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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古都博物馆 体会晋文化底蕴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及十九大提出的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学习并弘扬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增强当代青少年历史使命感的要求，7月 19 日“追梦青春”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成员赴晋国古都博物馆开展相关的实践调查

工作。

近年来，侯马市在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为彰显侯

马人文地域特色，强力打造侯马特色文化休闲中心，一批体现晋国古

都文化等符号和元素的地标建筑应运而生，晋国古都博物馆作为其中

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成为了我国唯一一座能完整展示晋文化的平台，

被侯马市委、市政府授予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称号。

走进博物馆的展厅，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一幅幅模糊泛黄的历

史图片，一件件锈迹斑斑的文物，一段段凝结着历史风云的精彩解说，

把实践队成员带回到了晋国时代。讲解人采用实物与图版相结合的方

式，为实践队成员讲解了从叔虞封唐到春秋争霸、三晋崛起的晋国历

史，重点介绍了晋侯墓地、上马基地、乔村基地出土的文物及晋国军

事、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让实践队成员深深地感受到了“三晋崛



起，文化自信”的内涵。在参观过程中，讲解人自豪的谈到另一种深

入了解古都文化的途径:观看由晋国古都博物馆组织举办的古都文化

普及系列节目《回望新田》，它在侯马电视台播出后，成为了电视台

的品牌栏目以及观众了解晋国古都文化促进市域知识学习的重要渠

道。实践队成员纷纷表示在实践活动结束后会认真观看，总结学习，

体会晋商文化底蕴。

随后，实践队成员来到了第二展厅，讲解人分三个专题:新田古

都，晋国手工业，晋国军事、文化、祭祀及墓葬等进行重点介绍。其

中最令实践队成员震撼的是侯马盟书艺术，在春秋战国这个惊慌马乱

的时代，侯马盟书是中国最早的、篇章完整的用毛笔书写的文字，这

个处于晋国最后阶段的文物的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

得知侯马盟书的重要意义之后，实践队成员认为侯马盟书的分量不仅

仅是一份契约这么简单，便向讲解人追溯它背后的文化背景，深入了

解到它是春秋末期晋国世卿赵鞅与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结



盟的誓言一般用毛笔写在玉片或者石片上，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起

到了凝聚力、向心力的作用。从中，实践队成员感受到了古文字独特

的魅力，体会到了忠诚仗义的精神，学到了历史上如何协调人际关系、

如何促进社会发展，他们表示未来在学习与生活中将会遵循民族团

结、忠义纯良的优良作风。

两个展厅的参观，让实践队成员了解了晋的历史、辉煌成绩和文

物宝藏，并且以此作为激励，不断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自身做起，维

护、传承晋商文明，做文化传播的践行者。参观结束后，实践队成员

在晋国古都博物馆门口合影留念，为此次实践活动留下珍贵纪念，也

为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五天的社会实践活动圆满结束，“追

梦青春”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完成了所有计划任务，乘坐开往太原

的动车返回学校。在动车上，实践队成员积极踊跃的分享自己在侯马

市五天的心得体会，纷纷表示，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丰富而有

意义的，是每个人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它通过亲身参与学习的形

式，提供给实践队成员一个消化书本知识、学习社会知识和展现自我

才华的舞台，同时，也让实践队成员认识到了自身不足及理论与实践

的不可分割性，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促进实践队成员今后不断

提升自己能力，以利于今后更好的服务社会。相信此次三下乡的收获，

会让实践队成员在未来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全面开启德才

并重、情理兼修的成才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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