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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物馆室外展示的特色和发展

吴 伟 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民族文物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室内陈列的延伸和扩展，是广西博物馆的室

外展示部分。在24000平方米的土地面积内，展示了广西壮族、瑶族、苗族、毛南族极富特

色的民居，侗族的风雨桥和鼓楼，还有寨门、戏台、民族手工作坊，铜鼓群雕和铜马、铜

镇塑像等。建筑周围配以石林、水池和奇花异树，民居内辅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民族

工艺晶原状陈列，手工作坊可进行制陶、造纸、榨油现场表演。逢年过节，壮族戏台上演

民族歌舞，竹林深处有山歌对唱，在苗楼可品尝民族风味小吃。步入广西民族文物苑，壮

乡瑶村苗寨，可游可居，民族历史文化，有声有色，有香有味。自198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开放以来，广西民族文物苑以其新奇的构思，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创

的展示内容，成为中外游客到自治区首府游览的必到之处。在长达十九年的开放过程中，

广西民族文物苑以直观的形式向观众和游客介绍了广西各民族的相关情况，获得了观众的

认可，塑造、诠释了新的民族文化，对今后的相同性质的景点建设产生了影响。成为广西

博物馆陈列展示的最大特色。但随着广西文博事业的繁荣发展、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建立，

广西博物馆的室外展示部分也应该有新的变化和发展。

1

　　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建设构思始于1980年，在此之前，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新

馆建成。当时，文化厅文物处负责人与博物馆有关同志针对广西博物馆民族文物的陈列问

题，想利用这块空地建“广西民族村”，或称“广西博物馆民族文物露天陈列场”。大家以

为广西是个民族地区，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了许多的民族文化遗产，除著名

的铜鼓和岩画外，还有民族建筑、民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民族工艺品、民族食品及丰

富多彩的民族风情等。突出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格、传统文化。设想“村”（民族村）与“馆”

（博物馆）相结合，使观众不必旅游全广西就能在较短时间内对广西部分精华荟萃的民族文

物、历史文物、民族风情能浏览无遗，并能品尝民族食品，购买民族工艺品。

　　广西民族文物苑的展示内容主要包括广西的民族建筑、民族民间技艺、民族风味食品、

民族歌舞表演等。广西的民族建筑是民族文物苑的主题，在广西的民族建筑中，比较有风

格、有特色、有技巧的有壮、瑶、苗、侗、毛南五个。壮族的建筑形式；根据不同的地理

环境，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创造了以干栏吊楼为主导的建筑体系。苑内的壮族干栏，是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瓢里乡交州村廖姓住家的原物。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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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朴素实用，美观大方，以舒适宽敞为特色，给人以明快开朗的感觉，也适应南方炎热潮

湿的气候。壮族干栏高三层，一层圈养牲畜，堆放杂物，农具等。二层为居住层，有卧室

火塘、作坊和晒排。三层是阁楼，用来贮存谷物和不常用的生活用具。内部的摆设完全按

照壮族的生活习，陨布置。源于生活、忠于生活的陈列布置，使游客一见如故。干栏旁是

梯田、鱼塘、水碓，一派农家景象。

　　戏台是广西壮、瑶、苗、侗等民族山村中常见的公共建筑，是表演民间歌舞、戏剧的

地方。每逢喜庆节日，各村寨自己组织的剧团走村串寨，给节日增辉添色。民族文物苑内

陈列的戏台，是一座带有壮族建筑特色的连体式戏台，实际上是—座矮式干栏，它不但是

建筑艺术的陈列，还是表演文艺节目的好地方。

　　苗族住宅以吊脚木楼最具民族特色。苑内的苗楼根据融水苗族自治县安泰乡苗族民居

式样，由当地苗族工匠亲手建造。楼分二层，底层架空无围护，二楼为居住层。每个柱头

都雕刻花果，门窗装饰美丽的图案，檐柱上悬挂牛角。敞厅设在火塘间的前部，跨在水塘

上，这是整个苗楼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当你在敞厅上休息，可观赏水光倒影、游鱼。吊楼

