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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量高居全球第一

近 日 ， 由 美 国 主 题 景 点 协 会
（TEA） 和国际专业技术与管理咨询
服务提供商 AECOM 的经济部门合
作撰写的 2016 年 《主题公园指数和
博物馆指数报告》 出炉。报告显
示，中国国家博物馆以755万的参观
人数拔得头筹，成为全世界人气最
旺、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自 2011 年 3 月新馆对外开放以
来，国家博物馆的参观人数急剧上
升，2013年以后基本保持在720万人
次以上，并逐年攀升。同时，馆内的
外国面孔也更多见。中国国家博物馆
党委书记、副馆长黄振春对笔者说，
2016年到馆参观的外籍人士有 68万
人，占比9%，达到历史新高。“国之
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国家博物馆已成为中国与世界
对话的传声筒。

“我来到中国，就是想感受中国
的文化，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我非常高兴，感谢刘延东副总理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这一文化殿堂款待
我。”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
辛格博士去年年底再次做客国家博物
馆时说。

既为表率也贴近百姓

已过期颐之年的中国国家博物
馆是“中国梦”的发源地。2012 年
11 月 2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领
十八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到中国国家

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
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

国博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
大的博物馆，大小展厅达 48 个，包
含剧场、学术报告厅等；更是中华
文化的“祠堂”和“祖庙”，收藏着
139万件先辈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其
中尤以人面鱼纹彩陶盆、后母戊
鼎、虎纹石磬等精品镇馆。

国博是我国的文化客厅，“展品
质量高、馆厅环境好、展览设施完
备，我自己也经常去参观。”中央民
族大学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坦陈。

“这些年，国博在引进展方面做
了很多努力，让参观者不出国门就

能看见世界，”潘守永认为“越来越
有国际范儿”是国博受欢迎的原因
之一。这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世
界多家著名博物馆合作推出了近 30
个展示不同文明、在国内外产生广泛
影响的重要展览。刚刚闭展的“大英
博物馆 100 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就是
典型代表，立意崭新、魅力独特，一时
间成了人们假日休闲的首选地。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基地，国家
博物馆长年坚持与学校、电视台、
出版社等单位合作，利用自身多元
化、沉浸式的平台优势，积极探
索，开发了一系列针对青少年的教
材，开展了诸多教育项目。经介
绍，2011 年以来，国博每年都会接
待北京市 240 余所学校的中小学生

近 18 万人，累计提供了 25 万小时
博物馆教育课程服务。

此外，国家博物馆里还活跃着
一支有爱心、有热情的志愿者队
伍，他们善用新方法传播新知识，
得到大家称赞。

博物馆发展的好时代

截至2016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
博物馆已达到 4873 家。上海馆综合
古代艺术、苏州馆文艺范儿十足……
各馆都正结合自己的市场，不断改
进。“我国的博物馆进入了一个全面
转型、全面腾飞的时候。”潘守永说。

目前，国民素质越来越高，父
母希望“寓教于乐”，年轻父母自己
参观、也带孩子参观博物馆逐渐成
为一种风尚。因此，“博物馆人”不
负众望，关注时代发展，及时引进
VR、红外线打印等体验式设计，使
博物馆变得“好玩”，极力满足社会
服务需求。

根据 《主题公园指数和博物馆
指数报告》，在 2016 年排名全球前
20 名的博物馆中，除了摘得桂冠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台
湾国立故宫博物院以及中国科学技
术馆也都榜上有名。除此之外，浙
江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等共 12
家博物馆更是跻身亚太地区前 20
名，可谓成绩斐然。

“博物馆只要坚持提升展品层
次，注重参观体验，不忘服务宗
旨，自然会得到观众越来越多的喜
爱与支持。”潘守永如此表示。

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芭蕾
舞剧 《敦煌》 正在紧锣密鼓地排
练中。图为男女主演马晓东和张
剑等挥汗排练。

据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介
绍，该剧将从一代代为敦煌、为敦
煌艺术而坚守与奉献的敦煌人的
视角，引领观众游历博大精深的大
漠宝藏，去体会在石雕斧凿的重层
壁画前，用一笔一画的传承所流露
出的理想与信念的执着坚守、无私
奉献……

舞剧 《敦煌》 得到了敦煌研
究院的鼎力支持，将于9月份分别
在北京天桥剧场和敦煌大剧院两
地联袂拉开全球首演的大幕。

（李 萱）

在音乐节目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以“打捞”老歌为卖点的《金曲捞》是
另类的。今天，我们很难确切地判断到底应该用何种方式将这些在岁月长河里
蒙尘的金曲唤醒，来收获年轻观众的认可。《金曲捞》用实际行动给出了一个
答案：以“工匠精神”。

