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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一场名为“与天久长”的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此次展览经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商议，以周、

秦、汉、唐历朝精品文物为基础，兼及唐以前其他历史时期，在精选的 311 组（件）展品中，一级文

物就达 189 组件。展览以周秦汉唐文化为主要轴线，由民之初生、创制垂法、秦国崛起、皇帝临位、

天子居中、多元融汇、天衢盛世七个单元组成，从艺术的视角展示了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陕西历史文

化和文明的发展脉络和璀璨华章。

——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介绍

与天久长   国运昌隆

    本刊记者    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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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缘起

针对这次展览的缘起以及始末，作者采访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老师，听

杜老师讲了展览背后的一些故事。

2019 年为新中国 70 周年献礼的展览非常多，

但是用周秦汉唐的文物来讲述中国从何而来、中

国的文化基因从何而来，无疑“与天久长”这个

展览的脉络是最清晰的。最开始清华艺博方面列

出了一个涉及陕西 50 家博物馆 500 多件展览文物

的清单，后来为了控制成本以及展览呈现的需要，

最终敲定 35 家博物馆的 311 组（件）文物。那么

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一场展览又是从何而来？“念

头由来已久，促成需要机缘。”杜老师笑着说。 

“我们其实一直希望做一个反映汉唐奇迹的

展览。可以说是周秦汉唐奠定了中华文明最基础

的基因，这是一个跨越了 3000 多年的大时代。

原来方闻先生在清华时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叫“让

中国艺术史回家”。方先生在清华创办中国考古

与艺术史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博士和博士后，应

该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想法。其次他想建一

个教学博物馆，再就是办一场反映汉唐奇迹的展

览，但方先生是带着遗憾离开的清华。”

方先生离开了清华，但他的愿望一直被杜老

师继承。恰好 2018 年暑假陕西文物局局长罗文

利来清华看展览，看完之后就跟杜鹏飞馆长说，

清华有这么好的大学博物馆，双方应该联手做点

什么。陕西省和清华有省校合作战略协议，罗文

利局长说，在省校合作的框架下除了科技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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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合作，也应该有艺术，由此开启了这次展

览的合作协商。2018 年 7 月提出意向， 10 月 1

号清华艺博就拿出了洋洋洒洒的第一稿方案，其

中涵盖了 540 多件文物，并且把陕西省 2018 年

最新考古发现也囊括了进去。“这是史无前例的。

在此之前陕西省的文物也出省以及出国做过展览，

但是从内容的梳理、文物的等级以及展品的精彩

程度等几方面而言，此次展览无出其右。我们梳

理出来用文物展示背后的故事，陕西省各方也很

惊讶，说没想到清华对陕西的文物这么熟悉。 ”

杜馆长不无骄傲地说。

这确实是对于陕西省的文物最系统最完整的

一次梳理，因为对于这些相关单位来说，它们各

自有各自的文化使命，谁都不会也不能去做全省

境内的文物梳理这样一项工作。备展的中间过程

非常曲折，也充满很多阻力，因为各个地方文物

局都归属于各地县市。“但是整个过程中陕西省

文物局积极地去协调各方，帮我们克服各种困难。

最终有了现在的展览当中这 311 组（件）文物。”

特展概览

上古先民，敬畏自然，人们通过“仰观俯

察”，获得对宇宙运行规律的基本认知，并遵

循星宿的运行秩序，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

天文为核心的人间秩序和信仰传统。所谓“观

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文心雕龙》），

在古代中国，天文观念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直接

相关，在文化史中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就艺术

层面而言，早期中国的艺术，反映了统治阶层、
绿琉璃瓶 隋 
1986 年西安市长乐路隋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峄山刻石》拓片 
原石刻于公元前 219 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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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和工匠对于宇宙时空的理解方式。这个

