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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的院落里石碑林立，碑上历经沧桑的文
字诉说着历史，赓续着文脉。不久前，陕西省西
安碑林博物馆借“世界读书日”的契机，举办系
列活动，传播碑林文化。

“我们希望通过创新的形式，吸引公众走进博
物馆，感受生动的文物、鲜活的历史，不断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影响力。”西安碑林博
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贺华说。

守护碑林宝藏 做好当代传承

“亲眼见到《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石台
孝经》这些国宝级文物，非常震撼！我还第一次
体验了拓印，这让我对书法更感兴趣了。”活动参
与者陈萌说。

中国书法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石刻，而西安碑
林是中国最大的石质图书馆和中国书法艺术宝
库，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公元1087年，北宋漕运使吕大忠将《开成石
经》《石台孝经》等石碑迁至“府学之北墉”，即
如今西安碑林所在地。同时迁来的还有颜真卿

《颜氏家庙碑》、褚遂良《孟法师碑》、柳公权《玄
秘塔碑》等书法名碑，西安碑林初具规模。

在这里，这些文化瑰宝得到了很好的修缮和
保护。史料记载，在西安碑林，“凡石刻而偃者仆
者，悉辇置于其地，洗剔尘土，补锢残缺，分为
东西次比而陈列焉。明皇注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之
于中央，颜、褚、欧阳、徐、柳之书，下迨偏旁
字源之类，则分布于庭之左右。”

1944年，当地以古老的碑林为基础，利用西
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出一座集收藏、研究和陈
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于一体的艺术博物
馆。历经多年发展，成为如今的西安碑林博物
馆。博物馆现藏文物1.1万余件，其中国宝级文物
有19组134件。

“西安碑林保存了自汉代以来的碑石、墓志等
3000余件，对研究中国书法意义非凡。”西安碑林
博物馆副研究员王庆卫告诉记者，碑林集中了历
史上诸多杰出书法家的传世名作，字体全、质量
精、数量多。“例如东汉隶书《曹全碑》，是现存
汉碑中最秀美的佳作；还有唐代欧阳询、虞世
南、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等人的楷书珍品，
张旭 《肚痛帖》、怀素 《草书千字文》 等草书名
作，李阳冰篆书《三坟记碑》等。这些珍贵的碑
刻，都是当今研习书法的范本。”

“面对这样一座碑刻文化宝库，我们有责任在
当代做好传承、保护和弘扬。”贺华说，“石碑见
证了成百上千年的时光，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艺术价值。只有融入时代、不断创新，西安碑林
博物馆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吸引更多
人尤其是青少年，走进碑林的艺术殿堂，深入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贺华介绍，此次活动采取线下与线上结合的
形式。在线下，邀请青年学生到博物馆内体验拓
印，感受AR互动书法，聆听《石台孝经》《魁星

点斗》等文物的详细讲解。在线上，与国风游戏
《新倩女幽魂》跨界合作，推出虚拟舞剧《碑林华
章》，把多件碑林文物数字化，以新颖生动的形式
进行网络传播。

借力“互联网+”创新文博产品

虚拟舞剧 《碑林华章》 以民族舞蹈为载体，
利用数字化手段，演绎了明代金石学家赵崡保护、
修复石碑并与时间、自然和偷盗者对抗的故事。

在水墨色调的背景中，静立着西安碑林的多
座石碑。身着青衣的舞者翩若惊鸿，仿佛一支毛
笔在纸上挥毫泼墨，自由洒脱。舞到中段，画面
变为彩色，音乐陡然激烈，由主舞者饰演的赵崡
开始与偷盗者搏斗。高潮处，一束强光照亮了舞
者身后的石碑，象征着传承文脉的信念激励赵崡
取得了胜利，勇敢前行。这段5分多钟的舞蹈短剧
情节跌宕、画面精美，在游戏《新倩女幽魂》中
通过数字化形式呈现后，受到许多玩家好评。“太
有新意了！”“没想到能用传统舞蹈来演绎书法，
中国风最牛！”

“去年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火爆，让大家
发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可以和舞蹈结合得这么
好，产生‘1+1＞2’的文化传播效果。那么书法
和民族舞蹈的结合会怎样呢？这就是 《碑林华
章》最初的创意来源。我们邀请《只此青绿》的
舞者张翰来饰演主角赵崡，再运用数字技术打造
出这款创意产品。”贺华介绍。在她看来，虚拟舞
剧营造的场景让观众很容易沉浸其中，直观地感
受书法韵味。“比如舞剧中有个画面是一滴水落在
平静的池面上，立刻让我联想到关于王羲之的著
名典故——临池学书。对不同的人来说，优美的
舞蹈画面能激发不同的感受。当代青少年大多习
惯了快节奏、碎片化的接收信息方式，可能没有
很多机会去接触传统书法。但如果在游戏场景中
看到碑林元素的画面，看到以书法为主题的舞蹈
这么美，也许会被这种新的表现方式所吸引，激
起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

