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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区，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联
系在一起。罗湖美术馆正是这里文化与
城市共荣的一种尝试。

罗湖美术馆是由原罗湖创意文化广
场升级改造而成，展厅面积达 3300 平
方米，从建筑外形到内部空间，视觉层
次丰富，呈现出现代气息。与罗湖一
样，罗湖美术馆有着鲜明的改革与创新
基因。

规划者在密集的街区中开辟出这样
一个公共文化活动空间，把艺术家的工
作场所和作品置放到城市丰富的环境之
中，去和当代城市对话。艺术需要城市
的喧嚣，反之艺术活动又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城市生活。由此，罗湖美术馆既是
一个生动的城市生活舞台，又是公众接
触艺术的一个界面。

作为区域公共文化空间，罗湖美术馆
一方面依托自身展馆地理位置和资源优
势，在策展方面突出彰显罗湖历史、文
化、艺术价值和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的创
意展览，另一方面又把国内外优秀的文化
艺术引进罗湖，为罗湖注入一个多元的文
化景象。

例如，罗湖美术馆今年 6 月举办的
“闻香识罗湖——原弓个展”，围绕“闻香
识罗湖”的主题，通过现场互动装置，释
放出各种自然香气，加上多媒体视频的播
放，为罗湖观众带来一场可听、可视、可
触、可嗅的艺术盛宴。艺术家原弓曾参与
2011 年第 54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
国国家馆“弥漫”主题的创作，当时引起
国际艺术界强烈反响。此次，原弓带来5
种代表罗湖味道的香味，让它们在现场蔓
延。观众不仅可以更直观、全面地了解和
欣赏当代艺术，还能追忆香料的起源，闻
香识罗湖并思罗湖，唤起大家对于罗湖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的记忆，增进民众
对罗湖文化的认同感。

艺术源于生活。除了专业水准高、学
术性强的展览，罗湖美术馆还持续开展大
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艺术展览项目。
罗湖美术馆深入挖掘公共文化空间的价
值，曾举办“罗湖区临帖展”“深港澳
女子书法展”“幸福老年人书画展”等
贴近生活的群众性展览。罗湖美术馆相
关人员表示，美术馆今后还将继续举办
公众导览活动，并以观众现场艺术创作
的形式，增加展览的延伸性，为市民带
来更加多元、丰富的展览，把“艺术惠
民”落到实处。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赖睿整理编辑）

这些年，博物馆学会讲故事

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博物馆是
大众触摸历史，探寻古今社会文化和
自然科学的重要窗口。

自全国博物馆逐步实行免费开放
以来，大众观展热情前所未有的高
涨。若是遇上知名展品展出，往往引
起一次全民观展热潮。

“博物馆热”的背后，是大众对
优秀公共文化的期盼。对此，各大博
物馆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以更开放
的姿态、更多服务意识，把越来越多
优质内容呈现给大众。

值此，我们一起走近几家艺术博
物馆，看看他们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

再过3年，紫禁城就600岁了。这座明清两代的皇家
宫殿，这些年给公众的印象，不似一位迟暮老者，而是
焕发出逆生长的活力。这种活力，来自于越来越多、越
来越精的展览，也来自于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人情味
的姿态。

今年“十一”放假期间，除了珍宝馆、钟表馆等常
设展览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有多个展览同时向公众开
放，包括在午门正殿及东西雁翅楼展出的“千里江山
——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在武英殿展出的“赵孟頫书
画特展”、在神武门城楼展出的“茜茜公主与匈牙利展：
17—19世纪匈牙利贵族生活展”、在永寿宫及慈宁宫花园
展出的“天禄永昌——故宫博物院藏瑞鹿文物特展”、在
斋宫展出的“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
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等。这些展
览引发大量社会讨论，无数观众慕名前往。

国宝频繁与观众见面，是近些年大众对故宫的印象
之一。前往故宫，已不单是感受昔日皇家宫殿的恢宏，
更是欣赏和观摩这里的珍宝。2015 年 9 月，作为故宫博
物院 90 周年院庆的重要活动，《石渠宝笈特展》 一经开
幕，观展队伍很快就排到了大殿以外的台阶上，而在重
点展品如 《清明上河图》 的展示台前更是人头攒动。当
时，国宝书画汇聚一堂——伯远帖卷、游春图卷、出师
颂卷、 五牛图卷……仅仅这些展品的大名已经吊足大家
的胃口。国宝不再沉睡深宫、遥不可及，文物活了起来。

敞开大门与大众分享“宫中宝贝”的故宫，还紧跟
时代脚步，通过新媒体运营，近几年一跃成为“网红”。

“萌萌哒”，是如今很多年轻人对故宫的一种认知。
这种认知，很大程度是由“故宫淘宝”建立起来的。故
宫文创产品的成功营销几乎都出自“故宫淘宝”之手：
帝后画像被“玩”成表情包，每个创意产品都配上“脑
洞大开”的文案。威严的皇族历史人物集体卖萌，呈
现极大的反差趣味，也成了故宫贴近年轻人的最佳传播
方式。

其实，卖萌的背后隐含着历史的严肃性。“故宫淘
宝”背靠故宫专业的学者团队，他们的成文步骤是：研
究者写出符合史实的文章，再由一支年轻团队“转译”
成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轻松诙谐的语言。

