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4 页 

中国文物报/2014 年/3 月/26 日/第 004 版 
专题 
 

海关与国家的历史脉动 
 

  2014 年 3 月 30 日，中国海关博物馆将向社会免费开放，喜迎八方嘉宾。自 2002 年 4 月中国

海关博物馆筹建工作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历 12 个春华秋实。其间，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粤海

关大钟楼”里先行建成中国海关博物馆广州分馆，2010 年 3 月 28 日中国海关博物馆大楼正式动

工兴建，2012 年 3 月启动陈列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2013 年 9 月 29 日面向海关系统内部开放……

这个“十年磨一剑”的项目承载着海关人的期盼、凝聚着全体筹建人员和专家顾问的心血，将成

为收藏海关文物的平台、展示海关文化的中心、传播海关知识的窗口、研究海关历史的阵地、开

展爱国主义暨海关职业素质教育的基地。 
  海关文物不乏真宝贝 
  博物馆筹建工作启动伊始，就将征集文物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海关系统实行垂直

统一管理体制的实际特点，采取上下联动、内外结合的方式，通过海关档案挖掘、海关系统内部

征调、个人捐赠、博物馆档案馆复制、社会征集购买、海关查获走私物品调拨等方式，共征集各

类藏品、资料 18000 余件，其中实物类 13000 多件、图片 5000 多张。除 4400 多件在博物馆展区

展出、库房保管外，其余藏品、资料分别暂存在中国海关博物馆广州分馆及部分直属海关私货仓

库。 
  藏品中，既有反映中国海关发展历程、职能任务演变的历史文物，也有揭示海关在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中地位作用的现代文物；既有与海关关系密切的古代外销瓷、西班牙本洋等文物，也有

海关查获的走私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走私濒危动植物制品以及其他涉证涉税物品和走私运输工具

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藏品包括： 
  “海关 902”艇   它是一艘“功勋艇”，1992 年 1 月 23 日，邓小平同志乘坐该艇从深圳前

往珠海途中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的一部分，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它是一艘

“光荣艇”，先后 50 多次安全迎送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它也是一

艘“英雄艇”，为打击海上走私违法犯罪活动、捍卫国家利益立下了赫赫战功。该艇退役后，被

征集为中国海关博物馆藏品，成为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篆体“関”字瓦当   据考证，这种“关”字瓦当仅见于河南省新安县，是汉代函谷关门楼

的建筑构件之一。这片瓦当成为古代关津制度的有力证据，也蕴含着一个生动的故事：我国第一

个留下姓名的关长——函谷关令尹喜在此挽留老子著述《道德经》。 
  “津海新関”木匾   1888 年，津海关（今天津海关）扩建办公楼竣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

洋大臣李鸿章应税务司德璀琳之邀题写了“津海新関”匾额。“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海关职

工将其藏在锅炉房的煤堆中，使其免遭厄运。20 世纪 80 年代，该关清理锅炉房时才重见天日。 
  赫德使用过的邮袋   赫德是中国近代海关的第二任总税务司（相当于今海关总署署长），他

引进了英国海关管理模式，对近代中国海关实施比较规范的管理，并受清政府委托创办了邮政、

海务港务等业务。这个邮袋是中国近代新式邮政发展、变迁的有力证据。 
  “大龙邮票”   它是 1878 年由海关印刷发行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标志着中国近代邮

政的开端，被国际邮政局长协会列入 73 种世界各国最早邮票之一。 
  《中国灯塔图》   绘制了 1894 年我国沿海地区的灯塔分布图，是中国近代海关办理海务港

务事务的产物，也是全国仅存的孤本。 
  孔原署长任命书   新中国海关总署首任署长孔原同志的任命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签发，是中国人民收回海关主权的有力证据。 
  此外，中国海关博物馆还征集并展出了清代“九江关”瓷碗、清代粤海关十两银锭、近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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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班职员照片集》、1851 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纪念章、1945 年关东海口管理处旗帜、战国时