前面的小坪上，有一根五彩缤纷、顶立金鸡、劂申牛角的芦笙柱，它是苗族的吉祥物。苗

族能歌善舞，每逢过苗年和坡节、新禾节，都要举行斗马、斗牛、赛芦笙活动，这根高耸

的芦笙杆，就是芦笙赛会上载歌载舞的中心，也是苗族的象征和标志。

　　瑶族建筑多种多样，有竹楼、木楼、泥墙瓦房、砖木结构瓦房等。苑内按照金秀瑶族

自治县十八家村的建筑，仿造了一座竹楼，作为瑶族建筑的代表。竹楼使用木构架，竹墙，

竹地板和竹瓦。室内陈列瑶族生产生活用具和风情图片。竹楼建在坡顶，居高临下。坡下

可以见到一座干栏式的圆形建筑物，这就是瑶族的一个支系——白裤瑶的高脚谷仓。谷仓

建在由四根木柱支承的一块方木板上，四根柱子的上部安装四个倒装的陶罐，防老鼠偷食

粮食。这与在广西合浦县汉墓出土的谷仓模型形状很相似。

　　风雨桥是侗族公共建筑的一大特色。进入侗乡，几乎每个村寨都有风雨桥。风雨桥又

称廊桥和花桥，因能遮风避雨而得名。文物苑内的风雨桥，是根据侗族风雨桥的素材进行

设计的，全桥均用杉木制成，集交通、休息功能于一身。它是民族文物苑的主体建筑。

　　侗族鼓楼是同寨的公共建筑，是侗族人民聚集活动的中心，在侗寨中，每个姓氏最少

有一座鼓楼，平时商议村寨大事，“月也”、“多耶”、琵琶歌等民间节日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苑内的鼓楼是仿照三江侗族自治县马胖鼓楼建造，九层重檐，歇山顶，非常壮观。

　　民间作坊区主要陈列各种大型生产工具，有从边远山区搬运来的一套大型榨油工具，

这套工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水为动力运转，推动石滚在碾茶油果。作坊还展示了古

老的石头榨糖机，全套土法造纸生产工具，观众在这里可领略到现代社会难得一见的古老

生产方式。

　　民族风味餐厅设在苑内临水的苗族吊楼上，餐厅内可品尝到广西风味独特的小吃，有

五色香糯饭、侗族香油茶、凉粽、蕉叶糍等。餐厅内还准备了令人过口难忘的民族风味菜

肴。有香嫩的瑶族竹板鸡，酸辣可口的侗族竹串肉，色彩斑澜的苗族五彩银丝拌，形象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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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壮族蝴蝶过河、鸳鸯鱼合，京族的一帆风顺、绿荷苞等系列特色菜肴。

　　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表演更游客如置身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每逢广西各民族的

重大节目——国际民歌节在首府南宁举办，文物苑便到处飘荡着优美动听的歌声，壮族的

迎客歌、剪彩歌、酒歌、拦路歌、送客歌；汉族的敬茶歌、贺郎歌；侗族的同乐歌、油茶

歌：仫佬族的问候歌；毛南族的送礼歌；京族的祝福歌，首首声情并茂，展示了广西各族

人民重礼深情的人生礼仪和艺术天赋，也显示了“歌海”的无穷魅力。

　　民族文物苑也是各族人民的大“家”，在首府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每逢自己民族的节

日，都要到民族文物苑欢聚，如侗族的“过冬”，苗族的“苗年”，瑶族的“盘王节”，仫佬

族的“依饭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自发地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欢庆自己的节

日，视民族文物苑为家，也给文物苑增添了光彩。

民族文物苑把艺术的境界和现实的生活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把社会生活、自然环境、

民族文化与美的追求交织在—起的现实的物质空间，使观众身临其境，从而对广西的民族

文化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这是民族文物苑的陈列构想。现在看来，民族文物苑所取得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建苑者当初所意想不到的。以下分别叙述。

　　民族文物苑以其独创的展示风格对今后的类似民族旅游景区有所启示。民族文物苑的

构思筹建始于1982年，开放于1988年，虽然最早的构想为广西博物馆民族民俗展览的室外

延伸，但其民族传统建筑+民族风情表演+自然景观的展示方式为国内首创，以后陆续筹

建开放的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桂林漓江民俗风情园，云南民族村的有关人员都曾到广西

