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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平方米的展陈面积
远不够展广州6000年历史

收藏周刊：我注意到您日前公开提

到了目前广州博物馆的展陈面积远远

不足以展示已有的藏品？

吴凌云：广州博物馆的展陈面积远

远不足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讨论了很多

年。博物馆，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的

传播窗口。要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文

化，最好就是到那个地方的博物馆，在那

里能了解所在城市的精神面貌、历史渊

源、城市文化内涵乃至未来发展等等。

博物馆是增强城市软实力，培育公众对

这个城市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载体。

广州博物馆曾经站在国内博物馆

建设浪潮的最前沿，1929年便已成立，

是跟故宫博物院同期的国内最早建立

的一批博物馆之一。回顾过去，我们十

分敬佩一百年前的先贤选址的高明，他

们选择了当时已有五百年历史的镇海

楼作为主要展示场馆，数百年来，镇海

楼都是广州的城标，通过这样的城标和

这里的藏品了解广州的文化历史，本是

最好的结合，只是随着广州博物藏品的

增多，时代的发展，仅有的 800 平方米

的展陈面积，远远不够展示广州至少

6000 多年的历史。因此，扩大展陈面

积，辟建新的博物馆是迫在眉睫的事。

收藏周刊：那目前800平方米的展

陈面积对于已有的藏品数量来说，有多

大的差距？

吴凌云：目前我们有十三万件藏

品，但能够同时展出的只有一千多件。

如果从比例来说，呈现的比例还不到百

分之一。

一直都很乐观
我们拭目以待

收藏周刊：目前广州博物馆的新址

情况如何？

吴凌云：历届政府对广州博物馆新

馆选址都非常重视，只是可能是机缘问

题，至今还没有实施落地，当然，对于这

一点，我一直都是乐观的，我们可以拭

目以待，乐见其成，我一点不担心广州

博物馆新馆的选址会落后于广东省博

物馆或其他省市的博物馆。至少您讲

的“三馆一院”的现有选址就能体现决

策者的宏大眼光。

收藏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吴凌云：因为广州作为国家级中心

城市，是面向世界的城市，也是大湾区

的中心城市，更不用说是国家第一批历

史文化名城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

等等。所以，对于集众多光环于一身的

城市，当我们需要通过文物来讲述属于

它的历史，它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需

要一个很好的地方，足够的空间，把最

好的文物展示给世人。

好的选址对好的博物馆
能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收藏周刊：为什么在您看来，选址

对博物馆如此重要？

吴凌云：这涉及一个地方的文化名

片如何呈现的问题，也是该地方的文化

布局问题。我们纵观全世界的博物馆，

比如法国罗浮宫博物馆、大英博物馆、

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咱们国

家的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当然

也包括广东省博物馆，它在选址上，就

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些博物馆在选

址上都能助力博物馆作为文化窗口的

传播效应。可以说，好的选址对于一所

好的博物馆，是能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的。因为博物馆作为永久性的公益机

构，它的存在远远不是几年，几十年，几

百年的问题。

收藏周刊：之前一直有说法，在广

州塔前面建广州美术馆和广州博物馆，

目前是什么情况？

吴凌云：对，一直是这么说。我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见到一座全

新的广州博物馆。只是目前对于不少

公众来说，等待得太迫切，包括外地来

的朋友，希望能看到广州的全面的历史

进程，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展现。

衡量博物馆的水平
首先是看它的藏品

收藏周刊：如果设想一下，有了新

馆，您希望如何通过文物讲好广州故

事？

吴凌云：首先，我们会把成系统的、

有特色的、能体现广州先民人文精神的

藏品进行有序的展出。有通史的部分，

也会有若干专题性的陈列。