近年来，西安碑林博物馆不断探索，利用
“互联网+”让文物活起来。比如完善“数字碑
林”建设，通过线上展览、线上教育课程、新媒
体直播等形式，向公众介绍馆藏珍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大家好，我是白雪松，今天就讲两分钟。”
这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特级讲解员白雪松录制短视
频的标志性开场白。从走进电商直播间为西安碑
林博物馆“带货”，到成为短视频平台的文博类

“网红”，再到登上《国家宝藏》等电视节目，白
雪松以诙谐幽默的讲解，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西
安碑林。

白雪松最火的一场直播，收获超过500万次点
赞。有粉丝说，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直播间，开
开心心就把知识学到了。白雪松认为，“互联

网+”为博物馆文化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
在线下做讲解，一次有十几个人听。但如果在线
上讲一场，可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听，传播效
果肯定更好。”

未来，西安碑林博物馆还将继续深挖馆藏资
源，让文物以多种形式走近大众生活，让古老碑
林在当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开展国际合作 推动交流互鉴

西安碑林不仅是中华文化宝藏，在世界文化
之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馆藏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是一件意义非
凡的珍品。它记录了中国唐代与世界文明交流互
动的历史，与埃及的罗塞塔碑、约旦的摩押碑和墨
西哥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为“世界四大名碑”。

“石碑石刻承载着古代文明的记忆。《大秦景
教流行中国碑》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与世
界交流互通的见证。”王庆卫说，“中国书法在世
界文化特别是东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安碑
林博物馆多次与国外的博物馆、研究机构等合作
办展，推动中国书法文化走出去。”

2015年，西安碑林博物馆与韩国国立忠北大
学 （清州） 联合举办中韩书画家邀请展，展出西
安碑林博物馆13位书法家的51幅书法作品和韩国
书画家的35幅作品，并出版作品集。2019年，西
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一对大型石刻文物“东汉双
兽”远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两地相继举办的

“秦始皇兵马俑：永恒的守卫”展中亮相，向海外
观众展示中国秦汉时期精湛的雕塑技艺。

此次“世界读书日”的线下活动，西安碑林
博物馆邀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多名留学生参
加，为他们提供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契机。

“虽然在博物馆待了五六个小时，但我感觉时
间过得太快了，完全没看够。”来自土耳其的韩迪
格，就读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他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对汉字抱有浓厚兴
趣。“我知道汉字有悠久的历史，有时候很想知道
一个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同一个字会有多种不
同的意思。这次见到这么多石碑，看到上面刻着
很多古代汉字，我非常激动。虽然这些古代汉字
有70%我都看不懂，但我想坚持学习。希望下次来
碑林，我的中文水平更高，能看懂更多。”

“参加这次活动，我认识了中国古代的许多石
碑、墓志，也了解了很多书法家的历史故事。”土
库曼斯坦留学生白珊珊告诉记者，她最喜欢的是
拓印体验环节。“我把自己印的那幅字拿回来了，
它太美了！我会把它装裱起来，一直珍藏。”

“如今，越来越多外国人学习中文，尤其是很
多留学生，有强烈的愿望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我
们愿意为他们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也希望通
过丰富多样的活动，让西安碑林承载的优秀文化
走向世界，为文明交流互鉴做出贡献。”贺华说。

当前，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趋势，应对
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
科技的力量，也需要思想、文化的力量。

博物馆是收藏、展示、传播国家和民
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既是历史遗产的

“投影机”，也是当代文化的“发生器”。
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
馆的力量”。这让我们思考，博物馆蕴藏着
哪些力量？

博物馆能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宝库。博物
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激活其生命力，让历史文化瑰宝走进
大众生活，焕发时代光彩。2021年“河南
博物院元宵奇妙夜”节目，将“展柜中的
文物”变为“节目中的活演员”，让传统文
化成功“破圈”。考古盲盒、文创口红、文
物冰激凌等博物馆文创产品备受欢迎，让
文物融入日常生活。博物馆还运用数字化
手段，将展览和教育活动搬上“云”，拓展
传播维度，延续文物的生命力。

