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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延时“下班”

7 月 20 日下午 5 点，河南博物院里依然熙熙攘
攘。郑州市民王涛趁着周末来参观“‘小而美’——
卢森堡文物精品展”。“卢森堡的瓷器非常精美，让我
耳目一新，和中国历史上的瓷器有相似之处。”王涛
说，自己一直对欧洲历史文化感兴趣，当天进馆已经
下午 4点，本想着赶在 5点前快速看一遍，没想到河
南博物院延长了开放时间，他把展览上的瓷器、石
器、兵器、货币、油画仔仔细细看了个遍。据悉，河
南博物院近期推出暑期延时开放服务，从7月17日至
8月31日，每天开放时间调整为9∶00至18∶00。

同样受益于博物馆延时“下班”举措的，还有从
山东济南到北京旅游的陈曦一家三口。他们提前一周
就约好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门票。“我们上午游览天
安门广场，下午参观国博，刚好赶上国博延时闭馆，
孩子可以多看看‘课本上的文物’，别提有多开心了。”
陈曦说。据悉，中国国家博物馆自7月11日至8月31
日期间，每周二至周日延时闭馆，开放时间为 9∶00
至17∶30。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
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近年来，打卡博物馆，
触摸历史文化脉搏，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习惯和
生活方式，也是人们旅游休闲的一种重要选择。

随着暑期“博物馆热”只增不减，国家文物局日
前发布《关于做好2024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
通知》，提出重点场馆、热门场馆可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延长开放时间。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响应，更大
限度地满足观众参观需求。

“博物馆延时开放，增加了参观时间的灵活性，
观众有更多参观时段可选择，也能够更加充分地欣赏
展品，一些博物馆在延时开放期间还推出各种夜场活
动，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观体验。”中国传媒
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熊海峰说。

夜场体验丰富多彩

如今，博物馆不仅是静态的展示场所，更成为集
教育、鉴赏、社交、研究和知识共享为一体的专业平
台和多元体验空间。延长开放时间，尤其是举办夜间

观展活动，为观众提供了不同于日间的新鲜体验。
7 月 9 日晚，中国园林博物馆里充满了欢声笑

语。在植物星球空间，14 名小朋友正在排练科普剧
“园林奇遇记”。他们化身水禽类小动物，在“树爷
爷”的带领下，边走边听植物群落知识讲解，沉浸式
夜游花园，探寻生态奥秘。

据悉，中国园林博物馆自7月15日起至8月31日
取消周一闭馆规定，并于 7 月至 8 月开展 8 次“仲夏
夜之梦”活动。活动期间，孩子们可以夜宿博物馆，
在仲夏园林里开启“一日穿越”。

7月12日，上海体育博物馆2024年首场夜间主题
活动举办。这场奇妙夜之旅既有“我们的奥运记忆”
文化沙龙分享，也有上海体育博物馆三周年打卡集
章、“150咖啡”限定款咖啡品鉴、上海体育文创雪糕
福利等。其中，“我们的奥运记忆”文化沙龙邀请 4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奥运亲历者，从运动生涯到项目裁
判，从新闻报道到金牌设计，与观众面对面分享奥运
故事，共同为出征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健儿加油。

这个暑期，上海 45 家博物馆将在周末晚间掀起
“博物馆奇妙夜”热潮，不仅延长开放时间，还结合
特展、互动体验、文创市集、露天电影播放等多种形
式，让观众走进丰富的文化体验空间。

夜晚的博物馆，灯光与展品交相辉映，营造出一
种别样的氛围。博物馆在夜场推出科普讲座、互动体
验、文艺演出等活动，以多元“打开方式”丰富人们
的参观体验，体现出对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积
极回应。

激发文旅新活力

博物馆延时开放、开设夜场，不仅是文化惠民理
念的生动实践，也有助于带动城市夜经济发展，激发
文旅消费新活力。

携程数据显示，“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的
火爆，带动上海博物馆周边酒店暑期订单量同比增长
约20%。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各地博物馆周
边民宿预订火热，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倍，其中，四
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周边民宿暑期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15倍，江苏南京博物院周边民宿同比增长近1.5倍。