收藏周刊：毕竟在同一个城市里的

博物馆，广州博物馆跟广东省博物馆，

在定位上会有怎样的差异？

吴凌云：我们的藏品是经过百年积

累的，而且不少文物是通过考古的途径

入藏的，可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实证

来展示广州历史发展脉络的。其次，我

们的藏品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捐赠

的。里面既包括数千件的陶瓷，也有不

少丝织品，还有一大批广式家具、广彩、

纹章瓷、外销画、满洲窗、造像、青铜器

……这些能反映广州独特的历史面貌

的藏品。衡量博物馆的水平，首先是看

它的藏品，然后是它的建筑空间与展陈

方式。因为我们积累的众多有分量的

藏品，在未来，丰富藏品的呈现，将是广

州博物馆最大的亮点，这一点，我是非

常自信的。

收藏周刊：这么看，广州博物馆的

藏品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吗？

吴凌云：不是。我们还有不少秦汉

出土的文物、唐宋文物。不同时代几乎

都能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物。可以这么

说，未来观众要找不同时代的能代表广

州的文物，都可以从广州博物馆找得

到。

广博才50多名员工
太需要博物馆人才

收藏周刊：那对这些文物的研究工

作，也是个大工程啊？

吴凌云：是，这也是我一直在做

的。就是一旦有了足够的空间的时候，

如何以最好的面貌和方式把如此之丰

富的文物呈现给观众，这也是一种挑

战。毕竟对于如此庞大的研究工程，目

前我们的在编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像

深圳博物馆都有 100多人，而我们才 50
多名员工，我们太需要博物馆人才了。

收藏周刊：刚刚我们谈的是对新馆

的设想，那么，对于目前来说，接下来广

州博物馆的展览或研究有哪些规划呢？

吴凌云：首先当然是继续练好“内

功”，尽管目前我们的研究团队都非常

资深，也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也建立了

相应的研究系统，但接下来，我们还是

要持续地对众多的文物进行一点一滴

地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讲好文物的故

事。

在具体研究展示方面，接下来，包

括龙泉瓷、德化瓷、铜造像等都会开展

相应的研究展览活动。

从出土文物看
未发现有“蕃隅”

收藏周刊：之前也有人反映，作为

广州博物馆非常重要的文物，出土于秦

墓的“蕃禺”漆奁并没有在展厅里展出？

吴凌云：目前是没有，之前展出过

一年，后来送回库房保养了。因为漆木

器对于保护工作要求非常高，哪怕有一

点紫外线，都会有损害。我们一直认

为，对于博物馆，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

以目前的条件，有些文物是不适合长期

公开展示的。

收藏周刊：目前有几个出版物对这

件漆奁上的“蕃禺”两个字的写法存在

不同的意见，有的是写成“番禺”，有的

写成“蕃隅”，我们能否有统一的说法？

吴凌云：从出土文物看，至少未发

现有“蕃隅”，特别是“隅”的写法的，倒

是“蕃”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艹”字头

的，有“艹”字头可以作为我们器物断代

的依据，有“艹”字头的“蕃”基本是出

现在西汉，特别是南越国时期，比如南

越王宫出土的“蕃”字石刻、“蕃禺”木

简、南越王墓出土的“蕃禺”铜鼎等器

物。在东汉的出土物中，所有都写成

了“番禺”。如东汉墓出土的“番禺”

砖、香港李郑屋出土的“番禺”砖，都没

有“艹”字头。我认为东汉时代特别是

班固、许慎那时候，可能有一次汉字规

范化的事情。

吴凌云
广州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中国

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博物馆协

会副理事长。

广州博物馆馆长吴凌云：

亟需更大的博物馆讲好广州故事
日前，广州美术馆、文化馆、粤剧

院主体结构已封顶，而广州文化馆新
馆也通过验收，预计明年开馆，然而，
让人期待的还有广州博物馆新馆的
去向，前不久，广州博物馆馆长吴凌
云公开表示，该馆现有展陈面积远远
不足以展示已有的藏品，那么，曾经
那个“广州塔南广场上左边美术馆，
右边博物馆”的说法，现在有没有变
化？而博物馆对于城市而言，又具有
怎样的功能和价值？吴凌云为此接
受了收藏周刊独家专访，对相关话题
一一剖陈，他表示，“亟需更大的博物
馆讲好广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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