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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8 日，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

市主办的“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

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现场人气十

足。展览闭展后，通过在线展示，继续让更多

观众跨时空观赏。

今年，该展览入选第十九届（2021 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初评，最

终结果将于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揭晓。随着

“博物馆热”的持续，更多地展示展品背后的

故事、展现其中的细节、增加互动体验，成为

近年来展览的趋势和重点。

展现新成果与新理念

古朴、厚重，藏于首都博物馆的青铜器伯

椃虘簋，腹底刻有铭文“万年永宝”字样。这

件重器有着感人的前世今生。1978 年，原北

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在通县物资回收公司征

集到残缺约 1/5 的铜簋残片，之后专家从数

次拣选的若干残片中将铜簋修复。“万年永

宝”展不仅展出了该文物，呈现文物背后的故

事，还从伯椃虘簋的铭文中提炼展览主题，展

示我国馆藏可移动文物保护成果。

走进“万年永宝”展展厅，未来感和传统

风交织的艺术风格扑面而来。展览展出来自

10 个 省 份 23 家 文 博 机 构 的 50 余 件（套）展

品，共分为 5 个单元。“万年”单元讲述中国文

保科技发展的百年历程，“慧眼”单元聚焦馆

藏文物借助现代先进检测设备和学科前沿技

术的新发现，“巧手”单元突出化腐朽为神奇

的新技术，“芳华”单元突出技术体系复原，

“永宝”单元讲述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的预防性

保护。精美的文物，深入浅出的文物知识，丰

富多彩的互动体验，让展览兼具科学性、专业

性、科普性、趣味性。

秦始皇帝陵出土彩绘兵马俑、福州南宋

黄昇墓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丝蛋白加

固、马家塬战国车舆复原、石铠甲修复……展

品精选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物，讲述每

件文物背后的文保科技故事，展现科学认知

的新发现、保护修复的新技术、工艺复原的新

成果、预防性保护的新理念。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万年永宝”展

策展人周旸说：“通过展览，我们希望诠释和

体现从知识生产到知识传播的文物科技创

新。通过‘文物+科技’的融合设计，勾勒出

从实验室、修复空间到博物馆工作空间的参

观脉络，帮助观众直观理解专业的文保知识，

借助科技手段来重新认识中华文明。”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李群指出：“本次展览基于馆藏文物保护学术

成果交流、科学技术手段揭示、文物艺术价值

呈现的定位，展示我国馆藏文物保护修复和

科学复原的最新成果，展现馆藏文物保护的

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增强互动性与沉浸感

展览期间，“万年永宝”展通过直播、参

观、讲座等形式，扩大了文物保护科技的知识

传播和受众群体。展厅内外，处处科技风。

展厅里，引入了 AR（增强现实）技术，利

用 APP 及 AR 眼镜等穿戴式设备，实现展厅

现场虚拟与现实的交互展示。设置多个基于

声光电技术的实验演示，观众能身临其境，

“秒懂”文保科技原理。

展厅外，10 场馆藏文物保护系列讲座，

将精美文物背后的保护修复理念、技术、材料

与科研成果呈现在公众面前。展览还通过在

线虚拟展示，实现跨时空呈现。

书画生物揭展体验活动让参与者了解传

统书画装裱的过程，了解文物保护需要多学

科的介入。在“鉴古观今，心智为镜”亲子活

动中，授课老师为观众介绍我国古代铜镜的

历史文化，观众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铜镜。

有观众留言，这是第一次在观赏文物、了

解历史的同时，了解文保背后的细节和工作。

提升专业度与故事性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前身）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局合作，运用

