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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筹备抗疫主题展览的要求——以“人民至
上——天津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展”为例
徐广泰

天津博物馆 天津市 300000

【摘  要】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的核心、

党中央的核心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防控疫情作为当前国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决心，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了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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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作为 “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

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为留存这段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深远的事件

的记忆，天津博物馆筹备并举办了“人民至上——天津

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展”。从多个方面详细展示了

天津这座城市的抗疫历程。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入手浅析

博物馆在筹备抗疫主题展览中的工作与使命。

“人民至上——天津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展”。

展厅面积 1200 平方米，纪实展分为“序言”、“四个战

时，直面大考”、“全力救治，科学防控”、“闻令而动，

火速驰援”、“初心如磐，党旗飘扬”、“联防联控，

众志成城”、“双战双赢，决战决胜”七个部分，以大

量实物、照片、视频等形式，生动展示了在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战“疫”

历程。本展览包含实物 493 件（套）、照片 585 张、图

表 17张、报照 7张、文照 3张、多媒体 8个、景观 1处。

整个展览筹备历时五个月，筹备组从大纲编写到见

证物征集再到展陈布置再到后期宣传，都力图发挥筹备

组的创新精神，将我们海河儿女的抗疫精神更好的呈现

给公众。

1 及时留存城市记忆，迅速行动
2020 年 3 月 18 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代表性见证物征集和保存工作的通知》。天

津博物馆本着自身社会责任与职业精神于 2 月 21 日便已

面向社会发布了“关于公开征集抗击疫情见证物的公告”，

以实物、影像、照片、文字档案及艺术作品等见证物为主，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

（1）各级政府、部门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发布的行

政命令、通知、公告、倡议书等相关文件（原件）；

（2）各级各类医疗单位抗疫一线人员（包括本地医

疗人员及援外医疗人员）的医疗用品、文字记录、图像

资料；

（3）各企事业单位、机构或个人捐赠的用以抗击疫

情的资金及物品记录等相关材料；

（4）广大市民及各级机关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担任联

防联控志愿者的工作笔记、工作设备等相关物品或图像

资料；

（5）各社区、街道防疫管控的相关文字、图像资料

及有关物品；

（6）疫情期间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岗人员工

作日志、图像资料等；

（7）表达抗击疫情主题的摄影摄像作品、书法绘画

作品；

（8）凡与此次抗“疫”相关的其它各类见证物。

所有被征集物品经鉴选后入藏。博物馆将为捐赠文

物的单位和个人颁发捐赠证书。

此征集公告一经发布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

民众及各单位踊跃捐赠相关资料物品。前后收到了 160

多个单位各个人提供的视频、图片、文字材料攻击 100

多个G。比如：援鄂医疗队在武汉、恩施的现场照片录像；

海河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照、各个基层单位、隔离点的

工作图像影像资料；以及天津疫情期间因公殉职的党员

干部的工作照、歌诗达赛琳娜号核算检测的相关照片、

宝坻百货大楼流调、火车客运站以及后来的机场外防输

入的资料。这些由于征集工作提早进行，也让筹备人员

对抗疫的过程，尤其是医护人员的经历有了初步的认识。

这对于后来的大纲编写，以及全面铺开的征集见证物的

工作提供了基础。

2 展览的资料准确是达到展览效果的保证
大纲编写组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采访接洽，

先后修订展览大纲十余次，最终成稿全文两万五千字 ,

并编写讲解词一万三千字。大纲编写过程中大纲组成员

不仅查阅了大量新闻和资料。将媒体的相关报道从疫情

爆发到后来的复工复产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并对于新闻

中的亮点进行深挖。为保证新闻报道的比如天津新闻对

在疫情期间天津口罩生产的报道，大纲组就与泰达洁净

公司、天津万防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联系，了解疫

情期间口罩生产的情况。通过天津博物馆与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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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市文旅局、市合作交流办、市新闻摄影协会、

市文旅摄影协会等相关单位部门进行走访、交流、座谈。

向海河医院、医大二院等医院进行相关业务学习，并得

到了各单位的充分支持与帮助。让大纲编写人员更加了

解抗疫过程中的细节而且还获取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由于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为了让展览内容更具科学性，

大纲组多次邀请海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科教科长于洪志和海河医院综合 ICU 护士长孙艳通过近