期青铜剑、宋代观音立像、孔子鸟化石、象牙工艺品、雪豹标本、东北虎皮以及中国进出口额突

破一、二、三万亿美元报关单等珍贵文物。这些藏品既是中国海关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也是展

示当代海关建设成就的平台，还是当代国门卫士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更是透视国家、民族命运

的一扇窗口。 
  庄重大方的展陈凸显艺术性 
  海关是一支准军事化纪律严明的部队，是继军队、公安之后第三支实施衔级管理的队伍。中

国海关博物馆展陈形式既要服从和服务于海关职业特征和行业精神，又要符合博物馆行业规律；

展陈风格上以庄重、严肃、大方为主，又要具有艺术性、观赏性、活泼感。在深化设计和施工、

布展过程中，严格执行上述思路，并根据空间格局进行再创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博物馆序厅设在一层西部共享空间，直达二层顶部，局部高达 18 米，但面积不足 200 平方

米，为此在序厅正面墙上设计了“门”的造型，中间镌刻由商神手杖和钥匙交叉组成的海关关徽，

下面用老宋体书写“中国海关博物馆”7 个大字，造型简洁明了、庄重大方，寓意海关把守国家

经济大门、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的发展历程与神圣职责。 
  基本陈列展示风格方面，千秋古关、近代海关部分展板选择以赭灰色为主基调，突出历史的

厚重感和沧桑感；现代海关部分则以海关蓝为主基调，凸显新中国海关的行业特色与巨大成就，

在整体风格统一的基础上又突出了各部分的个性，较好地处理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做到了和而

不同。 
  同时，根据展陈内容的需要，打造重点展陈场景，烘托展陈氛围。如鉴于清代以前海关文物

缺乏、难以全面反映海关悠久历史的实际情况，在“关津市舶”单元有意设计制作了由长城、城

门楼、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等组成的大型砂岩浮雕墙，烘托整体展陈氛围，

并通过数件典型器物和图板来揭示海关发展历程的关键节点，使观众一目了然地掌握海关萌芽、

雏形和产生的历史脉络；在“开海设关”单元，专门制作了仿清中期外洋商船，本单元全部展陈

内容都安排在船上，围绕这艘船展开叙事。在陈列实物的同时，还在商船北侧墙上绘制了千帆云

集珠江的城市场景，在船上仿制了外销茶叶、瓷器的专用木箱和麻袋，并制作了十三行外国商馆

区模型，增强了陈列的历史感和真实性，再现了“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沙面一带的历史画卷；在

近代海关“洋关机构”展厅，展墙上绘制了江海关（今上海海关）、粤海关（今广州海关）、江汉

关（今武汉海关）等近代海关建筑画，展厅内陈列“津海新关”木匾、潮海关（今汕头海关）石

碑、九龙关（今深圳海关）税务司公署铜牌、闽海关（今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地契等与建筑相

关的文物，达到了景物共生的效果；在九龙关起义展区，设计制作“九龙关滞港缉私艇回归祖国”

半景画场景，增强了展示效果；在海关查获的“飞线走私”工具——渔枪、绞盘，设计了由地理

环境、查获实况、具体案例等图片组成的背景板，并制作了动漫片介绍查获经过，增强了展陈的

故事性和感染力；在国务院授予“艰苦奋斗模范海关”奖牌附近，设计制作帐篷海关的场景，通

过雪域高原绘画、帐篷、拉水车、高压锅等展品，反映红其拉甫建关初期的艰苦环境，彰显其“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职业精神。 
  基本陈列展陈手段方面，以实物展示为主，图表、雕塑、绘画、模型、灯箱、场景、多媒体

