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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馆——陕西历
史博物馆 ，于六月 二十 日 举行了隆重开馆典礼 ，
向国 内外观众正式全面开放 。

该馆基本陈列以陕西地方史为主线 ，分史前 、
商周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元明清七
个部分 ，展线长达1500米 ，展出精选的文物3100
余件 ，其中大多为国家一 、二级文物 ，特别是图
案花纹多样的史前彩陶 ，精美浑厚的西周青铜器 ，
独具特征的秦汉瓦 当 、铜镜 ，技艺高超的唐代金
银器和唐三彩 ，制作精美的耀州窑瓷器等等 ，琳
琅满 目 ，美不胜收 ，突 出体现出陕西历史文化雄
浑博大的气势和厚重典雅的风格特点 。观赏之余 ，
不仅可较全面系统地了解陕西的地方历史 ，陶冶
人们的审美情趣 ，而且使人受到 “爱我中华”的
生动教育 。

早在1973年 ，周恩来总理在参观西安碑林时
就指出：“陕西文物很多 ，展室狭小 ，在适 当 时
候新建一个博物馆。”周总理的指示受到党和国
家各级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经中央书记处正式
批准 ，新博物馆建设被列为国家和陕西省“七五 ”
重点建设项 目 。从1987年7月 1日 主体工程动工 以
来，历时4年 ，这座宏伟瑰丽的仿唐建筑 已巍然
屹立于西安南郊 ，与唐代大雁塔遥相呼应 。新建
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总建筑面积55663平方米 ，展
厅面积11000平方米 ，内部管理、文物资料 、图
书、档案 、保安、消防 、报警、同声传译等系统
全部采用 电脑控制 ，其现代化程度在国 内各博物
馆中首屈一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落成 ，将是我
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将成为陕西对
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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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 ，
距著名古迹大雁塔一公
里多，占 地 一 百 零 四
亩。它 雄 宏 凝 重 ，使
建筑 艺 术 与 使 用 功 能
完美 结 合 了 起 来 。在
建筑 艺 术 的 处 理 上 ，
它吸 取 了 中 国 古 典 建
筑的 最 高 规格——皇
宫的 布 局 特 点 ，以 唐
代建 筑 风格 为 基础 ，
兼收 历 代 建 筑 艺术 之
精华 ，从 传 统 出 发 而
又不 停留 在 传 统 ，讲
求“神似”而又不刻意
追求 “形似”。

无论站在东 、西 、
南、北哪一个方向看整
座建筑的外形 ，都令人

感到它的庄重 、典雅 、
均衡、高低错落的体形
充满韵律感 ，重重叠叠
的古典屋顶 ，其平缓 、
舒展的坡度 ，深远的 出
檐、屋檐下洗炼、简洁
有力 的 斗拱 、排列整齐
的水泥预制椽子 及梁 、
柱、额 枋 等 典 型 古 典
构件 ，向 人 们 展 示 着
灿烂 的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艺术 ，感 到 了 东 方 的
工艺 美 。而 大 面 积贴
着面 砖 的 实 墙 面 和 大
片铝合金玻璃的对比 ，
及一些细部处理 ，又使
人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
西方的雕塑美 。

建筑师还特别注意
到了第五立面 ，从空 中
鸟瞰整座建筑的造型效
果，正门厅 、序言大厅 、
办公楼、后门厅四个庑
殿屋顶从南向北沿中轴
线排列 ，主次有秩 ；学
术报告厅 、卖品服务部 、
图书资料及行政办公四
个攒尖角楼 ，又沿东西 、
南北两条轴线呈对称之
势，具有传统风格的 回
廊、连廊和各个院落的
巧妙连接和运用 ，布局
完整。一万五千平方米
琉璃瓦屋面在大面积草
地衬 托 下 显 得格 外 醒
目。

大小十个传统形式
特点的屋顶及众多盂顶
屋檐 ，首次大胆采用 了

暖灰色的琉璃瓦 ，乳 白
色的无光釉面墙砖 ，浅
灰色的花岗石台阶、踏
步，汉 白 玉雕花栏杆 、
茶色铝合金门窗以及乳
白色喷砂檐 口 、椽子 、
额枋、斗拱，大的色调
是带有微微暖意的灰 、
白、茶三色 ，整座建筑
立体的色彩素雅 、凝重 ，
而庭园 内外大面积草坪
绿色的烘托及花木 、小
品的 点缀及 回廊 、方亭
的运用 ，又使人感到亲
切、自然 。

陕西 历 史博物馆
还紧 紧 抓住 现 代博物
馆的 使 用 功能 这一 灵

魂，在 此 基 础 上 塑 造
建筑 外 形 。其 相 对 集
中的 布 局 关 系 ，根 据
现代 大 型 博物 馆功 能
复杂 、设 备 管 道 多 、
各种 房 屋 组 合 关 系 较
难处 理 等 特 点 ，一 改
中国 建 筑 群 体 组 合 关
系多 沿场地周边布置 、
相对 分 散 的 手 法 ，大
胆借 鉴 西 方 建 筑 的 布
局特点 ，在用地有限 ，
不能 向 空 中 过 高 发 展
的条 件 下 ，将 五 万 多
平方 米 面 积 相 对 集 中
在用 地 中 央 ，并 在 外
围腾 出 大 量 绿 化 用 地
和停 车 场 ；建 筑体 型

的高 低 错 落 ，则 是 根
据博 物 馆 各 类 用 途 不
同的房屋 ，该低则低 ，
能高 则 高 ，特 别 是将
一万 平 方 米 展 室 安排
在一 、二 层 ，以 节约
观众 的 体 力 ；轴 线的
安排 不 仅 仅 是 为 了建
筑的 庄 重 ，而 且 通过
主次 两 条 互 相 垂 直 的
轴线 上 房 屋 的 ，特别
是展室 的 安 排 ，分开
主次 入 口 ，合 理 、灵
活地 安 排 参观路 线 ，
并使 部 分 展 室 有 单 独
对外 开 放 的 可 能 ；在
观众 参 观 路 线 中 增 设
的休 息 厅 及 为 观众 安

排的 商 业 卖 品 部 、为
学生及学术单 位学 习 、
开会 用 的 电 化 教 室 和
报告 厅 等 多 种服 务 项
目，充 分 考 虑 到 了 现
代博 物 馆 已 有 明 显 地
向综 合 性 、多 用 途 文
化中 心转 变 趋 势 这 一
特性 。

合理地运用布局 、
比例、尺度、色彩、韵
律等处理手法和空间组
合关 系 ，加之新颖的 陈
列设计和丰富 的展 品 ，
诱发观众的兴趣 ，在博
物馆的循环与秩序 、室
内设计 中 ，充分考虑观
众参观时 间 、合理确定

陈列面积 、展室 的跨度
及展 线 的 长度 。陕西历
史博物馆的展室跨度 ，
一般都在9.9米以上 ，最
长的达到19.8米 ，高度
为4.3米至5.5米 ，局部
最高 处达8米 ，适应 了
多种陈列方式的需要 。

现在陕西历史博物
馆以其雄伟典雅的建筑
艺术与力求完美的使 用
功能 ，以其精湛的展览
艺术和众多美妙绝伦的
古代文物，向世人展示
十一朝古都的风采和中
华文化的灿烂 ，并跨 入
世界 著 名 博物馆 的 行
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