民族文物苑参观学习，其中中华民俗文化村还聘请原民族文物苑负责人到民俗文化村主持

经营菜式为广西少数民族风味的民族餐厅，这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

现代建设相结合所体现的新的文化观念，为文化事业的产业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族文物苑塑造了全新的民族文化。民族文物苑的展示内容是传统的，来自民间的文

物、生产、生活和文化用具的陈列与创新的民族风情歌舞表演、饮食文化的完美结合。广

西是壮族自治区，“三月三”是部分地区壮族的歌节，结合壮族“三月三”歌节，从1993年

起，自治区已经连续6年举办了6届广西国际民歌节，与此同时，广西民俗礼仪歌表演也

在文物苑举办了5次，国际民歌节之前的“三月三”壮族歌节，以民间传统的民族表演为

主，歌手均为民间艺人。从1993年广西国际民歌节开始，由专业人员编导，专业演员演出

的广西民俗礼仪歌表演成为广西民族文物苑的招牌项目，铜鼓雕塑群也成为广西国际民族

歌节的标志。民族文物苑内的民俗礼仪歌表演是根源于广西各族民间的综合艺术，汇集歌

唱、舞蹈、服饰为一体。编导们对节日进行了深入的加工和创造，使传统艺术发扬光大，

更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广大游客在苑内即可饱览广西各族人民热情好客的礼仪，能歌善舞

的风姿，加深了国内外游客对广西的了解。可以说，民族文物苑这种独到的展示方式塑造

了全新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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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一家省（自治区）级综合性地志博物馆，坐落在南宁市民族

广场东侧。主体建筑陈列大楼，是一座具有壮族干栏式建筑特点的长方体大型建筑，集陈

列展览和业务办公于一体。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前身是1934年在南宁创立的广西省立

博物馆。当时已初具规模，有固定的馆舍，文物藏品达2万多件，还有大量的石刻拓片和

各种新旧图书资料，并举办过各种展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广西省立博物馆几度搬迁，

处于风雨飘摇、举步维艰之中，文物损失严重，馆名也多次更改。直到新中国成立，广西

的文博事业才得到复苏。经过多年筹备，1956年 5月 1日，广西省博物馆大楼竣工，宣告

重建工作完成。1958年 3月，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广西省博物馆遂改为现名。

　　1978年新的陈列大楼建成以来，本馆先后举办了《广西历史文物陈列》、《广西革命文

物陈列》、《广西民族民俗展览》、《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历史陈列》、《古代铜鼓陈列》、《文

莱苏丹龙辇陈列》等基本陈列。此外，还经常举办临时性的专题展览。民族文物苑作为民

族民俗展览向室外的延伸和扩展，建有铜鼓群雕，有壮、瑶、苗、侗等民族的民居和代表

性建筑，辅以生产、生活用品原状陈列和民族风味小吃，节假日还组织传统工艺和民族民

间文艺表演。除了在本馆举办陈列展览外，还多次赴国外以及国内的一些城市举办专题展

览，或引进国外及国内的展览到本馆展出，以此促进文化交流。古代铜鼓陈列和广西民族

民俗展览是广西博物馆目前的基本的陈列展示，广西是古代铜鼓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铜

鼓遗存丰富，种类齐全，是世界上收藏铜鼓最多的博物馆，铜鼓藏品达360多面。其中，一

面北流型铜鼓面径达165厘米，重299公斤，被誉为“铜鼓之王”。因而铜鼓是广西博物馆的

特色，陈列展览很吸引人。广西民族民俗展览包括室内的陈列展览和室外的民居展示、传

统工艺表演等。室内的陈列于1987年完成，1998年又做了大的修改。展览以大量的民族文

物和图片，反映了居住在广西的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

11个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壮族主要介绍了壮锦、三月三歌节、人生礼仪、制陶工艺等方