等为辅：如结合相关展陈内容，专门摄制了 8 个专题片在展馆内循环播放，既弥补了实物展品的

不足，又挖掘了历史内涵、拓展了展陈内容，并做到动静结合，调节了展陈氛围；在近代海关建

筑展墙、海关缉私成果、海关国际合作、加贸保税、海关法制等展位制作了电子查询系统，为观

众深入了解展陈内容提供便利；在近代海关人事管理板块，除展示《内班职员照片集》实物外，

还设计了电子翻书展项，将每一页的内容完整地呈现给观众；在近代海关查验工具对面制作了查

验工作场景，以绘画、人物塑像、模型相结合的方式帮助观众了解近代海关查验工具的使用方法

和功能；在五任外籍总税务司展板一侧复原了“江海关税务司办公室”场景，通过展出办公用品

实物、仿制办公家具、制作俯瞰黄浦江景灯箱等，立体化、全方位展示近代海关办公室；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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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部分起始，通过“开国大典”巨幅喷绘图片、飘动的五星红旗投影以及红色底板的部题文字，

使观众感受到沧桑巨变的氛围，精神为之一振；在“通关监管”单元，专门制作大型集装箱检查

设备——H986 模型，通过系统简介、案例演示等方法展示现代查验设备的科学规范、高效便捷，

突出海关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作用。此外，对于部分重要文物还采取组合式的展示方式，充分挖

掘其内涵。如将茅丽瑛烈士挽旗与其参加“江海关抗日救亡长征团”的签名簿同时陈列，凸显其

爱国主义精神。 
  “海关 902”艇专题展厅则采取传统展示方式与声光电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动静结合，营造

出美轮美奂的展陈氛围和展示空间，吸引观众驻足观看、流连忘返，得到了有关文博专家的充分

肯定。如依托“海关 902”艇实物展示，配以蓝天白云、城市绘画、泥塑海浪等设计，营造出海

天一色、船艇出海的效果；配合小平南巡专题片展播，辅以海上日出投影、晨昏景色变化、帆影

鸥身相映等设计，营造出时空变幻、身临其境的效果。此外，利用艇下舱室空间专门安排了“海

上长城——新中国海关海上缉私发展历程展”，以实物、图表、专题片相结合的方式，展示 30 多

年来海关海缉队伍忠于祖国、严把国门的信念和理想、业绩和操守。 
  现代建筑中蕴含古典味儿 
  中国海关博物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直属的国家级行业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桥西南侧，东邻古观象台、南近柳罐胡同、北望东长安街，西接海关总署机关大楼，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捷。博物馆占地面积 21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9000 平方米，其中展区使用面积

8600 平方米，分别位于主展区二层、一层、地下一层和“海关 902”艇专题展区。 
  为确保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生，特别是与古观象台、紫微宫及海关总署大楼建筑风格的协调

统一，中国海关博物馆建筑坚持古今汇通、中外融合、现代博物馆建筑与古典园林景观相结合的

原则—— 
  在环境构思方面，北面代征绿地和长安街道路沿线公共绿地共同构成中国海关博物馆的绿化

广场，多种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形成人流聚散的平台，赋予场所开放感，既丰富了城市景观，也

提升了博物馆环境层次；内庭院以精心呵护的三棵古树为重点，巧妙设计符节（古代通关凭证）

雕塑、张骞通西域、市舶祈风仪式、清前期闽粤江浙四海关等园林小品透视海关发展历程，并采

取中国园林传统的借景手法，将古观象台倩影引入内庭院。 
  在建筑外观方面，用玻璃斜坡屋顶将自然光引进室内，体现低碳节能、绿色环保的理念；外

墙上部为浅灰色水泥挂板和玻璃幕墙、下部则为深灰色水泥挂板，既与海关总署大楼外墙风格基

本一致，也具有古城墙的韵味，符合环境氛围。 
  在建筑内部方面，各层平均层高近 6 米，便于安排大型互动项目，符合博物馆展示需求；在

尽量保留大尺度空间的基础上，根据控制建筑高度和总面积的要求，巧妙运用连廊、栈桥等方式

将各区域有机连接起来，确保后期布展的灵活性、可变性，以便根据需要创造合适的内部空间；

一层不同区域分别设置普通电梯、观光电梯和自动扶梯，将观众分流至二层或地下一层的展厅。 
  行业历史透视国运沧桑 
  海关是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捍卫着国家的利益。我国设关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军事功能的“关”，春秋战国时期设立的边境检查机构

