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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共产党早

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等建成开放，游人如织，“唐

宋八大家”“万年永宝”“何以中国”等展览成为社会

文化热点，《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中国考古

大会》《古韵新声》等电视节目“引爆”大屏小屏，网友

创作的清新质朴的文物新媒体产品引发广泛点赞

……近年来，“为文物打 CALL”“到博物馆去”“博物

馆之夜”“博物馆里过大年”逐渐成为社会新风尚，尤

其成为年轻人的流行生活方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在这所大

学校，我们能直观地看到五千年文明的辉煌灿烂、独

树一帜，也能看到屈辱和挣扎，看到奋起与开拓、奋斗

和担当。我国博物馆在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的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

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

出新。越来越多的观众感到，博物馆不再是“千馆一

面”，展出的内容愈加突出特色，展出的形式愈加灵

动活泼，多类型的互动、高科技的运用更是丰富了观

展体验，由此带来的思考和感悟既生动又深刻。“参

观博物馆像历史穿越，又像未来旅行，让人记忆犹

新、回味悠长。”观众常常在参观后赞不绝口。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势必吸引更

多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各地博物馆深入发

掘馆藏文化资源，持续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在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2021 年

文化和旅游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

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强

调深入挖掘文化文物资源的精神内涵，使文化创意

产品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的重要载体。

从故宫博物院的“朝珠耳机”，到河南博物院的

“考古盲盒”，再到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以“马踏飞

燕”为原型的文创玩偶……博物馆文创开发热度不

减、创意迭出，有文化有特色的产品持续“圈粉”。文

创产品让文物摆脱了展览柜中的“死板”形象，与当

下生活紧密融合，让人倍感亲切。参观者纷纷购

买并分享给好友，不少人则慕名而来“打卡”

博物馆，文创产品与人们的亲密互动，

推动博物馆这所大学校的人气越

来越旺、“博物馆热”不断

升温。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

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近日

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提出了“保护第

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

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

针。广大文博工作者应不断深化

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

文 物 活 化 利 用 ，守 护 好 、传

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

秀 成 果 ，增 强 做 中 国

人 的 志 气 、骨 气 、

底气。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郑海鸥

今年 7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国家博物

馆老专家的回信中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

文 明 的 重 要 场 所 ，文 博 工 作 者 使 命 光 荣 、责 任 重

大。希望同志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

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

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

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

近年来，逛博物馆已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新的

生 活 方 式 。 与 此 同 时 ，博 物 馆 也 积 极 走 出“ 博 物

馆”，探索活动开展、文创开发等，积极融入社会和

经济发展。

“到博物馆看展览”已成为
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风尚

2022 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 110 周年。国

家博物馆举办一系列展览和活动。“薪火赓续——

罗伯昭捐赠展”“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

果展”“片羽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等，

从藏品征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方面，讲述国

家博物馆 110 年来典守文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的历程。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多个展览，吸引着八方

观众。

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从旧中国局促狭隘

的临时屋舍逐步发展成为新时代“国内领先、世界

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性国家大馆，143 万余件品类丰

富、类型多样、精彩绝伦的馆藏文物见证了中华文

明 5000 多年的血脉绵延和辉煌灿烂，以基本陈列为

基础、专题展览为主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

展览体系向世界讲述着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和中

华文化的开放包容。

近日，故宫博物院推出“照见天地心——中国

书房的意与象”展览。展览分为“委怀琴书”“正谊

明道”“结契霜雪”三单元，虢叔旅钟、郭熙《窠石平

远图》、米友仁《潇湘奇观图》、文天祥《上宏斋帖卷》

等 105 件精品文物，以及多件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为

观众阐释中国书房的文化内核与时代精神。展览

还引入裸眼 3D、体感交互投影等技术，提供给观众

沉浸式的空间感受。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节假日参观博物

馆，“到博物馆看展览”已成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

社会风尚。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1 年全国博物馆

举办展览 3.6 万个，教育活动 32.3 万场，全国博物馆

接待观众 7.79 亿人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得到长足发

展。据统计，2021 年新增备案博物馆 395 家，备案博

物馆总数达 6183 家，排名全球前列。5605 家博物馆

实现免费开放，占比达 90%以上。博物馆发展质量

显著提升，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服务

人民美好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

交流互鉴中的作用更加彰显。2021 年，《关于推进

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提出到 2035 年，

中国特色博物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博物馆社会功

能更加完善，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为全球博

物馆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守正创新，构建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博物馆传播体系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研 学 团 队 利 用 假 期 来 到 湖 州

