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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搞策展
听故宫设计师于彤讲述展览和文物背后的故事

利用新科技手段，用三星
堆8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
还原了3000年前的“奇妙组
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0
日在成都公布，经过发掘和文
保人员合作研究，近期两件大
型青铜器的相对完整形态得以
震撼呈现。

“比我们之前预
想得更奇特、更震撼，
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
力。”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唐飞说。

据唐飞介绍，这
两件青铜器分别为铜
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
和铜罍座倒立鸟足顶
尊神像，都由埋在不同

“祭祀坑”里的残件拼
接而成。考虑结构安全
问题，目前文物实体无
法凑在一起，于是利用
三维扫描和3D模型等
科技手段，成功复原了
这两件“国宝”的相对
完整形态。

复原完成的铜兽
驮跪坐人顶尊铜像通
高1 . 589米，总体而
言是“神兽”驮着一个
头顶着尊的跪坐铜人
像。由2号“祭祀坑”的
铜尊口沿、3号“祭祀
坑”的铜顶尊跪坐人
像、8号“祭祀坑”的铜
神兽组合而成。

这件文物由上、
中、下三部分构成。下
层是“神兽”，昂首挺
胸、四肢壮硕、威风
凛凛。神兽头顶中央
还站立着一个衣着
华丽的青铜人像。中
间层是一个跪在“神兽”背部
的铜人像，浓眉大眼，头顶戴
冠，上身着曲折云雷纹长袖对
襟短衣，下身穿眼形纹短裙，
双臂举于胸前。上层为三段式
的折肩尊，尊上有龙和兽造型

的立体附饰。
唐飞认为，这组青铜器表

现了一个祭祀场景，跪在神兽
背上的应是巫者身份，跪立是
古蜀礼神最虔诚的姿势。站立
在神兽头顶的铜人，或许象征
古蜀王者。巫者头顶的铜尊具
有中原文化风格，推测祭祀中

尊内应盛有海贝、玉、
酒之类的祭品。

复原完成的铜罍
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
通高2 . 53米，主要由
铜罍、神像和人像构
成，由2号“祭祀坑”的
铜鸟足人像、3号“祭祀
坑”的爬龙铜器盖、8号

“祭祀坑”的铜顶尊撑
罍曲身人像、铜持龙
立人像、铜杖形器五
个部分拼接而成。这
件青铜器主体是一尊
倒立的神像，纵目突
出，獠牙外露，头顶尊、
手撑罍、脚踏鸟，身体
向后翻起，双腿肌肉
健壮有力，双足则化
为鸟爪形，显然是神
而非人。

“这两件青铜器
均由相对独立的几个
部分铸接而成，体量
巨大，造型复杂独特，
应为3000年前古蜀祭
祀的艺术形象，体现出
三星堆先民高超的青
铜设计和铸造技艺。它
们既展现了古蜀文明
的独特性，又体现出中
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再
次昭示了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多
元一体。”唐飞说。

跨坑成功拼对文物，证明
了祭祀区域的几座“祭祀坑”的
形成年代相近，对于了解三星
堆祭祀区的考古学年代、布局、
性质、祭祀形式等具有重要意
义。 据新华社

记者
李静 李岩松 高峰 牛长靖

谈策展秘密
藏在文物背后的细节

“如果现在再策划一次万寿
展，那我一定还是选择这么做。”
时隔10年，设计师于彤再次讲述
自己的策展经历，他觉得是一次
奇妙的体验。

2013年，于彤接到一项任
务——— 策划一个常设展览，主题
为清代万寿庆典展。10年间，故宫
大大小小的展厅更换过多次，这
个展厅“基本没有走样”。

走进万寿展，参观者透过一
尘不染的展柜玻璃仔细地观赏文
物，感受国宝的魅力和紫禁城的
光阴。人们在观赏文物的时候，往
往忽略了藏在展览背后的巧心。
反过来讲，正是一种融合性极高
的设计，才使得参观者专注于文
物本身。

而这，正是于彤所做的事情。
于彤引记者看支撑文物的金

属支架，因为极其细小，若不仔细
看就很难发现。一个支架，如何兼
顾实用和美观？放在现在，这种金
属支架制作起来很简单；但是在
十年前，制作起来却很有技术难
度。于彤说：“做支架的时候，要尽
量隐蔽支架。越隐蔽，越看不到，
其实就是最好的支架。”

展厅整体风格如何协调，是
让于彤最头疼的问题。他的选择
是，保持故宫内沿装饰总体风格
不变。于是，地面保留了灰砖，天
花板保留了白色裱糊纸，墙面反
复“追”成楠木色，展柜也是采用
了传统样式。

在这个展厅，看不到“声光
电”技术的炫酷感，置身其中让人
感觉到沉淀和静谧。一束束极具
舒适感的柔光，洒在文物上。于彤
的想法是：“这样可以让大家安静
地参观，去感受文物本身。”

如此巧心，藏在展厅的每一
处细节。于彤靠在暖气罩上，给记
者讲述暖气罩的设计秘密。从外
观上看，暖气罩表面采用了“寿”
字的图样；从功能上看，将其做成
斜坡设计，让参观者可以停靠休
息。