展览旨在挖掘隐藏在文物背后的中国先民之思

想、观念等内涵，并以此构建一个“中国”故

事的核心叙事结构。

历史时间与文物出土地域是本次展览的线索

之一。对此，杜老师介绍，以周、秦、汉、唐为

代表的早期历史是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朝代，为

世界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周上承夏商，下开秦

汉，以“制礼作乐”确立中华礼乐文明的典范，

使“礼制”成为嗣后历代王朝政治与文化的基石；

秦统一六国，设郡立县，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

衡等，开创中央集权的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大一统的王朝；汉推尊儒术，有效统治西域，

开辟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多元而繁荣，在多个方

面为后世中国奠定基础；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鼎

盛的时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中外交流空前

频繁和深入，与汉代并称“汉唐盛世”，丰富文

献和精美文物流传至今。上述诸王朝的一个共同

特征是，政治中心均长期建立于今陕西省境内，

譬如炙手可热的“风水宝地”西安、咸阳。陕西

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重镇，“陕西文物最能够代

表周、秦、汉、唐的辉煌与强盛、文化的高度与

艺术的高度”，杜老师说。

另外一条线索，便是贯穿展览始终的主题与

中心——“中”和“天”思想。本次主题“与天

久长”典出汉代吉语，以此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运昌隆、中华文明代代相传、汉唐盛世的精神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薪火永续、与天久长，

寓意深刻而美好。而此次展览的一系列文物，很

多也都与“中”和“天”思想紧密关联。

汉代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记载，“斗

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天帝所居是天

的中央——北天极，这里提到的“天”并不是头

顶天空，而是北天极一片很小的区域。周天的星

星围绕北斗旋转时，就在遵循各自规律，而圆心

秦公槟 春秋早期 
1978 年宝鸡市陈仓区太公庙村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玉辟邪 西汉晚期 
咸阳市渭城区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   咸阳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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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不变。古人通过观察这样的天象，逐渐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以天文为核心的人间秩序和信仰传

统，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根源都是由此而来。

因此，“与天久长”不是一句空话，中华文化是

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正是因为我们的

秩序与传统是根据宇宙自然规律制定的。

那么“中”的概念何时形成？ “何尊”铭

文中出现的“宅兹中国”一词，是我国最早见于

文字记载的“中国”字样，不过这里“中”还不

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

除了何尊，在“天子居中”单元展出的西汉

鎏金银铜竹节熏炉是汉代器物的重中之重，也同

样体现了“中”和“天”的思想。在古代，竹子

与天子是相互联系的，“天子居中”原句正是“以

竹为宫，天子居中”。这种象征性反映在器物上，

就是贯穿中国帝王观念始终的“天命”观，也就

是“中”。

杜老师说，清华艺术博物馆开馆三年多以来，

一直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理念，

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博物馆。“在藏品和

展览的定位上，古今中外这四个维度是艺博一直

在坚持和践行的。可以不为我所有，但是要为我

所用，我们要让同学们和社会各界人士感受到不

同时代不同文明文化与艺术的结晶。”中华文明

绵延数千年，此次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正

是对形成中国人文化基因的这些灿烂文明的一次

全景展示。此次特展主题定为“与天久长”，特

展展期为 99 天，寓意“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

和“九九大运，与天终始”。展览截至 12 月 17 日，

欢迎校友与社会各界人士络绎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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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彩色男俑 西汉早期 咸阳市渭城区汉景帝
陪葬墓 M130 出土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藏

2.  跪射俑 秦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二号坑出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3.  三彩釉陶卧驼 唐 2002 年西安市长安区
郭杜乡唐墓 M31 出土   西安博物院藏

4.  墙盘 西周中期 1976 年扶风县庄白村 1
号西周窖藏出土   宝鸡周原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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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仪仗图壁画 隋 2005 年潼关县税村隋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6.  鎏金银铜竹节熏炉 西汉 1981 年兴平市豆马村汉武帝茂陵东侧 1 号无名冢

1 号丛葬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7.  鹰嘴金怪兽 战国晚期 1957 年神木县纳林高兔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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