面的内容。瑶族部分有服饰、渔猎、石牌、婚姻、盘王节和达努节等。苗族能歌善舞，尤

喜跳芦笙舞，妇女擅长蜡染、刺绣、织锦，这些内容都有反映。侗族传统建筑风格独特，

工艺精湛；织锦典雅大方；“抢花炮”、“斗牛”等节日风情浓郁；昔日“款制”也可看到。

仫佬族有服饰、地炉、煤矸石陶器、依饭节等展示。毛南族有“毛南菜牛”、编织花竹帽、

石雕、傩面具等。回族介绍了阿訇服装、桂林古清真大寺、古兰经书、洗礼工具等方面的

情况。京族着重介绍“唱哈节”、渔业工具和特点鲜明的妇女服饰。水族部分展示了姑娘服

装、马尾绣背带、豆浆画、水书、水历和“端节”这一宗教祭祀活动。彝族重点展示黑彝、

红彝、白彝服饰和纪念祖先光辉业绩的“跳弓节”活动图片和实物。仡佬族有妇女服饰、

“八音”乐器、“拜树节”等内容。

　　内外结合，动静相辅，是广西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一大特点。民族文物与历史文物有所

不同，民族文物和文化有很多是现在进行式，是少数民族正在使用的东西，与之相关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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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是感受得到的。民族文化中也包含了一些大型的、室内难以展出的、以及一些传统的

技术等。传统的展览，展品相对来说处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观众对展示的内容隔着一层

东西，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而广西博物馆民族民俗展览在考虑民族文化的特色时，将

部分民族文化的实物如建筑、工具、手工艺、艺术等设计在一个自然、开放的空间，即民

族文物苑这一室外展示里，使民族文化的内容处在一个相对真实、自然的环境当中，增加

了展览的感染力。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这也是广西民族民俗展览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民族文物苑当初的定位是室内展览的外部延伸。室外有相对广大的空间来容纳民族文化的

展示内容，民族文化的展示内容就可以多方面地展示。民族文物苑内设置了民族风味餐厅，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根据广西民间少数民族的特色菜肴加以整理研究，创新推出了一批民族

风味食品，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在首府南宁市成为民族菜走向市场的先驱，深圳的中

国民俗文化村在建成后即邀请物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去负责经营民族风味餐厅。文物苑举办

的少数民族歌舞表演、造纸、刺绣、酿酒、织锦等表演活动也使得民族文化的展示充满活

力。与此同时，民族文化的展示内容就有别于传统的文物展览，不仅仅是过去式的东西，

而体现了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和延续的特点，也构成了民族文化全方位宣传的格局。以人为

本，服务社会，是博物馆通过展示来服务社会的有效方法。民族文物苑建成后，即成为广

西“三月三”民歌节、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表演场所之一，少数民族演员在戏台、鼓楼

坪、风雨桥上、梯田边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歌舞，成为民歌节的一个亮点。而广西有十

一个少数民族，一些少数民族的节日都选择了以民族文物苑为家，举办庆祝活动。周边的

社区街道、机关团体、学校等也时常在文物苑举办各种活动。据统计，文物苑从开放至今，

先后接待拍摄了十余部电影、电视剧，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博物馆利用民族民俗展览

的特点开展多种宣传教育活动，如民族文化“一日学”活动，主要组织学校的师生参加，

活动包括参观民族民俗展览、参加民族知识竞答和民族风情表演活动中的壮族走板鞋、跳

竹杠、多耶等，最后是品尝民族风味食品，学生在生动的感性之旅中学习了民族文化，产

生了很好的效果。民族民俗展览在运作时与展示内容相结合，注重民族工艺品的开发项目，

如通过壮族织锦表演和展示，与厂家联合设计制作了新的壮锦产品，在博物馆内销售，取

得了比较好的效益，民族旅游工艺品的数量和样式增加了，市场更大，厂家由于产量增加，

传统工艺也得到保护。博物馆内还开办了“广西传统工艺展示馆”，荟萃了广西传统工艺精

品，既可展示，又可销售，丰富了博物馆的展示内容，也可带来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

是，文化产品得到继承和发展，博物馆不但保护了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也保护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民族文物苑的展览还考虑了手工艺人的保护问题，原来建造文物苑木结构建筑的

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族民间工匠，有着精湛的传统工艺，在博物馆的帮助下，他们

在首府居留下来，从事木工、维修、工艺表演等工作，近几年，他们所从事的侗族建筑设

计制作、侗族建筑模型工艺品开发取得成功，成立了“杨家匠风雨桥有限责任公司”，先后

在武汉、南京、南宁、玉林、桂林、三江等地中标兴建了风雨桥、鼓楼、苗楼、壮楼等民

族风格的建筑，他们制做的“同心桥”1997年作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礼物送给香港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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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做的风雨桥、鼓楼工艺品模型参加全国民族旅游工艺品大赛的一等奖，现已成为高

