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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路上满春光
李 晨

（
五
）
村
里
还
把
闲
置
农
房
改
造
成
了
﹃
桐

花
书
馆
﹄
。
院
落
式
的
书
馆
古
朴
雅
致
，
别
具
一

格
。
乡
亲
们
有
空
时
会
来
这
里
读
书
，
孩
子
们

经
常
在
这
里
学
习
，
就
连
省
城
的
作
家
也
常
到

这
里
体
验
生
活
。

（
六
）
从
﹃
大
风
口
﹄
到
﹃
明
星
村
﹄
，
张
庄
村

华
丽
转
身
。
我
的
生
活
富
裕
了
，
思
想
觉
悟
也

有
了
提
升
。
前
年
，
我
成
为
一
名
光
荣
的
共
产

党
员
。
我
将
发
挥
好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带
动
更

多
村
民
一
起
致
富
！

（
一
）
我
叫
闫
春
光
，
是
一
名
﹃
八
〇
后
﹄
。

我
的
家
乡
在
河
南
兰
考
县
张
庄
村
。
因
为
父
母

去
世
早
，
我
家
曾
是
村
里
出
名
的
困
难
户
。
为

了
致
富
，
我
尝
试
过
借
钱
建
鸡
棚
养
蛋
鸡
，
却
因

一
场
禽
流
感
赔
了
个
精
光
。

（
二
）
多
亏
好
政
策
，
我
申
请
到
五
万
元
无

息
贷
款
，
又
在
畜
牧
局
专
家
指
导
下
学
习
了
蛋

鸡
养
殖
技
术
，
重
新
建
起
现
代
化
养
鸡
场
，
养
鸡

规
模
逐
步
扩
大
到
上
万
只
，
收
入
也
连
番
涨
。

（
三
）
近
些
年
，
我
们
村
开
始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
大
家
纷
纷
改
造
院
子
做
民
宿
。
我
则
在
村

里
的
帮
助
下
，
贷
款
办
起
﹃
春
光
油
坊
﹄
，
销
售

的
芝
麻
油
都
是
纯
手
工
石
磨
制
作
，
特
别
受
游

客
欢
迎
。

（
四
）
如
今
，
民
宿
和
特
产
销
售
成
了
张
庄

人
的
致
富
路
，
村
子
的
环
境
也
变
好
了
。
主
干

道
幸
福
路
两
侧
，
各
类
特
产
店
铺
林
立
，
彩
旗
迎

风
招
展
。
街
道
干
净
，
小
院
整
洁
，
村
里
环
境
好

了
，
不
仅
人
气
旺
，
咱
住
着
心
情
也
舒
畅
。

如果博物馆会说话，将为人们讲述怎样的中国

故事？近期，《博物馆说》网络短视频推广活动正式

上线。143 期短视频，可谓是全国 143 家顶级博物

馆、美术馆方队的首次集体亮相。各馆精心选择 1
件（组）馆藏经典文物，讲述文物蕴含的历史内涵、

文化精神、当代价值，并通过主流媒体形成传播矩

阵，让博物馆之声深入人心。

同“屏”共振
文物“活”起来的新窗口

近些年，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文博界乃至社

会的热点话题，以文物为主角的荧屏视听节目层出

不穷。《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

说话》等，以各具特色的内容和形式，引来网友点

赞，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蔚然成风。《博物

馆说》栏目的重磅上线，无疑让更多的国家一级博

物馆、全国重点美术馆和重要文物走到大众面前，

为“文博热”又添一把火。

与其他文博类节目相比，《博物馆说》阵容空前

强大。该活动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

艺术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主办，“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

心、人民出版社承办。前三批全部 130 家国家一级

博物馆与 13 家全国重点美术馆，作为参与单位，积

极响应。各馆所选文物绝大多数为一级文物，具有

较高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如故宫博物院藏《石

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高级军吏俑》、河北博物

院藏《长信宫灯》（见图③）等，星光璀璨。

从品鉴重要馆藏文物、导览博物馆两个维度，

《博物馆说》与观众一同潜入中华文明历史长河，步

入博物馆长廊，聆听博物馆发展及馆藏文物背后的

故事，感受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的发

展成就。正如主办单位有关负责人所言，让文物说

话；让博物馆说话；通过博物馆馆长、专家等人讲述

文物，让博物馆的研究者、守护人说话，是《博物馆

说》这一栏目名称的三重内涵。

因此，与其他文博类节目不同的是，为让各大

博物馆、美术馆可以在多种多样的“说话”方式之间

自由选择，《博物馆说》没有对各馆所选文物进行统

一拍摄，也没有设置参考样本，而是由各馆根据具

体需要自主完成短视频录制工作。“在主办方的

具体指导下，在各地相关部门和各个博物馆的

共同努力下，《博物馆说》网络短视频整体质

量较高，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此次活

动的评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

副馆长佘志宏这样评价。

通过屏幕，观众不仅可以了解各

地珍贵文物，更可以由此见人、见馆、见

中华文明、见中国精神。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藏《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