《周礼·考工记》如此叙述工匠精神：“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六材既具，
巧者和之”。这里的“述”与“守”，彰显的是工匠的“艺”与“诚”。所谓“艺”者，技
术也，泛指一切领域范围内的技术和记忆；所谓“诚”者，“工匠精神”之核心也，体
现着追求完美、孜孜不倦的钻研之心。就音乐综艺节目而言，在这个不缺乏眼球
经济的时代，“工匠精神”的意义远比单纯的形式创新更有价值。而在《金曲捞》
中，音乐中的“工匠精神”传递给了观众，也从老一辈艺人传承给了音乐新人。

来《金曲捞》打捞《拆穿》的林志炫，除了是嗓音高亢嘹亮的情歌王子，
更是“手工音乐”的坚定拥趸。他崇尚的是摒弃华丽的修饰和电子音乐的点
缀，单纯依靠人的声音、钢琴的声音、小提琴的声音、手指拨动木质吉他的声
音这些本色的、音乐最简单和最原始的部分。他的工匠精神，体现在他对自
然、真实的渴望和他对于“艺”的极致追求上。

两度在节目中担任唤醒师的音乐教母杜丽莎则身体力行了“工匠精神”之
“诚”。她欣然接受邀约到南京艺术学院为学生教唱，不仅无私传授唱歌技巧，
更以满腔的热情诠释了一名专注音乐的匠人所必备的素养。对于学生如何才能
够快速成名的提问，杜丽莎的回答发人深省：“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我最不喜欢
的。你太想得到掌声，是肯定不会有进步的。有很多人唱得很好，但就是没有
观众缘。你一定要有信心，自己的每一次付出都一定会有进步。”

林志炫、杜丽莎前辈歌手对于音乐的潜心追求，正是“工匠精神”的直白
体现。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歌唱专业，几十年如一日，热情未曾有丝毫改变。他
们以极致完美为目标，力求从每一个细节上改进、改善，最终取得的成就也让
人仰望。他们共同汇集于《金曲捞》这档节目之中，为的正是能够将这份气质
与坚守进行传承。无论是做音乐同样异常执着的薛之谦接棒偶像张信哲，还是
新生代创作人汪苏泷对R&B教父陶喆的接力与致敬，歌手的职业荣誉感使新
老匠人的优良传统在这个舞台上屡屡上演，这个舞台也见证了他们把这份艺术
责任做了薪火传承。

“技近乎道，艺可通乎神。”《金曲捞》通过严格把控再创作每个细节，找
到音乐专业性与节目综艺性之间的权衡点，用极其敬业的“工匠精神”赋予这
些沉睡作品新时代的气息，使得这些蒙尘金曲焕发新的生命力，同时普及华语
音乐过往历史，在补救性的“打捞”工作中释放情怀。在当今新歌难出、好歌
不多的时代，老歌翻唱避免不了审美疲劳，唱功比拼又免不了曲高和寡，《金
曲捞》节目将老歌唱出了新感觉，做到了用音乐连接起了过去、现在与未来。

古丝绸之路上，中国出产的丝
绸、瓷器等扮演了文化交流的使者
的形象。新时代的“一带一路”，
带什么出去、怎么玩等，是中国游
客“攻略”上迫切需要探路者共同
讨论的议题。由东方卫视中心、东
方娱乐打造的明星旅游体验综艺节
目 《旅途的花样》，深入摩洛哥、
俄罗斯、挪威、丹麦 4 国，深入体

验异国文化，为大家呈现“一带一
路”上的风光之美、人文之魅。

首期节目中，嘉宾们为首站摩
洛哥做启程准备，华晨宇整理出游
行李，特意从桌子上拿了个熊猫玩
偶。他说，熊猫是外国人心目中的
中国文化标签之一，可以让当地人
形象地感受到中国。

难得的是，节目对异域文化的
展示比较深刻细致，专门设置了嘉
宾的深入体验环节。4 位嘉宾分别
到 4 个具有代表性的当地手工作坊
中体验当“小工”。纺织工坊是当
地只接收男性工人的传统作坊，华
晨宇自己缠绕出了手工线轴。嘉宾
们与当地文化的亲密接触，直观、
真实地展现在镜头前。

《旅途的花样》 在带观众体验
异国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带
到了旅途中的国家。节目第三期的
录制恰逢摩洛哥当地每年一度盛大

的玫瑰庆典节，林志玲参与了“玫
瑰小姐”的选举，一出场就获得当
地人士的盛赞，现场的外国评委及
观众纷纷表示惊艳，“中国有这么
美丽的女性！”

第四期节目中，节目组来到摩
洛哥“南方明珠”马拉喀什。这里
不仅有千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驻摩洛哥医疗队也驻扎在这
里。嘉宾与医疗队的亲密接触，让
观众了解了中国医生不平凡的“南
丁格尔精神”，也促进了中摩两国
人民的情感沟通和文化交流。

目前，除了摩洛哥，节目组
还转战俄罗斯、挪威、丹麦等国
家。东方卫视中心、东方娱乐集
团党委书记李逸表示：“依循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打造了这
档节目，希望让明星们代替观众
去体会真正的异国文化，也把中
国文化传递到其他国家。”