“博物馆延时开放会增加游客的数量和停留时
间，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业
态的发展。”熊海峰说，将“夜游博物馆”嵌入城市
夜经济，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有利于探索博物馆功能
与城市消费空间新的结合模式。

当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拉长
服务时间，也意味着运营的升级和服务形式的拓展，
涉及运营压力、管理难度和文物安全等问题，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博物馆综合考量，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和优化。

近年来，博物馆开放夜场主要集中在暑期和一些
特定日期，比如传统节日、国际博物馆日等，或是有
大热“出圈”的重量级展览，比如2023年上海博物馆的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不仅
开设夜场，还在闭幕日举办24小时全天开放活动。

既能消暑，又能“充电”学习，博物馆延时开放
为游客提供了夏夜休闲的新选择。熊海峰认为，在

“博物馆+”理念下，教育研学、文创开发、旅游体验
获得了蓬勃发展，未来还可以打造更多具有独特文化
魅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博物馆IP，围绕IP创新发展文博
文创产业链条，进一步拓展博物馆事业。

本报电（张怡靖）“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
刻作品展”7 月 19 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
展览展出300多枚大众篆刻作品，均由专业篆刻工作
者、大中小学师生、企业员工和科研单位职工创意设
计和制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采用新字体、新材
料、新工艺和新造型，用篆刻艺术讲述北京中轴线故
事，助力北京老城保护。

本次展览以“印记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分为
序篇、遗产中轴、文脉中轴、活力中轴 4 个部分，
通过篆刻艺术生动展现了北京老城从永定门到钟鼓
楼 15 个核心遗产景观，体现出北京中轴线的建筑布
局、空间形态和历史文化价值。其中，内嵌芯片的

“印记北京中轴线”主题智能印章首次亮相中华世纪
坛，体现了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融合。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观众打开手机 NFC 功能，将手机贴近这
枚印章两侧的芯片处，即可在手机上浏览此次展览
的内容。

此次参展印章印材除石头外，还包括新型陶瓷、
SLA光敏树脂、玻璃纤维、复合微孔准直玻璃、玻璃
微珠等多种科技印材，此外，电脑设计、机器刻制、

3D打印、彩色喷绘等现代制印方法也运用其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骆芃芃表示，北

京中轴线是老北京城的核心区域，是北京一部活态的
历史文化标本。本次参展的篆刻作品既传承传统技
艺，也具有时代精神，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开幕式上，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和西泠印社出版
社联袂编辑出版的《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
品集》 首发。该书收录了大众篆刻爱好者的参展作
品，图文并茂，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北京中轴线的前世
今生。由大众篆刻丛书编委会编写、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的《大众篆刻十八讲》也首次亮相。全书深入浅
出，故事生动，通俗易懂，有助于启发和鼓励广大读
者尤其是青少年喜爱篆刻、参与篆刻，增强大众对汉
字文化的热爱。

“印记北京中轴线——大众篆刻作品展”由北京
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指导，北
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主办，展览期间还将
举办一系列活动。此外，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的“致
中和、书中轴”文创大赛书法赛道获奖作品展，也在
中华世纪坛同期展出。

本报电（刘勇） 7月17日，“你好！中国”法国华裔青少
年“中国科技行”欢迎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开启了百名华
裔青少年为期近20天的夏令营活动。

本次“中国科技行”以中法文化旅游年为契机，以“探
访中国名校，感受前沿科技”为重点，设置高新科技探索、
中国名校探访、学生互动交流、非遗文化体验、城市人文游
览等主题，向华裔青少年展示中国高等教育、高新技术等领
域的最新发展成果，为他们未来求学深造、职业发展提供更
多选择和启发，推进中法青少年友好交流。

