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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南博物院看門人馬蕭林」
《國家寶藏》裡，馬蕭林的一段開場詞
說得非常精彩：盤古開天，三皇五帝，九
鼎歸一。從神話到歷史，華夏之中，中華
文明就從這裡源起，這裡是河南博物院，
我是看門人馬蕭林。五千年的華夏文明，
在此一覽無遺。時光流轉，從陶器到青銅
器，從契刻符號到成熟文字，祖規進化成
禮制，聚落壯大成為王朝，二里頭文化見
證第一個朝代夏朝的誕生，點亮了華夏民
族走向早期國家的曙光。
在馬蕭林看來，《國家寶藏》的熱播是中

國考古界智慧的展現。同時，它也讓文物工
作者在思考社會需求的變化，以及下一步該
怎麼做。馬蕭林說，就河南博物院來說，趁
此熱潮，河南博物院將嘗試加入更多新的科
技手段，待主展館抗震加固工程完成後，會
給觀眾帶來全新的體驗。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2017年是河南博
物院建館90周年。談起河南博物院，馬蕭林
無比自豪。他說，經過90年的精心收藏，館
藏文物達17萬餘件。這裡收藏的文物，上至
舊石器時代，下迄近現代文物，反映了中原

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具有
重要的學術價值。尤其是
在陶瓷器、青銅器、玉
器、石刻等方面，具有天
然的優勢，成為館藏文物
中的一大特色。而且，藏
品多來源於河南境內的考
古發掘，有明確的地點、
地層與墓號，特別是中原
重要的考古發現，如安陽
殷墟婦好墓、鄭州商城、
三門峽虢國墓地、新鄭鄭
韓故城等的發掘品都有成
組的收藏。
馬蕭林介紹，為讓觀眾

了解文物、了解歷史、了
解中原文化，河南博物院每年舉辦各類社會
教育服務活動1,000多場次，通過歷史教室
體驗、跟着專家去考古、國寶守護人特訓班
等大批趣味活動，讓觀眾在互動中與歷史親
密接觸，在快樂探尋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為順應互聯網飛速發展、響應「互聯

網+中華文明」的發展趨勢，河南博物院還
積極利用新媒體、新技術，開創新的服務模
式，將「博物館志願者服務」與「互聯網」
有機結合，在微博、微信平台上開闢線上互
動特展、在線直播等形式，讓優秀傳統文化
「活」起來。

「作為考古工作者，我一向是個享受安靜的人。」馬蕭林說，從
上世紀90年代初入行至今，自己的每一步都是按興趣在走。大學
本科選擇歷史系文博專業，讀研時選擇新石器時代考古方向，畢業
時分配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後去澳洲留學，雖辛苦，但卻
是最快樂、學術進步「神速」的幾年。
2017年馬蕭林開始執掌河南博物院，生活越發繁忙起來。「也
是忙中偷閒，周末到辦公室看書，寫文章。」馬蕭林說，成為政
協委員之後，他更是履職盡責、不敢懈怠，把在開會、調研中遇
到的問題，產生的想法都認真記錄下來，從中提煉出了不少接地
氣的提案。比如針對「堅定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這一大課
題，馬蕭林提出在文物考古界，應該盡快推動文物考古類期刊
「走出去」。馬蕭林認為，堅定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需要
加快推進文物考古類期刊國際化。
據馬蕭林介紹，從1921年開始，中國現代考古學已走過了近

100年的發展歷程，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物考古學體系，為
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為豐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
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中國文物考古類期刊面臨「走不出去」的困境。據統計，

在公開發行的33種文物考古類期刊中，發行有外文版的只有3種，
而且為不完全集刊，造成中國文物考古的國際影響力嚴重不足。馬
蕭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究其原因，語言不通是讓世界認識中
國古代文明成就、讓世界了解中國歷史的重要障礙。」
馬蕭林認為，解決這一問題，不僅要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

物考古類外文期刊品牌，也要通過相關渠道定期發佈最新考古研
究成果和考古發現；加快推進傳統期刊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推
出數字出版產品，提升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和傳播力。

把文物放回時代背景
用文物展示文化內涵

2019年全國兩會餘音仍舊繞樑。這次全國兩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參

加了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全國政協委員、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現場

聆聽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總書記

講的「文學藝術創造、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為誰創作、為誰立言的問題。」

作為「國寶守護人」，馬蕭林認為，一個博物館就是一所大學校，作為文物工作者應以

服務觀眾為中心，努力挖掘文物的內涵，把文物放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中，用文物展示

中華文化內涵，使文物保護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眾。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馬蕭林從北京返回河南後，沒有喘息片
刻，便不停地講、不停地記，分享學

習2019全國兩會精神。在習近平總書記參
加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
時，在現場的馬蕭林不僅做了筆記，還掐
着錶算了總書記的講話時間。「總書記講
了40多分鐘。總書記的講話立意高遠，內
涵豐富，語重心長，很接地氣，穿插了很
多生動的故事，進一步為文化藝術和哲學
社會科學繁榮興盛指明了方向，我倍受啟
發。」

文物工作者是時代的超級聯絡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希望大家承擔
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
使命，勇於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
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
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
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
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文物，是時代最忠實的記錄者，「文物

幫助我們找回關
於祖先的記憶，
他們的夢想是什
麼，他們在思索
什麼，留下的又
是什麼。五千年
的華夏文明，在
此一覽無遺。」
馬蕭林說，總書
記的講話也為今
後的文物工作指
明了方向，「文
物工作者是現代
的我們與古代的
祖先對話的『超
級聯絡人』，回

答時代課題，捕捉創新靈感，描繪時代精
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
代明德，都離不開歷史的啟迪。」
馬蕭林說，文物工作者應做好時代的

