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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就是向国内和国外讲清楚、说明白中国故事、中

国道路、中国理论。作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历史文化艺术殿堂，中国博物馆的展览传播，需要针对中外文化价值体系，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建立有利于中国文化高效传播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树立

推动和创新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为增强中华民族及其优秀文化的全球

影响力发挥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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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

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这既是博物馆展览传播的基本任

务，也是话语建设的重要内涵。通过博物馆展览，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在全球确立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地位，让当代中华文化在全球产生更多的共振共识共鸣，让

世界更多了解“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一、如何理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是融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于一体的、多层次的话语系统。严书翰认为打造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的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正确解决三个“如何对待”，即如何

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1]。

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向国内和国外讲清楚、说明白中国故事、中国道路、

中国理论。对于国内而言，话语的对象是普通大众，话语的生命力在于接地气。“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

服人。”[2]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目的是让话语体系回到实践中，回到群众中，在群众

中传播，为群众所掌握，提升中国自信。对于国外，讲清楚中国故事，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



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同，让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特别是在目前关于博

物馆的研究中，理论研究多，实践研究少；口号形式多，应用价值少。未来的博物馆研究要

更注重人民群众的需求、人民群众的口味、大众的理解，真正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这就需要

博物馆工作者，走出书本，走向实际，眼光向下，关注人民群众。

由于西方国家掌握了绝对话语优势，目前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西强我弱”局面还没有

根本改变，国际话语体系由西方决定，中国话语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导致了中国声音很难

传递出去。正如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

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

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

二、博物馆在话语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有人说，今天的世俗时代里，博物馆是最接近神庙或者教堂的地方。法国卢浮宫是世界

上唯一一个博物馆，其入口是一个艺术品。站在玻璃金字塔前面，你首先会强烈地意识到两

点：第一，这是一个权力的衍指符号；第二，它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艺术品。

何为衍指符号？刘禾指出，衍指符号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

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语词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

影响[4]。根据卢浮宫的调查，大约 80%的游客来这里是为看《蒙娜丽莎》——而大多数人离

开时都不大开心。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品，能以这样的方式垄断整个博物馆的注意力。

卢浮宫的历史是从权力场域到艺术场域变迁的历史。这部艺术史被空间化地建构起来

后，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它超越了艺术观念的范畴，回响于我们对自我认知的探寻过程中。

艺术里意味着理解之关键的“凝望”这个动词，不仅诞生于闲暇中，且意味着对公共时空资

源的一种占有，更是卢浮宫对于自身话语体系的有力构建。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我国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数量

快速增长，质量不断提升，在场馆建设、藏品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示、社会教育、文明

交流互鉴等方面成绩斐然。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已备案博物馆 5354 座，年举办展览 2.6 万

个，开展教育活动 26 万次，接待观众 11.26 亿，博物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持续显现，

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博物馆热”的日益升温，中国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从国家层

面上，博物馆正日益成为展示传播中华文明、凝聚国家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多元文明



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应致力于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在文化平等、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跨文化交流对话合作机制；从社会层面上，博物馆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推动力，应充分发挥博物馆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城市更新、乡村振兴、

社区生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公民层面上，博物馆是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培元的知

识宝库、灵感源泉和精神支撑，在着力构建均等化、广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应

探索创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一个城市的博物馆，代表这个城市的人民对自己文化的思考。所以，博物馆存在的价值

和意义，不单单只是为了保存和展示，也联结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文化强国方针，赋予了中国博物馆新的使命，敢

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已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因为中国文博人

深知要做到文物“活起来”，就要让文物的价值内涵“活起来”，成为国与国相通、民与民

相亲的“通用语”；让文物的思想文化“活起来”，成为世界认知中国、中国交往世界的“解

码器”；让文物的多元之美“活起来”，成为文化再创造、艺术再发展的“营养源”。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需求，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对内

可以引领社会舆论、塑造良好社会政治心态，对外能够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影响国际舆论之

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如何树立推动和创新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为增强中华民族及

其优秀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发挥独特作用，一直是中国文博人奋斗的目标。

三、博物馆展览如何构建话语体系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向世界

的中国话语，必然具有深沉厚重的文化力量[5]。

作为 2019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会场活动的一部分，“根·魂——中华文明

物语”展，联合全国 22 家文博单位，在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精心遴选出 30 件（套）在

中国古代文明中具有标杆性的文物作为物证，简明地勾勒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展览以历史

发展进程为顺序，分为《文明起源》《青铜时代》《文明奠基》《天下一统》《融合创新》

《大唐气象》《宁静致远》《太和盛平》《开启新纪元》九部分，展陈体系全面升级，突破

传统的陈列模式，着力于解读方式，将每一件展出文物置于立体的时空当中，从展品的器形

与材质、社会功能、艺术演变、社会影响等角度进行解读，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文化选择和

文化享受。



“根·魂——中华文明物语”展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虽有无际海洋、高

山屋脊、无垠沙漠阻隔，但发展却非封闭式，南北有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东

西有与古埃及、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宗教有佛教、拜火教、景教、

伊斯兰教等相相继传入。文明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在传承中创新。不少展品便是南北文化、

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

代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玉琮”，是迄今雕琢最精美，品质最佳、体量

最大，拥有神徽最多的玉琮，被誉为“琮王”。展览中，从横向角度，展示了其器物造型、使

用功能等；从纵向角度，通过玉琮的造型变化、纹饰内涵的前后演变脉络，体现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版图空间扩大，物资丰裕，都城长安成为世界经济文

化中心，生活着各色人种，人们以身为大唐子民而自豪。唐代的“鎏金鸿雁纹银茶碾”，横

向展示其造型、装饰工艺、宫廷与民间茶艺的对比等；纵向则反映出金银器高超的制作水平

以及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根·魂——中华文明物语”展项目执行人王树金说，陈列展览策划没有固定的模式与

法则可循，要勇于创新，与时俱进，满足当下观众需求，使我们文博人不断奋斗的目标。有

网友说，特意赶了个末班车去看“根魂”展览，真是太值得了，每个展品都很经典，展品背



后文物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工艺演变的脉络在每件展品的题板上都展示得清清楚楚，真是大开

眼界，不虚此行。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已成为人类的共识。支撑这一结论的依据，便有浩如烟

海的“实证”。中华文明的进程，呈多角度、多维度展开，并非单线延展，该展从“实物”

角度来关照中华文明历史长河，将还原于时空坐标中，多向度梳理其发展脉络，以此呈现文

明的绚丽多彩。尽管仅 30 件（套）展品，只是“太仓一粟”，然亦可窥文明之一斑。

历史与现实是无法割裂的，时间蕴育出最宝贵的品格烙印在名为“中华”的灵魂上。数

千年历史遗存下来的以千万计的文物，它们既是当今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石，又是数千年

精神文明的载体。从原生态发展起来的文明尤为如此，它们与现代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深入我们的血脉，是文化的“根与魂”。这也是博物馆展览将历史叙

事很好地汇入中国话语体系，以多元而系统的中国文化方略，助力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

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

四、结论

话语体系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定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作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

构建，博物馆展览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传播具有时代感召力的中国话语，让闪耀着时代

光芒的中华文明和优秀文化成为中国叙事的强劲旋律，展现中国博物馆展陈的设计速度与构

建水平，打造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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