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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

智慧博物馆：管护文物智能化

20 多年前，数字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才
刚刚起步，而今，在我国，许多博物馆都在
努力开拓数字化展示和服务的平台。

各大博物馆的网站日臻完善，除了展览
信息、导览服务、门票预订等基本功能外，
虚拟浏览能够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轻松游历博
物馆。陕西数字博物馆是这方面的翘楚，游
客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够在网上免费参观陕
西省内百余座博物馆。

此外，大型博物馆纷纷转战微博、微信
等新媒体平台。比如，国家博物馆的官方微
博粉丝超过160万，微信语音导览正在取代传
统的讲解员和解说机。

青岛市博物馆正在进行的“珍贵文物三维
扫描建模”工作，只需一台手持式扫描仪，文物
的所有细节都会被记录下来，并长久地保存在
虚拟世界之中。这些模型将有效推动博物馆文
物展示和保存的数字化、档案化。

国家博物馆展览一部主任陈煜认为：“博
物馆数字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
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慧博物馆，结合了云
计算和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为馆藏文物提
供智能化的管理与保护。”

2014 年 8月，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
式对外开放，向观众呈现敦煌莫高窟绚丽多彩
的石窟艺术经典与历史文化背景，使观众在进
入洞窟之前就能与敦煌莫高窟进行全方位、近
距离的接触，进而缩短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
间，减轻参观活动对脆弱文物的伤害。

同时，为了实时监控洞窟内的环境变
化，敦煌研究院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实现
了对莫高窟环境的实时科学监测。一旦某洞
窟的监控数值接近临界点，便亮红灯报警，
提醒管理人员暂时关闭洞窟。

文创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近两年，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产品突
然火起来了。一改以往“高冷范儿”，如今故
宫的文创产品让游客直呼“萌化了”。

从做文创产品入手，故宫开始颠覆一个国
家博物馆的固有形象，用新颖时髦的方式，借
助网络技术，探索“互联网＋”时代的新出路。

打开一家名为“故宫淘宝”的淘宝网店，琳
琅满目的产品扑面而来：顶戴花翎遮阳帽、宫
廷美人盆栽、雍正御批折扇、帝后大婚首饰盒
……虽然许多产品堪称“脑洞大开”，令人忍俊
不禁，但它们都带着故宫文化的独特烙印。

想让文创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新媒体
的推广作用不容忽视。如今的故宫，已经全
面利用微信、微博、APP 等新媒体形式来宣

传自身文化。以 APP 为例，故宫博物院推出
的 《韩熙载夜宴图》《每日故宫》《清代皇帝
服饰》三款APP，均入选苹果应用商店“2015
年度精选”榜单，其中 《韩熙载夜宴图》 更
是荣获唯一一个“年度最佳APP”。

点开 《韩熙载夜宴图》，一幅超高清的画
卷展现在眼前，通过缩放，可以预览画作全
局图和局部图。轻触屏幕，便会出现专业注
释，介绍画中历史故事、人物生平、家具器
物及题跋印章。画中的部分人物还有动画效
果，使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
中。这些优质 APP 让“故宫出品”成为社会
广为关注和欣赏的文化品牌，其对文创产品
销量的拉动作用也不言而喻。

实际上，“卖萌”已不仅仅是故宫的专属，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加入其中。三星堆博物
馆推出了“青铜面具饼干”，杜甫草堂博物馆设
计了“Q版杜甫很忙”系列产品，陕西历史博物
馆制作出了“唐妞”“唐美丽”“汉英俊”等文创
产品。这些“卖萌”文创让博物馆脱去了呆板严
肃的外套，重获人们喜爱。

内容建设：价值挖掘须做好

新兴技术成为文博行业发展的驱动力之
一。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作为社会教育
机构，博物馆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方式都发生
了显著变化。而互联网在带来新机遇的同
时，也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我国博物馆在互联网应用上取得的
成就，北京市文物局信息中心主任祁庆国表
示肯定，同时他也指出其在针对性和实用性
方面的不足。

“我们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有网站，但存在
盲目跟风的问题。网站做什么、怎么做都是参
考别人，馆藏特色无从体现。”他认为，在这一
点上，我们需要向国外取经，国外博物馆网站
大多建立在充分调研和反复完善的基础上，具
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自身特色。