市 南 浔 区 辑 里 湖 丝 馆 ，了 解 辑 里 湖 丝 ，亲 身 体 验

了 缂 丝 工 序 。 在 这 个 不 大 的 馆 内 ，观 众 在 了 解

当 地 丝 绸 文 化 的 同 时 ，还 可 实 地 体 验 江 南 农

俗 。“ 每 年 都 会 有 超 万 名 游 客 过 来 ，小 朋 友 可 以

画 丝 绸 扇 面 。 应 季 时 节 ，学 生 还 能 体 验 养 蚕 、剥

蚕 茧 。”馆 长 王 一 士 说 。 今 年 ，馆 内 还 搭 配 建 设

了 南 浔 丝 博 家 庭 农 场 ，游 客 可 以 体 验 南 浔 特 色

美 食 、民 俗 文 化 。

除了大型博物馆，中小博物馆也受到了人们的

喜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说，要坚守文物博

物馆工作公益属性，发挥好综合性大馆辐射带动作

用和中小博物馆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功能，鼓励行业

博物馆建设，引导规范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深化学

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

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

优秀成果，不断推进新时代文物博物馆事业高质量

发展。

在博物馆类型和内容不断拓展的同时，博物馆

展览的内容品类和呈现形式也更为丰富多元。在

互联网平台，互动体验类博物馆吸引了众多年轻观

众关注和打卡，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各大博物馆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创新展览展示方式，提高展陈质量，

推出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展览，打造一批立得

住、树得起、叫得响的展览品牌。全国各地博物馆

推出展览、免费讲解、文化讲座、文物鉴定、修复展

示、互动体验、教育研学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

推出“云展览”、“云课堂”、文博知识竞答、征文比

赛等一系列线上特色活动，更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

化需求。

2021 年，全国博物馆策划推出 3000 余个线上展

览、1 万余场线上教育活动，网络总浏览量超过 41 亿

人次……各大博物馆积极应用网络科技手段、拓展

新媒体平台，通过藏品数字化、网络直播、线上展览

等方式，全方位促进博物馆数字化。顺应信息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各地推动智慧博物馆、流

动博物馆建设，发展云展览、云教育，加强与融媒

体、数字文化企业合作，创新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

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博物馆传播体系。

文创、教育、演出，“博物
馆热”有内涵

故宫红墙上的装饰有什么功用？怎么通过屋

顶来分辨故宫建筑的等级？9 月 2 日，北京顺义国际

人才社区办、顺义区空港街道邀请故宫博物院文保

科技部副研究员吴伟，为北京海嘉国际双语学校的

学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博物馆知识课。

9 月起，北京顺义国际人才社区办、顺义区空

港街道开展“探寻历史精髓 对话文物传奇”博物

馆 教 育 进 学 校 、进 社 区 系 列 活 动 ，邀 请 故 宫 博 物

院、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和学者讲座、讲课，让更多

学生、居民了解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北京顺

义区空港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斌说，我们坚持以文

化为纽带，推出包括文化养老、亲子活动、传统文

化课堂等。此次推出博物馆教育进社区、进学校，

希望弘扬博物馆文化，带动人们了解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从而让更多人关注、亲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博物馆知识普及、博物馆课程开设、博物馆研

学……近年来，博物馆相关内容以各种形式走出有

形的博物馆。

外 包 装 以 国 博 馆 藏 文 物 堆 彩 赤 壁 赋 圆 漆 盘

为原型，以传统走马灯形式呈现了泛舟赏月的故

事 ，巧 妙 还 原 苏 轼 笔 下 的《赤 壁 赋》…… 中 秋 佳

节 ，国 家 博 物 馆 文 创 月 饼 受 到 欢 迎 。 从 食 品 、文

具到茶具、手机挂件，博物馆文创开发日益多元，

并结合传统节日推出各种产品。设计精巧、制作

精良的博物馆文创，让人们体味传统文化，把“博

物 馆 ”带 回 家 。 博 物 馆 文 创 ，成 为 人 们 体 验 博 物

馆的另一种方式。

以故宫瑞兽“甪（lù）端”为原型，原本静穆庄重

的故宫文物在舞台上“活”起来，和大小观众携手打

开故宫瑰丽世界的大门，踏上一场关于爱、传承和

成长的探索之旅。近日，音乐儿童剧《甪端》在中央

歌剧院剧场正式与观众见面。近年来，以博物馆文

物和文化为创作题材的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通

过电视节目、交响乐、舞剧、儿童剧等多种形式，博

物馆和博物馆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博 物 馆 正 在 日 益 融 入 社 会 发 展 ，促 进 文 旅 融