博物馆能激发社会公众的创造力。博
物馆不是“知识灌输器”，而是“心灵发电
机”，是激发创造的温床。博物馆丰富多彩
的社教活动、互动项目，让参与者在体验和
实践中锻炼创造力。广东省博物馆“鞋盒里
的博物馆”项目，让孩子们以鞋盒为载体，创
造自己心目中的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

“艺术家与小朋友·一个面具的表演——云
南民族博物馆馆藏面具再创展”，让艺术家
与小朋友根据馆藏面具进行再创作。这些
缤纷绚丽的面具不再是静止的文物，而是艺术再创造的源泉。

博物馆能增强多元群体的凝聚力。文博行业通过各种方式为残
障人士、老年人等服务，积极打造“有爱无碍”的博物馆。2022年3
月，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博物馆适老化服务水平的
通知》，提出进一步为老年人参观博物馆创造条件，以高质量文化供
给和精细化分众服务，提升老年观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疫情下博
物馆实行网上预约参观制度，一些老年观众不知如何操作，不少博
物馆在现场安排工作人员帮助操作，消除“数字鸿沟”。多家博物馆
致力于打造“无障碍博物馆”，如上海博物馆出版《无障碍探索手
册》，并以线上视频的方式提供手语导览服务。

近年来，全国博物馆数量增长迅速，免费开放比例稳步上升。
博物馆日益成为城市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并越来越多地走进乡
村，服务基层。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应当更好
地发挥博物馆的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公众提供丰厚滋养和
精神动力。

博物馆要守护文化遗产，用好文物资源。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的
核心资源，博物馆要聚焦主责主业，做好文物的收藏、保护、研
究、阐释，深入挖掘文物价值，策划推出优秀展览，开发实用美观
的文创产品，为公众提供文化盛宴。

博物馆要紧跟时代潮流，助力社会发展。上海科技馆通过“命运
与共 携手抗疫——科技与健康同行”向观众科普病毒知识。广西壮
族自治区博物馆举办“桂绣”培训班，将农村妇女的刺绣产品作为博
物馆文创售卖，助力乡村振兴。湖南省博物馆的“闲来弄风雅——
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展，引导观众缓解快节奏的生活压力。

博物馆要运用先进技术，创新服务形式。5G、VR、AI等新技
术的发展，为博物馆创新展示和传播手段提供了无限可能。“智慧博
物馆”带给观众新颖生动的体验，视频直播、云展览让人们足不出
户就能欣赏文物珍品，数字藏品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入坑”。借助科
技的力量，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能以更多更新的方式“活起来”，
为大众生活增色添彩。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全国
各地博物馆围绕“博物馆的力量”这一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5月12日，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博物
院、苏州博物馆西馆举行。启动仪式上，发布了江苏博物馆年度报
告，公布了江苏省核心价值观展览、教育示范项目、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馆藏精品巡回展等重点推介项目，并为首批16个江苏省博物馆研
学基地授牌。江苏省“博物知旅”活动季和“云上博物——江苏省博
物馆数字展览空间”两大特色项目同时启动。在活动期间，将推出新
展特展154个、教育活动158项，开展服务社区、军营、学校、企业以
及文创大赛、公益鉴定等活动162项。启动仪式后，在线举办“苏州博
物馆高质量发展分享会”和“高峰对话：博物馆的力量”。

四川宜宾作为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将开展一系
列主题活动，包括展示2021年川渝博物馆发展成果；公布2021年川渝
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研学实践教育优秀案例”“优秀文博海报”

“优秀文博短视频”“文物活化利用优秀作品”等各类奖项；成立川渝
博物馆联盟，启动“百馆百物—川渝宝藏”主题宣推活动等。宜宾博
物院新馆将于5月18日恢复开放，推出“花开并蒂——巴蜀青铜文明
特展”“第二届巴山蜀水——博物馆文创展”，并举办文博专家讲座、
川渝公益文物鉴定活动等。

河南洛阳多家博物馆夜间开放，丰富大众文化生活。自5月14日
至6月10日，洛阳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周公庙
博物馆、天子驾六博物馆、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6家博物馆（纪念
馆）每周将根据情况实行夜间开放，延迟到晚上8点闭馆，并配套举办
文化惠民活动。

千年碑林焕发新光彩
本报记者 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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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安碑林博物馆外景。
图②：张翰表演舞剧《碑林华章》。
图③：留学生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体验拓印。 本文图片均由西安碑林博物馆提供

观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体验AR互动书法。观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体验AR互动书法。

“五一”期间，家长带着孩子在南京博物院参观。
苏 阳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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