两套保护法对秦俑彩绘加固，有效保护了一

批出土的珍贵彩绘陶俑，使以后出土秦俑保

留色彩成为可能。“万宝永年”展中，真彩再现

——秦始皇陵兵马俑制作工艺与色彩复原部

分就采用图像、视频等展示了这种技术。

不但呈现“然”，还呈现所以然。“对于文

物认知科学知识，以往多为针对文物的历史

信息解读。面对观众更深层次诉求，我们将

带有学术性的文物保护知识通俗易懂地传递

给观众。”周旸说，以文物为出发点，展示考古

学、材料学、工艺美术、科技史等学科交叉研

究成果，借此复原相对完整的古代技术体系，

令绵延千年的传统工艺绽放新光彩。

如今，博物馆的展览策展更为深入，更注

重展示展品背后的故事、其中的细节，增加互

动体验，成为近年来展览的趋势和重点。“浙

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通过丰富的考古学知

识介绍、场景复原、多媒体等展示手段，反映

中国早期的定居村落及其社会生产与生活情

况。“梅兰芳艺术人生展”通过梅兰芳艺术生

活相关的珍贵实物，诠释一代艺术大师不同

历史时期的艺术创造，还特别展出了梅兰芳

不同时期所穿的戏服。

同时，借助互联网，展览的内容品类和呈

现形式也更为丰富多元。不少展览依托线上

线下联动、通过沉浸式逛展等创新形式，吸引

了众多年轻观众的关注和打卡。专家指出，

展览深入挖掘故事、呈现丰富细节，可以让观

众更多更全地了解相关知识和背景。而互联

网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也将给展览带来不一

样的体验，让文物和展览“活起来”。

上图为“万年永宝”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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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呈现展品背后的故事、修复的细节、互动的体验

鉴古观今
讲述文物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 珏

核心阅读

“万年永宝——中国馆藏
文物保护成果展”自展出以来，
人气十足。展览通过“文物+科
技”的融合设计，讲述文物背后
的文保科技故事，帮助观众直
观理解专业的文保知识。随着

“博物馆热”的持续，近年来，博
物馆的展览策展也更为深入。
借助互联网的发展、技术的进
步，展览体验更加丰富多元。

■解码·博物馆的力量R

老弄堂中绘上重彩壁画，再现都市风

情；社区里的口袋公园，既是休闲运动的去

处，又是露天艺术展台；地铁里的特色艺术

装置，成为城市文化窗口……近年来，各地

积极推进城市微更新，在公共空间进行“小

而精、小而美”的改造，探索推动城市存量

空间的活化与利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城市微更新既是空间改造，也指向市

民生活方式的重塑。其不仅是对城市肌

理、街区空间结构等在物质层面上进行保

护与发展，更是对潜藏在城市中的历史、地

域文化、风俗风貌的发掘和利用，是留住城

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的有效尝试。然而，

我们也看到，一些城市的微更新存在一定

问题，或忽视了对历史文化价值内涵的挖

掘，大量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或缺少对城

市各类文化资源的整合，地方特色不够突

出，或公众参与程度不够，改造缺乏认同感

……这不禁让人思考，城市微更新如何升级迭代、提质提效？

要加强城市历史记忆修复。城市记忆是城市的故事，贯

穿城市的历史，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街坊里巷、庙堂遗址等

都是城市历史记忆的组成元素，承载着这片土地上居民的共

同记忆。重视对这些元素的文化保护和挖掘利用，可以让人

们漫步其中，触景生情，达到以文化人、环境育人的效果。

要营造城市文化特色场域。应利用好、保护好具有历史

文化价值的街区、建筑，进一步彰显城市文化的特色化和多样

性。利用历史文化特色区域地面的材料、建筑的高低和质感、

山的形状、街头小巷的场景等各类特质，营造富有特色的场

景，以达到“聚微成网”，延续城市生长的脉络。

要激活城市更新内生动力。居民是城市生活的主体，也

是微更新的主体。要坚持“以人为本”，可以通过建立社区互

动平台及“工作坊”模式，形成完善科学的沟通机制。实践中，

可以通过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的思路，汇聚民智，凝聚归属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

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历史传

承的载体，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依托。未来，无论是理念、实

践，还是机制、品质，城市微更新都应当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注重历史底蕴、文化赋能，城市微更新方能“有里有面”“有形

有神”，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作者为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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