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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以“60后”居多

随着最新一次本体保护性修缮完工，
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已于4月25日起
恢复对外开放，每天接待的参观者迅速超
过一万人次。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支部书记、馆长阳
国利介绍说，根据纪念馆预约系统显示，
参观者以“60 后”居多，占总人流量的
40% 左 右 ，“70 后 ” 和 “80 后 ” 约 占
40%，“90后”及“00后”约占20%。

自2020年5月起，毛泽东同志故居的
管理单位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开始在所
辖景点实行网络实名制预约参观，减少参
观者排队时间，让参观者有良好的参观体
验。

毛泽东同志故居于 1951 年开始对外
开放。70年间，毛泽东同志故居累计接待
国内外参观者逾亿人次。故居位于湖南省
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坐南
朝北，为“凹”字形建筑。因故居属于土
木结构，常年处于高负荷接待状态，又受
到南方潮湿气候影响，因此迫切需要进行
保护性修缮。2021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同
志故居旧址群修缮工程启动。本体修缮工
程前后历经 50 余天，赶在“五一”国际
劳动节假期到来前夕顺利完工。

同步陆续举办多个展览

修缮完工后，“列宁时代——列宁生
平业绩展”“未来之花，如约绽放——毛
主席故乡儿童画展”也同时开幕。这次中
俄双展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韶山毛泽
东同志纪念馆和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列宁纪念馆两地同时进行。据介绍，此次
展览将在两地持续两个多月。

随后，纪念馆还将举办“恰是百年风
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
展”。据悉，展览共由 100 个组合陈列构
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走过的光辉历程及取得的重大成就。

70年间历经5次修缮

此次修缮采取最小干预原则，最大程
度上做到了保持旧址原貌，采取的保护措
施以延续现状、缓解损伤为主要目标。维
修内容包括故居屋面渗漏水、房屋木构件
防腐、防虫及墙面破损修复等，解决了安
全、防腐、防霉等问题。同时在修缮中，
对故居内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性迁移，
对不宜移动的文物采取就地封装保护。为
了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对地面及不可移动
文物造成二次破坏，对室内地面采用模板

全面铺设。
另外，在修缮期间，故居本体前坪、

晒谷坪及本体周边道路、路面的维修和外
马路两侧整修绿化等工作也同步完成。

据介绍，这是毛泽东同志故居对外开
放后进行的第五次修缮。1952 年、1967
年、1989 年以及 2004 年分别进行过不同
规模的保护性维修。

1893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同志就诞
生在韶山的这座农舍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
和少年时代，直至 1910 年的秋天才外出
求学。可以说，毛泽东人生的最初 17 年
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建立了韶
山的第一个中共支部。1929年，故居被国
民党政府没收，曾遭到破坏。1961年，故
居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2004 年第三次修缮
时，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当媒体
报道了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封闭维修的消
息后，有来自山东、黑龙江、新疆、江苏
等 10 多个省区市的群众不断打来电话，
提出建议，再三嘱咐纪念馆一定要把故居
修缮好。不少群众还捐钱捐物，表达对毛
主席及故居的爱戴与关心。韶山人民也十
分关注对故居的维修工程，当故居所在的
韶山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会议讨论维修时，
村民们表示：“维修要人去人，要物出
物，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故居曾四易其名

自 1951 年至今，毛泽东同志故居已
开放整整70年。1997年7月，故居入选中
宣部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0 年
间，毛泽东同志故居及其所属的韶山毛泽
东同志纪念馆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

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同志故居也
曾多次更名，从当初“中国人民伟大的领
袖毛主席的家”逐步更换为今天的“毛泽
东同志故居”。

1951年，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先
生为故居书写了第一块匾额——“中国人
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1955 年 3
月，应毛泽东建议，故居由“中国人民伟
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更名为“毛泽东同
志故居”。1961年，郭沫若又为故居题写
了“毛泽东同志旧居”的匾额。1983年，
邓小平再为故居题写“毛泽东同志故居”
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两块匾额，
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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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阔别 32 年后，1959
年 6 月 25 日，毛泽东重
返韶山，抚今追昔，作