“关津”具备了监管、缉私、征税等海关事权；唐至明代的“市舶司”（使）集海关、外贸、外

事管理职能于一体；清代前期设置闽、粤、江、浙四海关，“海关”之名初定；鸦片战争后，我

国海关主权丧失，沦为半殖民地海关；新中国成立后，海关主权重新回到祖国和人民手中。改革

开放以来，海关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做出突出贡献。3000 多年来，海关见证了国运的兴

衰浮沉、民族的成败荣辱，一部海关史就是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缩影。 
  因此，经文博与海关史专家共同研究论证，2010 年，中国海关博物馆基本陈列确定了“漫漫

雄关道——海关历史文化展”的主题，按照“厚今不薄古”的原则，通过海关这扇窗口来透视国

家与民族的发展变迁，揭示“国盛则关兴，国弱则关衰”的历史规律。基本陈列共设“千秋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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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关”“现代海关”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关津市舶、开海设关两个单元，展示西

周至隋唐内陆关制、唐宋元明四朝市舶管理体制、清代前中期闽粤江浙沿海四省海关和广州“一

口通商”等内容；第二部分包括关权旁落、百年洋关、关权抗争三个单元，分别展示中国近代关

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海关税款保管权丧失的过程与影响，反映近代海关机构设置、内部

管理、人事制度以及征税、监管、缉私、统计、海务港务、海港检疫、气象观测、邮政、同文馆、

代购军舰、内外债赔款、世博会参展、商标注册、涉外事务等业务，展现晚清、民国政府和全国

人民争取海关主权的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收回海关主权的主张和实践；第三部分包括开国建关、

发展历程、通关监管、加贸保税、税收征管、查缉走私、海关统计、科技应用、海关法制、海关

队伍、对外交流十一个单元，全面反映新中国海关的组织机构、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彰显海关

在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中的地位

与作用。 
  中国海关博物馆常设“海关 902”艇、通关体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三个专题展厅。“海关

902”艇专题展览重点复原小平同志在艇上发表南巡讲话的场景，反映 1992 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通关体验专题展览”侧重展示海关旅客通关、货物通关

流程，传播海关知识、拉近观众与海关的距离；“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专题展览”展现海关保护知

识产权、打击进出境环节侵权行为的发展历程、工作流程与业绩。此外，中国海关博物馆还设有

三个临时展厅，正在策划组织打私成果展、海关摄影作品展等，年内还将组织赴俄罗斯等境外巡

展。中国海关博物馆以综合性、立体性的展览体系增强观众对海关历史的了解、深化观众对海关

业务的认知、强化观众对国情的把握，激励观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努力在海关系统发出博物馆的声音、在博物馆界发出海关的声音、在国际海关博物馆界发出中国

的声音。 
  规范化服务中透着人情味儿 
  中国海关博物馆努力为观众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一流的服务接待，坚持“以人为本、观众

至上、服务为先”：参观路线按照无障碍设计，并配备轮椅、婴儿车、雨具等；设立文创产品商

店、寄存处、观众休息区；各类引导、指示标识清晰明了；全程使用中英日韩四种语言的自动导

览系统；采取专兼结合的方式，由馆聘专职讲解员和海关关警员兼职共同提供讲解服务；根据社

会观众、海关系统内部观众、专家学者、上级领导等参观人群的不同需求，准备四种版本的讲解，

做到“因人施讲”；制作了博物馆简介、明信片，出版了书籍、画册；开展学术讲座、志愿者活

动等；目前，中国海关博物馆正在组织开发博物馆网站、虚拟博物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开

辟并扩大对外交流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