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博物馆 2016 年学术成果汇编  

一、出版书籍： 

1、《南方霸主——庄蹻故国楚文物大展》 

 

 

云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 联合主编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6年 1 月 

     简介：以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战国时期楚人庄蹻入滇

为滇王一事作为线索，串联滇、楚文化之之关系。 展览选取荆州博物馆收藏的

200余件（套）（含一级文物 50多件）文物展出，展品以春秋战国时期荆州出

土的楚国文物为主，部分展品时代到秦、西汉时期，还有少部分是荆州地区出

土的巴、越三晋等地的“舶来品”，较全面的展示了楚国的政治、文化、军

事、生活面貌。 

 



2、《筑梦空间-云南省博物馆新馆》 

 

云南省博物馆 编 

凤凰出版社 

2016年 3 月 

历时 6年建成的云南省博物馆新馆，是云南目前为止建成的最大的公共文

化设施，为全面展示其风貌，云南省博物馆编辑此书，用大量的图片及文字说

明，从新馆的外部空间、内部空间、服务空间、展览空间、智能空间等方面对

新馆做了全方位、多角度介绍。 

 



3、《聂耳——在历史印记中解析人民音乐家》 

 
云南省博物馆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年 4 月 

人民音乐家聂耳作为云南玉溪人，在云南留下了诸多历史印记，仅云南省

博物馆收藏了聂耳文物原始资料、复制史料达 6000余件。在本书中，我们按史

料形成的类型进行分类整理，充分发挥信息来源详实，聂耳文物史料藏品数量

多、范围广的优势，收录了相关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实物资料、影像资料

等，突出了聂耳文物史料的特点，弥补了聂耳研究的空白，推动了聂耳研究的

发展，有利于研究者真实地、全面地了解聂耳，进行宏观和微观的聂耳研究。 

 



4、《云南省博物馆员工及志愿者专业教育培训教程》 

 

韦坚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9 月 

    云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后，云南省博物馆聘请了博物馆学、文物学、考

古学、历史学等相关专业的大家名师，对馆内全体人员开展有关博物馆学基本

理论、地方民族文化、博物馆安保、消防器材的性能、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发

展、组织运行与管理、财政与预算、人事管理、礼仪礼节等内容的专业培训，

参训人员根据培训所得撰写文章，我们择其优进行结集出版，其主题从自然到

人文，从古代到现代，从宏观到微观，基本涵盖了博物馆事业的各个方面，在

一定程度上，既是对我省博物馆工作的系统总结，也是今后博物馆事业的新的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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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博物馆 2017 年学术成果汇编：  

一、 出版书籍： 



1、《时间物语——云南省博物馆藏文物》 

 

韦坚 主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7年 1 月 

    云南省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共收藏文物 20余万件，展出文物 1

万余件，完整、系统地展示了云南自然历史、人类进化、新石器时代、古滇青

铜文明、南诏大理国、元明清时期直至近现代云南的历史发展概况，向观众展

示了美轮美奂发的各类古代艺术珍品和现代美术名家作品。本书选取云南省博

物馆展出文物中的精品予以介绍，图文并茂，是读者了解云南省博物馆藏品的

入门读物。 

 

2、《木韵春华——海南黄花黎展》 



 

云南省博物馆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7年 1 月 

本书展出的海南黄花梨木材和家具全部通过了科学鉴定并出具检验报告，

书籍以大量图片配以详实文字，从黄花梨的历史、鉴定、鉴赏等方面对其进行

了全面介绍，是对近年来海南黄花梨文化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深入挖掘了其

历史文化内涵。 

 



3、《意与古会——郭伟书法展》 

 

云南省博物馆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7年 3 月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郭伟作为云南省书法家的领头人，开始经营省中

书法大略，突出的指向是研习『爨』书。大小爨碑被称为国中第一，是近代书

法，乃至中国书法史开天辟地的伟大发现，其重要意义不用赘述。郭伟先生是

中国杰出的书法家，成就卓越，本次展览展出郭伟先生的 60幅书法作品，包括

爨、篆、草、甲骨文等书体。郭伟先生作品于上世纪 90年代在台湾展出后至

今，在云南省举办个人特展尚属首次。 

 



4、《我的云南——洪浩昌个展》 

 

云南省博物馆 编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7年 6 月 

“我的云南——洪浩昌个展”是洪浩昌先生回故乡的一次主题创作展览，

展现他离开云南故乡 20余年后，作为 70后中国油画民族化的杰出代表，参与

了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的主流文化重塑，并且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并以此方法

描绘云南所得的艺术成果。 

十九世纪末从华工中脱颖而出的李铁夫，二十世纪初勤工俭学的徐悲鸿、

林凤眠，抗战胜利后公派留学的吴冠中，他们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中国油画的探

索之路，从模仿西方古典开始，到油画的民族化的过程，也是重塑中国文化自

信的一个艰难又必然的过程，洪浩昌在这条艺术道路上，取得了崭新的成就。 

 



5、《云南摄影大展》 

 

云南省博物馆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7年 9 月 

2017 年 9月 1 日至 2018年 2月 25日，由云南省博物馆原创的云南摄影展

在博物馆当代艺术馆展出，本次摄影展以云南为主题，重在反映云南壮美的山

河，独特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历时一年，我们共征集到近 2000名摄影师的 1

万余幅（组）作品，从中评选出 100幅（组）作品参加展览，并结集成《云南

摄影大展图册》。这 100幅获奖作品已经入藏云南省博物馆并将在今后的相关

展览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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