《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延伸阅读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
泽东同志故居维修严格遵循“原型
制、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规定，寻
找适合的材料经常颇费周折。

2004 年维修故居时，存放农具
的房子要换一根屋檩，哪里找这样
一根与原檩大小相同、8米长、笔直
干透的优质松木？韶山村民小组长

李 定 红 带
着 纪 念 馆
工 作 人 员
在 韶 山

乡、大坪乡、杨林乡寻访了3天，最
后在杨林乡湘韶村村民周开福家找
到一根合规松木。这松木原是周开
福自己盖房用的，听说是维修毛主
席的故居所需，他毫不犹豫地说：

“拿去先维修故居！”
韶山村韶山组村民毛方成听说

维修故居要找干透了的松木檩子、
椽皮，主动用半个多月时间，跑遍
湘潭、湘乡、韶山3县 （市） 义务寻
访，收集到檩子木 46 根，椽皮 2000
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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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博物馆
王锋钧

应适应国民终身教育需求

传统的“亮宝式”展览和“说教式”讲解已不适应信息时代大众
的需求。

博物馆属公益性文化机构。在当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背景下，其公共文化服务的

属性需重新认识，盘活所有可利用的有形和无形资

源，将社会服务功能向学术科研、国民教育、经济

建设、百姓生活和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度拓展。

博物馆的建筑常被视作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化标志和文明形象
的存在，往往也是当地重要的人文景观。

尝试将馆舍平台服务工商企业

博物馆的建筑常被视作一个地区、一个城
市文化标志和文明形象的存在，往往也是当地
重要的人文景观。随着现在文化旅游之风的兴
起，博物馆在文创、新媒体运用等方面的商机
日益凸显，社会形象、馆舍空间和网络平台的
经济价值亦可适度开发。

自2008年国有博物馆陆续免费开放后，博
物馆的参观人流逐年增多， 许多博物馆的参

观人数呈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不少博物馆
因其独具特色的建筑、高规格的藏品和高水平
展览引起公众的关注。有了一定社会影响力的
博物馆，可利用其场馆或新媒体平台为工商企
业的营销宣传提供服务，扩大企业及产品的知
名度，为其品牌注入文化元素，让博物馆在社
会经济中扮演为高品质企业和产品代言的角色
未尝不可。

作为公共空间丰富公众文娱生活

博物馆在提供基本陈列、专题陈列等基本文化服务的同时，在博
物馆的公共区域提供餐饮和高雅的休闲环境，让博物馆成为市民享受
高雅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

我国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生活在城市
的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城市化的生活功能，也
还需要城市化的文化功能，而博物馆就是城市
的主要文化设施和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随着
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博物馆在百姓文化
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越来越不可替代。

博物馆在提供基本陈列、专题陈列等基本
文化服务的同时，通过引进、交换展览，不断

把具有异地风情的优秀文化带给市民，同时在
博物馆的公共区域提供餐饮和高雅的休闲环
境，让博物馆成为市民享受高雅文化生活的公
共空间。有条件的博物馆还可为有文娱爱好的
市民提供场地，鼓励进行有传统特色的音乐歌
舞、武术杂技、诗歌朗诵等自娱自乐的文化活
动，为传统文化提供不断丰富、发展、传承的
空间，使博物馆的文化活动更为丰富和活跃。

博物馆间的展览交流是国内地区之间和中
外国际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形式，对于国内地域
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和中外文化互鉴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还存在某些文化
差异，中华文化在部分地区和民族中还存在若
干文化分支。通过博物馆间的展览交流、文物
合作，可以使更多的民众享受到异地文化，更
好地满足所在地区民众精神文化的多元化需
求，有助于国民对于我大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了
解，对于促进文化融合、民族团结及巩固国家

统一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文物和文

化艺术展的输入与输出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
用。通过这样的对外文化交流，展示国家文化
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架起我国与世界各国
沟通了解、相互学习、交流合作的桥梁。同
时，还能服务于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增进与
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能够为我国经济
建设和发展营造和谐的氛围。实践证明，文化
交流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往往比经济或其它方
面的影响力更持久、更广泛、更深刻。

