博 物 馆 成 立 于 1979 年 ，2019 年 建 成 新 馆 ，同 年

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历史文化博物馆，占

地 126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25689 平 方 米 ，收 藏 文 物 藏 品 14632

件。其中珍贵文物 1394 件，尤以史前陶器、西周铜器、宋元

瓷 器 、历 代 铜 镜 、造 像 艺 术 、皮 影 艺 术 和 名 家 书 画 最 具 特

色。1.1 万平方米的展厅中常设“陇宝泾华”“泾河激浪”“道

源 崆 峒 ”“ 汉 风 藏 韵 ”4 个 基 本 陈 列 。 先 后 获 得 全 国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管 理 先 进 单 位 、团 中 央 中 国 青 少 年 社 会 教 育“ 银 杏

奖”优秀团队以及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兰州大学教学科研基地等 30 余项荣誉称号。

近年来，平凉市博物馆秉持“藏品立馆、人才强馆、学术

兴 馆 、社 教 活 馆 ”的 办 馆 理 念 ，全 方 位 、多 角 度 展 现 平 凉 历

史 ，讲 好 平 凉 故 事 ，连 续 11 年 在 全 省 博 物 馆 免 费 开 放 绩 效

考 评 中 被 评 为“ 优 ”等 次 ，近 5 年 位 列 全 省 前 三 ，

2023 年更是获得全省第一的优异成绩。该馆充分

挖 掘 馆 藏 文 物 价 值 及 地 方 文 化 内 涵 ，构 建“ 基 本 陈

列+临时展览+线上微展”的立体展陈体系，先后举办

原创、交流展览 45 期，线上展览近 300 期；持续擦亮“博

游记、博乐园、博爱苑、博古知新学堂、博育未来、畅享线

上·乐 游 云 端”六 大 社 教 活 动 品 牌 ，充 分 发 挥 以 文 化 人、以

文 育 人 的 重 要 作 用 ，累 计 开 展 活 动 千 余 场 次 ，辐 射 受 众 上

千万人次；聚力打造 12 个新媒体 矩 阵 平 台 ，利 用 公 共 交 通

广 告 系 统 、中 心 城 区 户 外 LED 屏 幕 等 构 建“ 流 动 博 物 馆 ”

和“ 身 边 博 物 馆 ”，持 续 扩 大 博 物 馆 影 响 力 和 覆 盖 面 ；先 后

实 施 文 物 保 护 项 目 10 余 项 ，馆 藏 文 物 赋 存 环 境 得 到 全 面

改善。

平凉市博物馆

敦煌研究院是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

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敦

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管理的综合性研究型事业单位。敦

煌研究院前身是 1944 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 年

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 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2017 年，

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院六地”的管理和运行格局，着力打造甘

肃“石窟航母”。

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为我国管理世界文化遗产数量

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

研究实体，2017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建成全国首个文

物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中心等科研平台，被国家相关

部委批准认定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

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家引才引智示范基地。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

称号、被甘肃省委宣传部授予“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称号，敦煌

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文物

数字化保护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敦煌研究院先后

荣获甘肃省人民政府质量奖、中国质量奖、亚洲质量创新奖。

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和“改革先锋”称号，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当选“全国道德模范”和“感动中国 2019 年度人物”。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分别授予敦煌研究院、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杰出

贡献奖”，1 人获得“大国工匠”荣誉称号。

敦煌研究院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前身为高台烈士陵园，建成

于 1957 年，2009 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2024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经过多次改扩建，该馆现占地面积 198 亩，建筑面积 9243

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 7789 平方米。主要建筑物有大门及大

门组雕、“血战高台”英雄群雕、纪念碑、阵亡烈士公墓、第一展

陈馆、第二陈展室、廉政馆、董振堂纪念亭、杨克明纪念亭、军

魂广场及红五军纪念林等。

自建成以来，累计接待中外各界人士 2600 多万人次，已

成为保护、展示、研究、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的重要阵

地。先后被认定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百

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

教育基地、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

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甘肃省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实

践教学基地、甘肃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甘肃

省“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荣获全国文明优抚事业单位、全国

绿化模范单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全国青年文明号、省

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