档的礼品，非常有效地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广西博物馆的民族民俗展览特别是民族村的

民族传统建筑十民族风情表演十自然景观的展示方式为国内首创，对今后的民族文化展示

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3

　　广西博物馆收藏有反映广西历史上各时代的代表性文物，如具有历史、科学价值的生

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品、祭祀用具、碑碣、石刻、岩画、铜鼓、字画、照片、文献、典籍

等，都有大量的遗存。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建立后，广西博物馆的拟设立“瓯骆遗粹”、“天

国朝晖”、“南疆烽火”三个基本陈列。西瓯、骆越是战国至秦汉时期活动在今广西地区的

两大百越支族。西瓯、骆越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瓯骆故地多有考古发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

“瓯骆遗粹”集中了近二百件瓯骆故地的文物精品，通过珍贵的文物，展示广西古代劳动人

民的勤劳勇敢与聪明才智，为解读瓯骆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

资料。广西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在广西经过六年的宣传、组织和

发动群众的艰苦复杂斗争后，在桂平市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然后挥师北上，起义烽火燃

及18省，“天国朝晖”反映了当时广西的革命斗争的全貌，再现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的辉煌

业绩。讴歌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以此激励广西各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建设小康社会中开拓进取，奋勇前进。广西各族人民富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的精神，

“烽火南疆”的主题就是宣扬广西各族人民在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中，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

表现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业绩。展览的目的是使该陈列成为我区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使广大青少年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

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并且与我区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相结合，成为我区红

色之旅的一大亮点。今后的广西博物馆展示的形式设计思想要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继续

考虑博物馆与文物苑的内外结合、动静相辅，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以人为本，服务社会，

保护为主，科技领先的思路。重视广西的历史渊源和地方特色，给观众产生深刻而又独特

的印象。

　　作为广西博物馆的室外展示内容，民族文物苑近30年来，一直承担着博物馆民族民俗

文物展览、陈列的延伸和扩展。是一座集知识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具有广西地

方性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物露天陈列馆，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但今非昔比，现在的情况

已经有所不同。

　　广西文化大省战略布署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途径。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广西文化大省

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一个具有带动意义、全局意义的重要突破口。如

何更广泛、更开放地进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如何将古老历史的与现代文明更好地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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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广西博物馆室外展示的特色和发展　

如何开发文物资源，发展博物馆文化产业，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性会址落户南宁，在给南宁带来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

流、资金流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飞跃。南宁在大旅游、泛北部湾

经济发展格局下，区域性国际城市地位凸显。一个城市博物馆与人们对文物古文化资源的

开发利用，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与时俱进

的体现。文物苑亟待升级提高自身品质，打破原有的封闭的、单一的、静止的空间和格局，

为城市提供更多的文化开放和交流；重构符合新城市形象的文化空间。

　　文物苑的设计不仅是一个项目的改建，它更是一个城市通过文化落点的开发改造，促

进城市文化结构调整、完善城市功能结构、增强城市活力、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树立城市

形象、全面复兴城市历史文化及城市功能等一系列城市发展宏观战略问题的综合研究性规

划。

　　广西文物资源丰富，建设一个充分体现广西文物文化资源的文物苑，具有资源开发的

战略意义，成为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推动力。同时，文物苑将形成南宁城市文化一个强有

力的文化核心，影响带动城市文化的传播发展，促进古城路、民族大道等周边地域经济文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更直接的原因是荟萃广西民族文化精华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将在今年建

成，那里也将有类似的室外展示内容。我们今后所要做的，就是创造性地继续发挥广西文

物苑的历史使命，把广西的历史文化贯穿在广西博物馆的室内和室外的陈列展示当中，建

造一个更具历史深度的文化大舞台，一个更具广西地方文化色彩的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新

天地。

　　拟改建后的民族文物苑，将保留其“文物苑”的概念，延续“苑”作为“文化荟萃”