针对博物馆在数字化发展中出现的问
题，祁庆国提出，博物馆要以人为本，以公
众文化需求为导向。其次，博物馆必须保证
数字化资源的质量和文物价值的挖掘，“没有
价值挖掘就是一堆无用的资料，百姓是不懂
的。公众需要的是一些深入浅出的产品，比
如手册、展览、游戏等。”

在祁庆国看来，国内博物馆未来的信息
化建设，应该从硬件投入转向服务理念提升
和内容建设。他强调：“博物馆在未来的发展
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新技术，但也要意识到
我们不是技术秀，必须做好内容建设。”陈煜
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博物馆展览的技术
应用不能一味求“新”，技术应该为展览服
务，应把内容挖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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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公共博物馆的社会职责是支持理性知识
的构建，支持民众的知识学习和应用。博物
馆积极接受最新的大众传播方式，并根据媒
介特点，运用陈列、出版、演讲等多种传播
手段，尽可能将最新的知识成果传播给公众。

受传播媒介的局限，在传统传媒时期，
人们只能在博物馆展厅中看到展品，所接受
的信息是经过博物馆专家筛选并解读的，信
息是单向传播的，公众只是知识的接受者。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博物馆知识传播分
享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并创新了博物馆知
识传播的模式。

在移动互联时代，博物馆已悄然转变为
知识分享的平台。知识传播手段和方式的转
变，为博物馆创造了更活跃的知识分享机
会，使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
密切。在这个平台上，博物馆能够更快速地
发布活动信息，了解学习者的需求，听取观
众建议，为不同的观众提供多维度、多层面
的信息。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
术，把信息直接发送到观众或学习者的移动
设备上，让观众看到不同时期的图片、影像，帮
助观众更积极地重构信息。博物馆将大量藏品
的信息发布出来，邀请观众利用、解读、挖掘这
些信息，重构藏品关系，并构建新的认识。

移动互联时代的博物馆也面临知识分享
带来的新挑战。由于信息发布设备的特点，
信息数量受到局限，为适应用户快速浏览和
跳跃性选择的习惯，博物馆的知识不得不被
分解为若干部分，知识以碎片化的状态呈

现，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受到干扰。信息
设备的使用场景，会影响使用者的注意力；
要求信息内容通俗生动，则影响到知识的学
术性和专业性表述。

此外，移动互联打破了时间的限制，公
众可以随时向博物馆发出请求或建议，对博
物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进行评论，博物
馆需要尽快回复公众的请求，否则就可能导
致公众对博物馆产生消极印象。

移动互联时代博物馆的知识分享具有
“短平快”的特色，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分
享博物馆知识，发挥知识解决问题的实效
性。为适应观众的学习习惯和需求，博物馆
需要加强知识分享的内容设计，根据用户的
特点、需求和使用场景，把学术性的知识重
构为多系列、多维度、多层次的知识片段，
将与特定知识相关的实物、图片、影像、虚
拟成像等多种呈现渠道整合起来，使平面的
知识立体化，概念化的知识具象化。

移动互联时代博物馆的最大受众群体，是
使用各种固定或移动信息终端的网民。博物馆
的知识分享要切实注意用户体验的特点，传统
博物馆的观众体验是以“审美愉悦”为主导，移
动互联时代则是“问题解决”。博物馆要进一步
细分知识分享用户群体，如社会公众、来访观
众、参观观众、学习观众等，根据特定群体知识
学习的环境和目标，进行针对性的推送，使博
物馆知识成为人们提升生活质量和自我发展
进步的好帮手。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博物馆：创新知识分享模式
宋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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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13亿人口，有4500余座博物馆，而平均每位公民大约2

年才走进一次博物馆。除了故宫博物院等少数热门旅游景点之外，

大部分博物馆都鲜有人问津。

自1905年张謇自费创建中国第一座现代博物馆以来，我国博物

馆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其地位也从早先的“开民智”之

场所，沦落到如今的城市“摆设”。依托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与平台，

博物馆将如何重焕生机？

当 游 客 手 持
多媒体讲解器，靠
近某个展品区域，
多媒体讲解器会
自动识别当前位
置，并播放当前区
域展品的图文、视
频等信息。

国家博物馆冰箱贴

陕西打造智
慧博物馆，馆藏
文 物 也 用 上 了

“大数据”