百余幅珍贵照片和捐献的抗疫见证物分享了自己的抗疫

故事。在座谈中，对具体的救治方法，包括对一些重症

患者插管治疗，呼吸机的使用、海河医院的医护人员与

患者互动的点点滴滴。比如有的患者不配合治疗，医护

人员如何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再比如于主任在感染之

后的治疗以及恢复的过程。等等。这些内容都让大纲的

编写有了更多的思路和灵感。

还有来自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开医院）的第

一批援鄂医疗队的护士穆群向天津博物馆捐赠一批抗疫

过程中留存的珍贵物证并讲述自己在武汉的抗疫故事。

以及援鄂医疗队提供的救治一线的照片视频，为大纲编

写工作提供抗疫最前线的感人故事和珍贵素材。在首批

援鄂医疗队在领队陆伟的带领下如何将已经废弃条件极

差的武钢二院医疗大楼改造成生命方舟。这里面医护人

员穿着防护服做消毒工作，运送氧气瓶，护士为患者喂饭，

给患者过生日。从 1 月 26 日接管武钢二院以到“2 月 6

日 19 点，8 名患者从武钢二院出院！这是条件医疗队首

批治愈的患者。”武钢二院救治过程从条件极差到第一

批患者出院的过程也成为大纲中重点展示的部分之一。

此外我们还在走访过程中从各个基层单位了解到许

多基层防控的细节。例如：党员测温点，党员志愿者如

何在严寒中为市民服务，严防死守防控疫情，以及隔离

点内部的工作流程。都让大纲组了解到了抗疫过程的许

多细节。这些一手材料把这场波澜壮阔的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更全面的展现给公众。这些材料这也使得此次展

览能引起参观者共鸣的原因所在。

3 展品广泛征集 力图全面
大纲相当于展览的主题和脉络，见证物则需要契合

主题、以小见大，两者相辅相成。在大纲定稿之前，要

从征集到的实物和线索中，筛选出能够体现抗疫精神的

见证物，挖掘出背后那些感人的故事。筹备组征集工作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征集组先后共拨打电话 500 余通。

联系并走访相关代表性单位：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医大

二院、总医院、中医药大学（张伯礼团队）、天津市海

河医院、天津市监狱管理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动车客车段、宝坻区档案局等，共征集到 550

余件（套）实物。在整个征集展品的过程中，我们发掘

了大量有珍贵价值的展品。比如：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

火线入党申请书；疾控“福尔摩斯”张颖使用的笔记本

和进行流调分析时使用的白板；张伯礼院士“弃胆诗”

原件和授予张伯礼院士的各项荣誉；援鄂医疗队员在武

汉的救治笔记、恩施人民赠送给医疗队员的“西兰卡普”

拖鞋以及科特迪瓦政府赠送天津援非洲医疗队的“纪念

锄头”；单玉厚殉职前最后一餐晚饭所使用的碗和生前

在疫情期间的工作笔记。等。这些展品的征集一方面是

参照观众日常观看的新闻纪录片等比较熟悉的典型事件、

典型人物。比如在 4 月开播的《大考》纪录片，纪录片

中给观众印象深刻的部分，在展览中也都有相关体现，

比如援鄂医疗队队员李红丽剪去了长发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这段头发也被博物馆征集，用于抗疫展的展示。

除了观众日常熟悉的内容，博物馆也有内容上的创新。

比如在复工复产的部分，展示了大量天津企业生产的产

品以及大型机械模型。如天津爱旭太阳能有限公司生产

的双面 PERC 电池、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腾

云 S2500 CPU、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生

产的使命号盾构机模型等。这些珍贵展品不仅提升了展

览呈现的效果，丰富了展品种类，更是为天津这座繁华

都市保留了珍贵的城市记忆。

4 展品分类整理高效
“集体记忆成就了一种依循时间序列的定向认同：

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我们’一同经历了伟大与平庸、

庄严与屈辱、辉煌与苦难，那里有永当铭记的事件、英

雄和力量。”[] 作为证据的集体记忆是人类一切重大事

件的意识刻度，战争的记忆、灾难的记忆、社会运动的

记忆、流行时尚的记忆、苦难历史的记忆、特殊经历的

记忆、文学经典的记忆，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全体

成员中形成共识，凝成符号，刻成回忆。[] 见证物作为

留存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之一，征集之后的登记、命名、

记录、介绍、分类等工作则显得至关重要。每一件见证

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件件感人的故事。此次新冠疫情征

集的见证物数量巨大且录入时间十分紧张，如不能及时

对每件见证物进行记录，那么其保留集体记忆的功用则

会大打折扣。展览展示的效果则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5 甄别见证物信息
首先要对见证物的信息进行及时确认与筛选。在抗