「超級聯絡人」，把凝結着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的文物保護好、管理好，推進文物合
理適度利用，使文物保護成果更多惠及人
民群眾。

把文化交還日常讓文物「活」過來
2018年，央視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

寶藏》熱播，引發「博物館熱」。在第一
季的第三期節目中，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
之寶中展出了三件——賈湖骨笛、雲紋銅
禁、婦好鴞尊。節目熱播也讓馬蕭林成為
「網紅」。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有一
次剛走出河南博物院大門，就有幾個年輕
姑娘喊「馬蕭林院長」；還有初二學生拿
着河南博物院的明信片跟他要簽名，說因
為看了節目想來看看國寶。
馬蕭林表示，近幾年，人們生活水平不

斷提高，公眾文化需求不斷增長，博物館
作為重要的文化場所，吸引了越來越多的
觀眾。上世紀90年代的考古熱只是行內
「開花」，現在是全民參與。「很多旅遊
線路如今將博物館作為重要旅遊點。從全
國各大博物館統計數據來看，觀眾數量增

加十分明顯。」
馬蕭林說，博物
館應順應新時代
發展潮流，在展
覽方面盡量挖掘
文物背後的故
事，在展覽手段
上推動技術創
新、服務創新，
使博物館成為更
多遊客接受文化
熏陶的重要場
所。
如何創新，在

馬蕭林看來，最
重要的是讓文物
「活」過來，把
文化交還日常生
活，融入日常生
活。否則「束之高閣」式的「遠觀」，只
會讓觀眾「敬而遠之」。
馬蕭林說，2016年，有關部門制定了

《關於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
發的若干意見》，目的是進一步挖掘、打
造文化創意新產品，把文物元素轉化成日
常消費產品，讓公眾「把文物帶回家」，
感受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文件發佈後，

各地開展了很多試點工作，一些博物館推
出了很好的產品。整體上來看，文創產品
開發潛力還非常大。「但我們也面臨一些
制約，比如激勵機制不足，不能很好地帶
動博物館人員文創開發的積極性，這需要
多部門打通合作、共同解決。當然，也有
一些地方通過機制創新，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馬蕭林說。

甲骨文發現120周年 籲加強甲骨文推廣宣傳

馬蕭林，男，漢族，1967年生，
無黨派人士，博士學歷，研究館員，
現任河南博物院院長。
1988年-1992年，就讀於河南大

學文博專業；
1992年-1994年，在河南大學附

屬中學任教師；
1994年-1997年，就讀於鄭州大

學考古專業碩士研究生；
2000年-2003年，就讀於澳大利

亞拉籌伯大學考古學博士研究生；
1997年-2010年，在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工作，其間2006年起任
副所長；
2010年-2017年，任河南省文物

局副局長；
2017年5月起任河南博物院院長。

馬蕭林說，今年是甲骨文發現120
周年。從1899年王懿榮發現甲骨文至
今的120年來，目前共發掘出土了15
萬多片甲骨，發現甲骨文單字4,500多
個，其中可完全釋讀的有1,000多字。
近年來，隨着殷墟成功申報世界文化
遺產、中國文字博物館建成開館、甲
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等一系列重大
文化事件的呈現，全社會形成了一股
強勁的甲骨文宣傳推廣熱潮。然而，

據馬蕭林了解，在甲骨文的宣傳推廣
方面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
馬蕭林還指出，一是教育部門沒有

形成甲骨文宣傳推廣機制。他說：
「雖然義務教育語文、歷史教材中增
加了部分甲骨文等古文字知識的內
容，甚至有地方教育機構還提出了甲
骨文進校園、進課堂、進教材的主
張，但仍未形成富有成效的甲骨文等
古文字宣傳推廣機制，沒有收到應有

的效果。」
馬蕭林還指出，不論是通俗易懂且

嚴謹科學的普及教材，還是專業從事
甲骨文等古文字教育推廣的師資力量
都十分缺乏。「此外，大多數甲骨資
源仍然收藏在博物館或發掘單位的庫
房內，公開展出的較少，公眾難以近
距離接觸。」
為此，馬蕭林建議從加快編輯出版

甲骨文普及讀物、建立宣傳推廣甲骨

文的教學機制、加大甲骨文展示宣傳
推廣力度、加快培育甲骨文師資隊
伍、加快甲骨文宣傳推廣試點工作等
五個方面加強甲骨文的宣傳推廣。馬
蕭林說，「建議在小學和中學階段適
當安排甲骨文普及課程，在高等院校
開設甲骨文或與甲骨文相關的選修課
程。對中小學語文教師開展甲骨文知
識培訓、教育案例示範觀摩等活動，
以便加快建立甲骨文師資隊伍。」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

馬蕭林

■■河南博物院探索用河南博物院探索用「「新方法新方法」」吸引更多觀眾吸引更多觀眾。。

■■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國寶講解小明星國寶講解小明星」」講好講好「「國寶國寶」」故事故事。。
■■馬蕭林馬蕭林（（後排右三後排右三））參加河南博物院首屆兒童專題繪畫藝術展開幕式暨頒獎參加河南博物院首屆兒童專題繪畫藝術展開幕式暨頒獎
儀式儀式。。

■■馬蕭林馬蕭林（（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參觀河南博物院首屆兒童專題繪畫藝術展參觀河南博物院首屆兒童專題繪畫藝術展
展覽展覽。。

■■來自河南博物院的殷墟甲骨春節期間在福建來自河南博物院的殷墟甲骨春節期間在福建
博物院展出博物院展出。。

■■圖為馬蕭林參加圖為馬蕭林參加《《國家寶藏國家寶藏》》節目時展出的河南博物院鎮院之節目時展出的河南博物院鎮院之
寶寶——賈湖骨笛賈湖骨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