郑起的军号》（见图①），作为战争年代的珍贵

见证，蕴含着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精神密码；中

国美术馆藏方增先中国画《粒粒皆辛苦》，表现出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一部

部短视频，打开了一个个新空间，将人们拉回历史

现场，让文物走入当代生活，不仅为观众带来艺术

与审美享受，更引发共鸣与共情。

文博 IP
短视频创作的新风口

当下，文博行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博物馆+
互联网”，让传统文化更具魅力，促进了文旅融合，

也让文博 IP 得到有力开发。短视频，作为如今信息

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进一步拓宽了博物馆的公共

文化服务渠道。不少博物馆、美术馆都开始在短视

频平台开设账号，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历史文

化，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目光。博物馆、美术馆的

加入，也让短视频的短时长，不再意味着短文化。

《博物馆说》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博物馆说》以 5 分钟左右的短视频形式，将

丰厚的文物与历史信息浓缩于方寸屏幕之间，让

文化之美沁入观众心田。每件文物都蕴含丰富的

文化信息。如何在短短 5 分钟的视频里做好信息

“减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博物馆、美术馆各出

奇招。

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加强数字和网络技术应

用，挖掘文物细节信息，还原历史时空，极大增强了

审美体验。比如，河南博物院运用文物 3D 扫描技

术，全方位展现《莲鹤方壶》（见图②）的纹饰、工艺

和构造，让观众能够 360 度欣赏文物。

一些博物馆、美术馆与专业视频制作团队合

作，或聚焦文物本身，或关注情景设置，以多元手段

增强文物的表现力、传播力和感染力。如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合作推出的短

视频，围绕在战火硝烟中创作的木刻组画《一二〇
师在华北》，配以人物演出、历史资料、相关文物等，

真实再现了英雄浴血奋战的历史和艺术场景。再

如辽宁省博物馆与辽宁卫视合作的《簪花仕女图》

短视频，创新讲述方式，巧妙开篇。“我们通过后期

制作，让 5 位唐代女子在开篇时有声有色地‘走’入

画卷，配以声音、背景等，这样静态人物的气韵风度

便扑面而来，二维静态画卷更富吸引力”。辽宁卫

视制作团队总导演关昕介绍。

还有一些地方组建了专门的制作团队，以确保

视频的整体制作水平。例如浙江省委宣传部委托

浙江卫视，统一负责浙江省 6 家博物馆、2 家美术馆

的视频拍摄与后期制作。制作团队在短视频的视

听效果和表现手法上精雕细琢。“我们对 8 部短视

频的影像风格做了统一规划，全部采用电影级的灯

光和摄影设备进行拍摄。对其中的 7 件藏品，团队

采用专业探针镜头拍摄，尽可能展现那些连肉眼都

难以观察到的藏品细节。各馆的拍摄方案都是量

身打造的，内容体现出差异性和多样化”。制作团

队总导演吴雨杭说。

借助匠心独运、精心打磨的短视频，博物馆、美

术馆跨越时空，与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的观众在云

端邂逅，进一步融入当代生活，传承文化血脉，坚定

文化自信。

立体化传播
全媒体时代的新格局

为让更多人听见博物馆的声音，此次活动还通

过多个渠道、多种形式展开立体化传播。

线上，2 月 8 日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推荐

频道和中华文博频道上线“博物馆说”专题，让网友

足不出户便能打卡全国博物馆、美术馆。同时，在

各主要网站和平台，网友均可聆听博物馆之声。3
月 1 日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推出首批 65 集《博

物馆说》系列短视频，计划每日播出 5 集。

线下，《博物馆说》一书，也将于 3 月末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据本书责任编辑介绍，与其他同

类图书不同的是，书中不仅有镇馆之宝的详细介

绍和高清图片，还有同样作为重点推荐内容的全国

143 家博物馆、美术馆的信息与文图资料，因此，此

书既是文化读物，也可用作工具书。

从应用新技术、开展跨界合作，到构建立体化

传播格局，《博物馆说》不仅让博物馆成为一本更加

生动的故事书，以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方式，让

文物“活”起来；更为博物馆工作者、新闻媒体工

作者，提供了思考新媒体环境中博物馆发展

和融媒体建设的新契机。

数字化传播，对于美术馆而言意义重

大。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表

示，《博物馆说》为美术馆利用学术研

究做好艺术推广，将有价值的内容

推送给大众提供了绝佳路径。它

不 仅 可 以 吸 引 更 多 的 人 走 进 美

术馆，也将影响美术馆未来建设的

走向。

短视频怎样做得让老百姓喜闻乐

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当下，一些

文博类短视频存在同质化、碎片化现象。

依托文物知识，创新讲述方式，进一步增强文

化传播力，以促进文物研究、展示、教育和保护；

用好新技术，呈现更生动、深邃的历史内涵，为观

众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是需要社会各方通力合作

回答的时代课题。这也正是此次活动带来的启示。

文脉传薪，前路正长。可以预见，互联网和数

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将不断打破博物馆的围墙，

转变博物馆的沟通方式，推动文化资源的融合共享。

图④：中国国家博物馆外景。

图⑤：中国美术馆外景。

版式设计：赵偲汝

《博物馆说》—

推动文化资源融合共享
本报记者 徐红梅 马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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