正字戏，也叫正音戏，因唱“官腔”
（正音）而区别于用闽南语系方言（白
字）演唱的地方戏。兼具高腔、昆腔、乱
弹、皮黄、小调等声腔，是一个多声腔
古老稀有剧种，被称为“南戏活化石”。
正字戏在明代流入闽南、粤东，后扎根
海陆丰，并在港澳、台湾、东南亚等地
传播、演出，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遗名录。

彭美英，国家级非遗项目正字戏
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
员，国际木偶联会会员。她得老一辈
正字戏艺人真传，曾是正字戏名旦，
表演优美细致，唱腔甜美清丽。

近 20 多年来，彭美英投身于正字
戏的保护、整理及传承工作，支撑这个
稀有剧种走出濒危的境况，如今活跃
在一线的正字戏演员半数以上出自她
的门下。她导演的正字戏《姜维射郭
淮》《百花赠剑》、陆丰皮影戏《哭塔》分
别在文化部、省、国际获奖。

“唱一句哀声，荡气回肠；甩一
手水袖，如波荡漾。”因保留了戏剧
初生年代的古老唱腔、表演程式，正
字戏被专家们称为南戏绝响。它一度
濒危，即将消失于世人眼中。如今，
在汕尾陆丰，全国唯一仅存的正字戏
表演团体——陆丰市正字戏传承保护
中心，艺术指导彭美英，是正字戏仅
有的两名国家级非遗传人之一。自
1959 年考上陆丰县双喜正字剧团后，
彭美英50多年来守护着正字戏，是一
本正字戏的“活字典”。

彭美英出生于陆丰的医务世家，

从小酷爱艺术的她毅然选择了正字
戏。上世纪50年代末，她考取了汕头
戏曲学校正字戏表演专业，是当时正
字戏专业招收的 4 名专业演员之一。
上世纪 60 年代，彭美英是正字戏名
旦。她曾在惠东与老师陈宝寿同台主
演 《百日缘》。旧时正字戏艺人们的
经典唱腔表演艺术，都鲜活地印在了
她的脑海里。“年轻时，我有一个本
领就是过目不忘，每晚除了自己演戏
外，一有空，我就会看老艺人演戏，
他们的表情、神态、步伐、手势都印
在 我 的 脑 子 里 了 ， 我 希 望 让 它 们

‘活’着传给年轻人。”彭美英说。
1978 年，全国都在恢复演古装

戏，陆丰开办了戏曲培训班，学员有
25名，她是该班的主要老师，专注于

培养正字戏的接班人。在她的苦心栽
培下，吴国亮、黄壮营等正字戏接班
人涌现出来。2008年，剧团开门招选
34名学员，被选送到粤剧艺术学校和
揭阳艺校学习基本功，2012年又招收
15名学员送往揭阳艺校学习，且都是

“90 后”和“00 后”的年轻小演员，
正字戏开始吐出新翠。

数十年里，在彭美英整理的资料
中，正字戏光甩水袖就有50种之多，她
还发掘出正字戏的 12 种指法、近十种
步法、基本身段等。2008 年开始，她历
时 1 年零 3 个月，耗尽心血、熬过许多
通宵写完 27 万字，完成了正字戏第一
本图文并茂的专著。

（撰文：李培 摄影：张由琼、
刘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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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唱念做打
守护正字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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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美英认真
纠正学员们每一
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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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心忠信 不欺为本

【原文】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行己以

端庄，清慎见操执；临事以明敏，果断辨是非；又谨三尺，考求立法
之意而操纵之：斯可为政，不在人后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饮
食男女为切要，从古圣贤，自这里做工夫，其可忽乎？

——〔宋〕胡安国《与子寅书》
【译文】
立志领会圣贤之道，期待自己能成为范希文 （仲淹） 一样

的人；居心忠厚守信，诚实不欺；行动端庄稳重，操守清廉谨
慎；处理事情精明敏捷，果断辨别是非；考求立法的原意，谨
慎执法：以此为官行政，你的政绩就不会落后于人了，你好自
勉励吧！修养身心，要注意饮食男女这些日常生活问题，古来
圣贤都由此入手下功夫，怎可忽视呢？

以诚相待 诚可去伪

【原文】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

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
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
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清〕曾国藩《与沅甫
九弟书》

【译文】
左季高对待弟弟非常关切，你

就应用真心相对，不可常怀诡诈之
术，或迎或拒。凡他人以虚伪来待
我，我以真诚去对他，时间长了，虚
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

故宫的文创产品故宫的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