这个展厅从设计到布展的整
个过程，于彤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让他觉得幸运的是，那个时候有精
雕细琢的时间。通过这次策展，他
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蜕变，在策展风
格上做了一次朴素纯净的尝试。

“没有遗憾。”这是于彤对自

己这次策展的评价。

谈工作经历
从繁花似锦到朴素纯净

在采访拍摄过程中，于彤背
着帆布包，在记者前面走得很快。
讲述策展经历时，他侃侃而谈。但
是面对镜头，他腼腆地说：“千万
不要有飘着的感觉，要落地的感
觉。”

于彤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
人，从小就在护城河边玩。因为近
在咫尺，他对故宫有着一种特殊
的感情。

大学时，于彤在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学习。2004年大学毕业后，
他就应聘到了故宫工作。一毕业
就到这样一个平台工作，是很多
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那时的
于彤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份工作
的重要性，“后来我才慢慢了解，
一个展有那么多人来关注，如果
做坏了，会有多大的影响。”

变化发生在工作六年后。
2010年，故宫神武门展厅的“故宫
文物南迁史料展”公布了大量故
宫文物南迁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
及手稿资料。这次的南迁展，于彤
接触到很多“故宫人”，他逐渐了
解到一代代故宫人是如何工作
的。于彤坦言：“这也让我对自己
的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
形容，南迁展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要一直磨，磨出时间感。

2013年，于彤策划设计“万寿
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自己
狠一点，做一点做不到的事情。”
时间证明，他做到了。

201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90
岁华诞，开放五个新的参观区域，
500多件文物同时布陈，很多展品
没有可参考对象。这对于彤来说，
是一次总练兵。500多件文物涉及
各个品类，于彤也是通过这次经
历，对故宫所有品类的文物有了
比较深入的了解。

2015年到现在，因为要适应
新的节奏，于彤也在改变着工作
状态。这些年，他经历大大小小很
多展览，每一次触碰文物都告诫
自己要小心谨慎。这些年来，他的
设计理念从繁花似锦慢慢向朴素
纯净转变。

记者问于彤：你如何定义自
己，是策展人、设计师还是艺术
家？

于彤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
故宫博物院的设计工作人员。我
当不了艺术家。不要想着把自己
营造成什么，当你想营造的时候，
你就会忽视了你要展示的东西。

而做设计这件事情，我希望每一
次都比上一次做得更纯粹些。”

谈策展理念
取与舍、变与不变

策展，很多时候面临取与舍、
加与减、变与不变的问题。

2006年，于彤曾经策划过一
次“大婚展”。他自己形容：做得花
里胡哨。“我要是不告诉你这是一
个展厅，你会以为是个灯会。一会
儿是星空，一会儿是彩虹，眼前的
信息量让参观者根本接受不过
来。”这样，参观者在看设计的时
候，往往就“看不见”文物了。

于彤说：“博物馆和游乐园是
有区别的。如果我沿着那个方向
发展，就会造成很多失败的案
例。”幸运的是，于彤在那个时候
遇到好的老师，给他好的理念，而
他愿意改，有机会改。

作为一个设计师，于彤自然
希望参观者在观展的时候看到他
的设计。但他还是做了取舍，他不
怕设计被淹没，因为文物会说话，
最终会把设计说出来。

随着对文物和内容的了解越
深入，于彤越觉得形式设计没有
那么重要。“你知道你的作用是什
么，形式设计要加分于内容，而不
是减分于内容。就比如你想要了
解一个人，应该去看他最原本的
样子，那么故宫也是。”他认为，这
是对文物最大的尊重。于彤说，如
果走进博物馆不去注意文物，或
者文物被设计“吃”进去了，那么
这个设计就是失败的。

什么样子才是他所追求的朴
素纯净？于彤解释，朴素不等于简
陋，把精力用在细节上，那设计就
不简陋。有了细节和朴素，那就有
了纯净的感觉。

故宫博物院作为遗址性博物
馆，是业内的一个标杆。如何策展
布展，会引得其他博物馆模仿学
习，其重要性，自不必言。

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如
何在策展时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
呢？于彤说，关键是平常心。最初，
于彤也把自己的设计当成作品看，
后来发现不能当成作品，因为牵涉
太多东西。“不要有欲望。当有设计
欲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去掉。博
物馆不是展示设计师的地方，而是
展示文物的地方。不要想我觉得是
什么样子，而要想应该是什么样
子，要考虑事情的合理性。”

近年来，故宫关注度越来越
高，对于故宫人也是一种考验。于
彤说：“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
候，要更客观地去面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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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到过故宫的人来
说，可能都会被故宫的展览震撼
到。可是，你知道故宫的展览从策
划到布展到最终与观众见面，是
一个怎样的过程吗？

近日，记者来到故宫博物院，
对话设计师于彤，解密其策展背
后的故事。在于彤看来，遗址性博
物馆策展时要尽量保持古建原
貌，他追求朴素纯净，最大程度让
文物说话。

于彤向记者讲述展览策划中

的一些细节。

▲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相对完整形态。

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相对完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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