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文物局通过组建博物馆联

盟、建设博物馆之城、推广“流动博物馆”等，主动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将文物资源禀赋积极转化

为创新发展动能，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城市有机

更新、乡村振兴发展贡献了力量。根据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测算，2019 年，全国 5535 家博物馆共带

动 旅 游 收 入 约 324 亿 元 、对 GDP 的 综 合 贡 献 为

539.46 亿元，除博物馆自身从业人员（10.8 万余人）

外，还带动约 1.5 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近 2.7 万个间

接就业岗位。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副 部 长、国 家 文 物 局 局 长 李 群

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博物馆工

作，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博物馆凝聚中国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了国家文

化软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了应有

力量。”李群说。

开展活动 开发文创 创作节目

博物馆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本报记者 王 珏

行走在福建厦门鼓浪屿小岛上，星罗棋布的

博物馆、美术馆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坐落于菽庄

花园的钢琴博物馆，馆内陈列的钢琴历史悠久、

种类多样，还有不少古钢琴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专门展示古风琴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推出“琴岛

乐集”现场演奏免费视听体验活动，市民每周末

可参加演奏体验。中国唱片博物馆展示从留声

技术的演进到唱片内容的变迁，全方位、立体化

地展示中国唱片百年历史，具有历史价值、学术

价值……

鼓浪屿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在面积仅

为 1.88 平方公里的岛屿上，风格多样的百年历史

建筑有近千栋。如今，鼓浪屿上的历史建筑被注

入了新的内涵，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美

术馆让历史建筑焕发全新的光彩，也吸引着慕名

而来的观众。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集中展示故宫博物

院收藏的明清两代外国文物。近日，“方寸之间·
邮票上的鼓浪屿——庆祝鼓浪屿申遗成功五周

年特展”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临时展厅举

行，一枚枚邮票，带领观众走进、探寻、认识不一

样的鼓浪屿。

位于鼓浪屿西岸的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

院鼓浪屿校区旧址内，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自

2021 年 12 月开馆，为人们带来丰富多彩的艺术展

览、教育活动，让人们了解城市的文化脉络。7 月

5 日至 10 月 7 日，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推出“切磋

——当代艺术邀请展”，汇集 8 位中国当代艺术家

作品。艺术中心还邀请学生走进展厅，开展普及

教育活动。

今年 5月 1日正式开放的鹭潮·鼓浪屿美院，前

身是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鼓浪屿校区，是当

地历时 4 年提升改造的文化艺术园区。园区集合

艺术展览、文创市集、非遗技艺特色体验店、主题音

乐会、创意手作课堂等，吸引了观众“打卡”。

鼓浪屿：

“万国建筑博物馆”
有了新内涵

本报记者 刘晓宇

“隔着千年光阴，探索文物承载的灿烂文明，

寻找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近日播出的文化节目

《闪耀吧！中华文明》深入三星堆、秦始皇帝陵、南

海一号、殷墟、敦煌等考古现场，对话各大博物馆

馆长、一线考古队队长、资深文博考古专家，带领

观众寻找民族文化的高光。

聚焦浙江良渚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北京

周口店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江西南昌海昏侯

墓、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湖北曾侯世代墓群等，

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悉心梳理中华大地上的

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演进脉络，生动呈现百年来

考古工作对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作用。

近年来，文博类节目亮点频出，综合利用综

艺、纪录片等形式，带领人们感受中华文明、优秀

传统文化。据优酷发布《2022 文博节目报告》显

示，近 8000 万人次“云”逛文博，其中六成热衷文

博节目。95 后成文博节目的观看主力军，超六成

年轻人认为，文博节目弘扬传统文化，兼具知识与

趣味，是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窗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创新传播形式，推动文

物合理利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扩

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推动资源禀赋有效转化为传播动能，多措并

举做好阐释推广，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提供

多样化的文化内容供给，进一步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增强民族精神力量。

文博类节目：

创新传播形式

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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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北京顺义国际人才社区办、顺义区空港

街道开展“探寻历史精髓 对话文物传奇”博物馆

教育进学校、进社区系列活动。图为学生们在学

习古建筑知识。 史 诺摄

左图：故宫博物院“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

的意与象”展览现场。 故宫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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