的理念。深度挖掘、再现广西各时期建筑、文化的辉煌节点：以汉陶屋为基础的汉文化建

筑、以桂北地区村落为特色的民居建筑，以岭南韵味古老建筑为主的骑楼建筑。仍将是广

西博物馆历史陈列的延伸和扩展，它不但是广西地方建筑艺术的陈列，更是广西宝贵的文

化遗产。比以前的民族文物苑更具开创性、开放性、文化性，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博产业

及品牌。

　　在设计理念上，文物苑以文物与旅游为主题，将产业溶入文物、文化的理念。结合博

物馆的历史文物展示，文物苑苑与博物馆陈列的文物相依托，形成互补互动，动静结合的

新格局，成为历史文物展示延伸的新理念。将形成新的文化品牌。文物苑作为广西第一个

传承地方特色建筑文化文脉表达的景观，通过这个具有具有感染力的历史文化展示，让人

们产生强烈的文化认知，从而营造出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文物苑将有地域性的文化

特色。从体现汉代建筑人文、广西村落建筑文化，到海上丝绸之路的骑楼文化、以突出广

西本土文化特色为核心。开放性是文物苑的突出特点。文物的经济价值在于能够提升城市

文化品位、优化环境、吸引投资、招徕旅游。文物苑将打造成为适合新的时尚潮流，国际

性文化旅游消费习惯的文化休闲性场所。文物苑的核心内容保留了“广西文物苑”的名称，

是为了延续文物苑的历史使命，即其作为博物馆历史文化的延伸、补充、扩展，它曾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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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还将是博物馆历史文化的室外展场。文物苑将融合广西地域文化特点，汲取广西不同

时期的建筑特征，以汉仪寻幽、秀村竹影、古楼风清为核心内容，展现广西历史发展的轨

迹。体现了广西历史文化的融合、开放、团结、发展的核心精髓。创意设计理念是以地方

文化为主线。文物苑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苑区，它是一个集广西地方文化、建筑、雕塑

等精华，结合现代时尚元素的综合性苑区；强调与博物馆文物、历史、文化的动静结合、

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如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作坊、村落、街市等等；注意博物馆

藏品开发与利用。如举办各种类型的文物展览，复制或仿制各类型的铜鼓、铜凤灯、铜面

具或陶制品等古代工艺品，打造富有广西特色的旅游记念品，既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又

能增强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总体布局根据不同的内容与功能，苑区内的地理状况及周边

环境和谐，功能区分汉仪寻幽—采用汉代陶屋的建筑风格，提炼汉代岭南建筑、人文、雕

塑等符号，作为连接博物馆，延展汉文化的城市停留点；秀村竹影—以明清时期，广西汉

族有代表性的秀水村等状元村落为主体，突出村落文化与建筑特点；古楼风清—将源于海

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文化艺术交流，到现在泛北部湾经济的交流与繁荣，通过古骑楼街这

样一个开放的文化休闲空间进行诠释等三个大主题区域。从博物馆到汉仪寻幽、秀村竹影、

古楼风清，从海上丝绸之路到泛北部湾，连接起古代与近现代文明。文物苑是一个开放性

的街区，苑内由一条弯处曲折的环形主街道贯穿其中，具亚热带风情的植物景观，水榭楼

台错落有致，庭院、戏台、阁楼，雕塑穿插点缀，青瓦错落有致，青石板路蜿蜒前行，让

人恍若时空倒流。它不仅是人们怀旧寻梦的好去处，更具有深厚历史根基上营造出的文化

休闲气氛，走进文物苑，仿佛与历史面对面；文物苑带着鲜明的地方文化节特征，富有特

色的广西元宵灯会、小吃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加上配合博物馆进行的各种文物展示，

真正体验地方文化的魅力。

　　我们预计，随着文物苑文化主体概念的创新、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博物馆馆藏品

资源的有效利用，将给广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经济推动，对旅游业也是很大的促

进。文物苑作为广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巨大展示空间和平台，围绕地

方文化开发相关的文化产业链，由此带来的直接和连锁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文物苑开发的

重点是文化市场和旅游市场。其中文化市场结合博物馆的开发利用，有着明显的优势。文

物苑将成为广西惟一的集文化、休闲、娱乐、品味等多功能的经济实体和综合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