促进文化融合与文明互鉴

实践证明，文化交流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往往比经济或其它方面
的影响力更持久、更广泛、更深刻。累计接待国内外参观者逾亿人次

毛泽东同志故居
修缮开放

骆香茹 齐 欣

2021 年进
行 修 缮 时 ，对
毛泽东同志故
居柴房屋顶进
行 了 防 腐 、防
虫处理。

宋 斌摄

重 新 开 放
的 毛 泽 东 同 志
故居景色优美，
游人如织。故居
前 的 水 面 为 南
岸塘。毛泽东少
时 曾 时 常 在 此
处游泳。

宋 斌摄

这张照片拍摄于毛
泽东同志故居重新开放
之际。许多参观者穿上

“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军 服 ”
前来参观。

宋 斌摄

随着新科技的不断注入和观众需求与品位
的不断提升，博物馆越来越展现出斑斓的人文
光彩。在公众教育的方式上，传统的“亮宝
式”展览和“说教式”讲解已不适应信息时代
大众的需求。我们需要探索更亲民、更现代、
更趣味的文艺化方式让历史文化走近公众，配
合好大中小学对学生的课外教育，满足国民探
求知识、启迪智慧和陶冶情操的自我素质提升
需求。

博物馆怎样作出改变？

陈列展览“通俗化”

博物馆，特别是历史类博物馆，其责任就
是将我们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和祖先的智
慧呈现给公众，让博物馆成为大众汲取知识和
智慧的殿堂，回望历史的窗口。在科技进步迅
猛发展的今天，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可
视化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博物馆的展
览，仿真、虚拟、无展板技术带来的动态、交
互、沉浸、体验式等活化表现方式能带给观众
更为新鲜的感受，为博物馆展陈中把无形的历
史与文物古迹结合，生动表现历史、活化展示
文物提供了新的手段。

博物馆能否把展览主题和文物 （艺术品、
标本） 展品的内涵以观众最易接受的方式生动
表达，是衡量公众教育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
所谓“让文物说话”，就是要让博物馆展出的
展品面对观众说“白话”，说“普通话”，让普
通观众能轻松看懂听懂展陈中的文物语言。文
物语言的表达方式是多样的，牌板说明、陈设
形式、色彩衬托、音乐氛围、形体复原、图表
阐释、数字媒体、讲解服务等，都是解读展览
主题和文物展品的语言形式。

博物馆怎样作出改变？

讲解服务“订制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除了讲解员人工讲解
外，自动语音讲解系统已逐渐普及，APP导览
讲解系统也在陆续推广。博物馆的讲解队伍应
是一支稳定、高素质、善于学习的文化服务团
队，应通过培训和鼓励自修使之专业素质不断

提升，并培养出一定数量的专家化讲解员，从
而使之能够根据讲解对象的特点选择通俗讲
解、深度讲解和趣味化讲解等模式；智能讲解
系统也应设计多种讲解风格，观众可根据喜好
选择音质优美的播音主持风，也可选择风趣幽
默、博闻强识的讲解大咖风。“订制化”讲解
的实现，可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探求知识、享
受文化的需求。

博物馆怎样作出改变？

校外课堂“体验化”

博物馆作为公众教育的重要机构，是学校
教育的延伸，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多层面结
合、深度化切入是近年来文博界和教育界正在
思考和探索的课题。2016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
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包括：人文
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
担当、实践创新。对于学生这些方面素质的培
养，博物馆教育可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博物
馆可根据自身资源和青少年特点，结合教育部
颁布的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和学生素质培养要
求，研发设计互动性、参与性、体验性的文化
活动或寓教于乐的特色课程。

博物馆怎样作出改变？

终身教育“循序化”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教育规
划纲要提出，把“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作为
2020年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进而推动全
民终身学习从理念、政策层面向实践领域转
变。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有义务
参与承担起国民教育“终身化”的责任。

面对越来越多热爱学习的公众，博物馆应
积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历史、文物、艺术及智
力资源，经常性推出新的主题展览、文化活动
和学术讲座等，借助微信、微博、抖音、门户
网站、网络杂志、网络电视、虚拟社区等媒体
传播知识信息，将博物馆进社区、进乡村的活
动常态化。

（作者为西安博物院副院长 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