疫主题展览的展品往往会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同类展

品有许多，例如，在征集到的医护人员的请战书、战地

日记等文字材料就来自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

总医院、海河医院等数量众多的医院。虽然展品类型一样，

但是背后反映的故事却各不相同。有的是反映第一批医

疗队在武钢二院的艰难开拓。有的是反映在方舱医院的

救治。因此要在征集的过程中和捐赠者了解见证物背后

的故事。在天博的展厅 ICU 场景玻璃上，粘贴有许多便

签纸，这些便签纸都是当时海河医院医护人员与患者的

互动。据海河医院天津市海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于洪志回忆，这些便签纸是隔离区患者提出的一

些要求和对医护人员的感谢，每一张纸条背后的故事都

是大纲写作的重要一手材料。

6 见证物分类保管
展览筹备过程中展品分类 再次，将见证物归类保管。

抗疫见证物涉及范围广、数量多、种类杂，在展品分类

过程中，从大的方面可以按照医疗救治主题、地方防控

主题以及复工复产主题进行分类，其中大件物品可以单

独放置。比如各大医院、单位捐赠的人体模特、海河医

院的宣传板、忠旺铝业借展的飞机机翼的铝材、蓝天救

援队的消杀机以及宝坻档案馆提供的村头喇叭等展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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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以按照以上分类方法单独保存。小件以捐赠者为单

位分类保存在箱子中，注明每件展品的名称、交接时间、

来源单位等基本信息并进行装袋，另外根据展品的标签

信息及时制作电子信息表，方便以便能够快速检索相关

物品。

7 展陈形式多样化
在展览的最后阶段，布展的过程筹备组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在展陈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在第一

部分的大厅中设置展示环岛，将特色展品集中展示。将

诸如天津蓝天救援队的消杀设备和疫情期间天津企业生

产的口罩滤材都被放在环岛上展示。另外为了更好的展

现医护人员抢救病患的过程，我们 1:1 复原了重症 ICU

景观。更加直观的让观众感受到这场疫情阻击战的过程。

为了提升参观体验，还在展馆内设置了许多观众熟悉的

元素，比如各种二维码、健康码、贴在展厅的走廊地上。

在第四部分的入口，为了丰富党员服务岗的表现形式，

在入口部分做了小型景观，包括党旗、桌子等，让观众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之前爆红网络的宝坻村支书接地气

的大喇叭广播深入人心，征集组联系到当地借来了这个

大喇叭在展厅安装，并配上当时的录音，使得观众在展

厅中找到这些熟悉的元素。在第三部分的展柜旁，还设

置了一个战地日记阅读角。这主要是考虑到展品中的战

地日记、请战书等文字展品大多都是手写，且纸面较小。

将战地日记的电子版放大打印出来，图文并茂的内容可

以让观众更直观清晰的感受医护人员在一线奋战的真实

状态。

8 后期宣传和推广
此次展览的展讯、展品介绍等信息充分利用新媒体

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推送。

累计通过纸媒、网站、网络及电视电台宣传报道300余次。

以展览解读、策展人说等节目讲好天津故事。另外还推

出多期云观展，帮助观众更好的了解展览内容，弥补了

疫情防控形式下，对观众观展的影响，让观众在线上感

受抗疫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

9 总结
此次新冠疫情作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既是人类

对抗疾病的历史中的重要一页也是每一个人重要记忆。

因此，博物馆在构建疫情集体记忆，再现个体共同的经

历时，一方面，要重视用实物、数据等方面展现中国在

这次抗疫进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比如“19

个省区市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口支援湖北除武

汉外 17 个疫情较重的市……各省已有 346 支医疗队抵

达湖北，支援湖北医务人员达到 4.26 万人。”从天津

应对疫情举措来看“全市 16 个区，178 个隔离观察点，

总房间 19089 间，开启一人一间模式集中隔离的做法全

国领先。”“战疫期间，天津……16个区、245个街乡镇、

5205 个社区村四级组织 51798 名干部……共排查 498.16

万户、1311.3 万人，排查发热人员 1121 人”这些数据

和文字通过展览展现给观众，展现抗疫进程中的体制制

度优势。另一方面，应重视个体记忆在集体记忆中的作用，

思考如何通过展览展示更多普通人的故事，例如：在此

次展览中展示了许多基层志愿者的工作证、各个小区的

出入证、以及大量居民居家防控的图文材料等反应疫情

期间人们生活点滴的内容。通过展览将个人经历与这次

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增强民众在集体记忆中的自

我认同感并提升对于应对国家重大事件时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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