夏令营期间，法国华裔青少年将前往上海、杭州、深圳、香
港、澳门5座中国城市，参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等中国知名学府，还将参与旱地机器人冰壶比赛、编程控制机
器人、直播实战演练等活动，沉浸式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增强对祖（籍）国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 2024“华裔中国行”短视频大赛，鼓
励法国华裔青少年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等，
以短视频的形式发布到国内外社交媒体，让更多海外人士了
解一个真实、生动、立体的中国。

此次“中国科技行”由欧洲时报旗下欧时文旅主办，远
海智行承办，巴黎奔腾中文学校组织，上海大学等提供支持。

“我们站在湾顶抬头仰望，脚
下踩着珠江翻涌潮。潮起潮落，
我们踏浪而歌，伴随着你，每一
个圆缺。”随着主题曲唱响，中国
歌剧舞剧院新创现实题材歌剧

《湾顶月明》日前在北京首演，亮
相2024国家大剧院歌剧节。

歌剧 《湾顶月明》 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为背景。男主人公陈
粤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后人，他
从小在海外长大，经营一家 AI 技
术公司。为了追寻先辈足迹、突
破创业瓶颈，陈粤回国并结识了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的基层工作
者华美珠。在接下来发生的一连
串故事中，陈粤被这里的人和事
深深触动，决心回国创业，助力
载人无人机研发，同时也收获了
美好的爱情。

“这是一部寻根溯源，饱含家
国情怀的故事，也是一部具有时
代精神、当代风貌和浓郁广东地
域特色的轻喜歌剧。”歌剧《湾顶
月明》 总导演陈蔚说，剧作在一
开始就确定了轻喜歌剧的方向，

“剧中的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方
面都体现了当代性，各种误会引
发的故事，在带来喜剧效果的同
时又温暖动人，特别适合用轻喜
歌剧的形式来表达，希望能够吸
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歌剧，歌
剧 《湾顶月明》 在音乐和表演上
注重贴近观众，剧中每个角色的
唱段更加口语化，还融入了和声
以及摇滚、爵士元素。“剧目在音乐风格上运用了一些流行和
声，但仍然保留了中国歌剧的旋律特点，希望能够更好地传
达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触动观众的心弦。”歌剧《湾顶月明》
音乐总监赵麟说。

粤港澳地区习俗的融入，也让剧目更接地气，比如过年
时发红包的彩头、吃大盆菜的习俗充满市井烟火气，“七叔
公”“三姨婆”的称呼以及 《恭喜发财》 等粤语歌元素的出
现，都充满了浓郁的岭南特色。

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诸葛燕喃说，2024年是新中国
成立 75周年，恰逢黄埔军校建校 100周年、广州开发区成立
40周年，同时中国歌剧舞剧院也迎来了创建86周年、命名60
周年。值此之际，中国歌剧舞剧院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
府、广州开发区管委会联合推出现实题材歌剧 《湾顶月明》，
旨在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勃勃生机，讴歌新时代奋
斗者的拼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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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湾顶月明》剧照。 出品方供图

百名法国华裔青少年汇聚上海

开启“中国科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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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青年学子开启“Museum Walk”，成为暑
期逛博物馆的主力军。同程旅行发布的
《2024年暑期旅游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名城是家庭暑期
亲子游的首选，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
博物馆等“一约难求”。

面对旺盛的文旅需求，全国多地博
物馆选择在暑期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
富有特色的“夜游”活动，为观众带来
别样的观展体验，让“走进博物馆”成
为仲夏夜生活的一抹亮色。

现场展出的篆刻作品。 主办方供图现场展出的篆刻作品。 主办方供图

“印记北京中轴线”篆刻作品展开幕“印记北京中轴线”篆刻作品展开幕

观众在上海博物馆参观“金字塔之巅：古埃及
文明大展”。 新华社记者 卢 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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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文化馆开设“体验非遗魅
力，丰富暑假生活”公益课堂，邀请民间艺人传授柳琴戏、鲁
南五大调等“非遗”技艺。图为小朋友在郯城县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学习鲁南五大调。 房德华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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