一部好电影能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青年人，就像有人怀着对
《战狼》《湄公河行动》的英雄情结去当兵、去加入公安队伍，有人带着
被 《中国合伙人》 激发的热情投身创业洪流，对于三观还未完全形
成的青少年而言，一部好的电影有可能成为他们在校园中生动活泼
的第二课堂。

多年来，用优秀国产影片滋养广大学生的心灵都是教育工作者
和艺术工作者的梦想。近日，将立足全国校园电影院线主体运营的
中教华影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成立。中教华影将依托校
园院线，让学生在学校看电影，利用院线开展思想教育，这正是创
新教育资源供给和教育手段的有益尝试。校园院线的发展，等于为
中国教育模式打开了新的一页，利用电影艺术与校园文化和日常教
学深度结合，可以让学生从不同类型的电影中，获得教益和快乐。

中教华影电影院线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纪录电影 《重
生》百所高校巡展”，这部打头阵的影片讲述了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的奋斗历程，内容尊重史实的同时，也考
虑到主流观众年轻化趋势，采用强化剧情式叙事的情景再现方式拍
摄，并与 《纸牌屋》 的摄影团队和 《超胆侠》 的灯光指导合作，灵
活运用电影语汇，起用年轻人喜欢的演员。院线还邀请知名人士为
学生讲述他们所理解的《重生》，开展了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并与同
学们交流，电影真正成为一本活的书本。

想让电影成为一个新的教学资源，并非易事，因为校园院线建
设有其自身的难度。大部分高校都没有专门的电影院，放映电影主
要在礼堂、教室，采用的是电视录像、多媒体投影等陈旧设备，视
听效果和场地环境差，影片放映效果不好。另外片源也是一个问
题。我国每年生产六七百部电影，但能与观众见面的是一小部分。
有明星阵容和话题效应的商业片在市场上更吃香，部分主旋律电
影、文艺片、纪录片的放映空间较为狭小，导致很多影迷想看的电影
却看不到。考虑到学生的消费水平，校园院线的票价又不能太高，导
致回报率较低，因此造成校园院线往往雷声大雨点小，不是难以形成
规模效应，就是不能融入校园文化生活。

在这种背景下，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新闻出版广电部门以
及各地院校大力支持的中教华影校园院线，颇具标杆意义。身兼中
教华影校园院线发起方、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发起方双重身份的
华夏电影公司，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本身拥有大量片源，而中国
电影资料馆作为联盟的另一发起方，也储有3万多部馆藏电影，并保
持每年六七百部的增量，因此片源不足的问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解决。

“以文养心，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如果说校园电影院线好比
图书馆，那么每一部好电影都是一本给同学们准备的有情有趣有教
益的好书。但愿中教华影电影院线不断发展壮大，造福更多学子。

传统文化的创新有多少种可能？
看似古老的传统文化，如何撩动年轻
的心？这些是传统文化面对娱乐文化
冲击的现实问题，也是坚持文化自
信，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问
题。东方卫视周播剧 《上古情歌》，
对此做出了积极探索。

《上古情歌》 深入挖掘中国本土
文化，从中华人文经典中吸取养分。
该剧创作取材于中国古典著作《山海
经》之“大荒经”。《上古情歌》根植于

《山海经》，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宣阳、
玄牧、凌云等几大部族的纷争纠葛以
及赤云、木青寞等数段恋情，在内容
上延展了 《山海经》，也增强了观赏
性，使原本看似古老深奥、曲高和寡
的中华人文经典焕发了新生机。

该剧还融入新时代的审美，养眼
的不只是黄晓明、宋茜、盛一伦、张
俪等高颜值的演员，更在于它为年轻
观众创造了一个充满东方奇幻色彩，
具有极佳视觉体验的“上古世界”。
剧中，新科技特效制作的奇幻美境，
既有恢弘的山川密林、高台楼殿、桃
花之海，也有婉约的亭台楼阁、雕栏
玉彻、小桥流水，加上极具灵性的奇
异鸟兽，《上古情歌》 的每一帧画面
都富有东方古典美，有年轻网友评价

“满眼都是中国风，顿生满心欢喜”。
这部剧还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

大情歌。剧中有思念一人整整 10 年
的痴情男儿心，有只求一生痴恋一人
的相守，有咫尺天涯爱而不得的痴
缠，情爱中人更可以为国而嫁、为爱
赴死、为真爱而牺牲。《上古情歌》
的“情”交汇于“奉献与成全”，

“歌”咏的是家国情怀和大爱。换言
之，正是这种闪耀中国传统文化光芒
的“洪荒之恋”打动了年轻观众。

唤醒老歌的时代价值
□纳兰惊梦

◎墙内看花

校园电影院线好比图书馆
□林苑均

香港老牌歌手杜丽莎（右）在南京艺术学院指导学生

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敦煌》紧张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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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文化

撩动年轻的心
□钱 俊

755万人次，全球人气最旺

我国博物馆业再创佳绩
□李 贞 袁梦源 彭时君

国家博物馆西大厅人头攒动

节目嘉宾在海外留影节目嘉宾在海外留影

《上古情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