在文创产品上以卖萌为特色发力的同时，故宫官方
微博、微信以及APP展现出来的则更多是优雅。“故宫博
物院”官方微博以简洁且文艺的文字风格，配以故宫精
美的摄影图片，深得网友欢心。正如一个微博网友的概
括：淘宝文创卖萌，负责赚钱养家；官方微博矜持，负
责貌美如花。

这几年，故宫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大众。这和
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有着直接联系。自 2012 年 1
月走马上任，5 年多的时间里，单霁翔传达的理念是：
故宫始终保持着学习心态，并有意识地将故宫和互联
网传播有效结合。他曾这样说：“故宫要吸引更多的公
众、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保持一成不变的严
肃面孔。吸引年轻观众，必须用年轻人的方式。”

岁月流淌，近600岁的紫禁城积养深厚，青春勃发。

故宫博物院

既优雅又开放

西子湖畔，玉皇山下。粉墙黛瓦的浙江美
术馆与西湖的自然景致和谐地融为一体，宛如
一幅淡雅灵秀的中国水墨画。

浙江美术馆是一座年轻的美术馆，自 2009
年正式开馆至今，短短几年时间，从无到有，
快速发展，目前每年举办各类展览 50余个，平
均每年观众超过 60万人次，已成为全国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专业大馆之一。

浙江人免费看展的“特权”，在浙江美术馆
诞生之日即享有。去浙江美术馆看展览，已成
为很多浙江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自开馆以来，
浙江美术馆陆续举办了黄宾虹、吴昌硕、陆俨
少、弘一法师、吴冠中等与浙江艺术文脉有关
的艺术家展览。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作品巡回展上，历时近 4 年、集结了全国
127位优秀艺术家的百余幅作品，让观众通过艺
术了解历史。

2015年 10月，浙江美术馆策展创新团队正
式组建。创立至今，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

“东方智慧”的策展思考，先后实施了包括
“水印千年——中国水印版画大展”“湖山胜概
——水印千年启动展”在内的具有鲜明中国传
统文化特色的重要展览。

“东方智慧系列展”，通过展览策划，深层
次诠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美术
馆的文化身份发掘艺术、文化的内在规律，反
映传统文化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传承发展现
状。同时，将策展视角聚焦于观众的切身体
验，融合交叉学科的艺术敏感性，建构美术馆
展览的文化叙事功能，提升大众的文化认知水
平，全面强化中国艺术的文化自信。

浙江美术馆主持工作副馆长应金飞谈到：
“浙江美术馆不仅建筑要体现中国气派，展览内
容更要彰显中国气韵，树立铸造有特色的浙美
品牌，大力拓展国际影响力，实现浙江人文精
神的与时俱进。以传统之规矩，开当代之生
面，这是公共美术馆弘扬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
和社会责任。”

浙江美术馆的底气，还来自它丰厚多样的
藏品。建馆以来，浙江美术馆以乡情为纽带，
吸引艺术精品纷纷“回流”故里。开馆不到半
年，浙江美术馆便接收了画家吴冠中捐赠的 72
件作品。远在美国的画家傅狷夫家属获悉家乡
的浙江美术馆开馆后，毅然无偿捐赠 331 件作
品。通过捐赠、征集、组织创作、寄存代管等
方式，浙江美术馆从“零藏品”起步，发展到
如今拥有2.3万余件不同种类的美术藏品。

这里是艺术的殿堂，也是美育的课堂，身
负教育推广的责任，浙江美术馆还把触角不断
向外延伸。例如，2014 年发起“艺游乡里——
乡村儿童美育计划”活动，以乡村中小学、文
化礼堂、文化馆为阵地，把艺术公开课开到村
里乡下，填补乡村美育的薄弱环节。

说到莫高窟，很多人会想到美轮美奂的飞天壁
画、栩栩如生的佛像。坐落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
高窟，因丝绸之路的繁荣享誉世界，被誉为20世纪最
有价值的文化发现。然而，历经岁月长河、饱受风沙
水害侵蚀、旅游旺季日均 6000多人次客流压力，也让
莫高窟不堪重负。一面是络绎不绝的游客，一面是千
年文化遗产的保护难题。对此，敦煌石窟的管理者
——敦煌研究院，很早就迈上了寻找保护和利用最佳
平衡点的探索之路。

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
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运用高科技手段为敦煌壁画、
泥塑还有洞窟分别建立数字档案，将来用作敦煌文化展
览等多种形式，为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今天，在莫高窟以北15公里的戈壁边缘，2014年
8月1日投入运营的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建筑面积
达到1万多平方米，外形神似飞天缎带。这里以全新的
预约模式和“数字体验+实体洞窟”的参观模式，开启
敦煌石窟的数字时代。

新的游览方式安排游客在进入莫高窟参观之前，
先在数字展示中心观看两部20分钟的主题电影《千年莫
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让游客在短时间内对莫高
窟文化的背景知识有一定了解，再前往洞窟实体参观。

或许一些人会对观看电影提不起兴趣，然而走进
数字展示中心的游客都表示非常惊喜，直呼过瘾。“特
别震撼，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
看过敦煌壁画，佛像360度无死角观摩，惊叹古人技艺
的精湛。”游览过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游客冯月
描述说，身着彩衣的飞天从头顶优雅地舞过，佛像表
情细腻传神，衣裳华丽鲜艳，看得如此真切。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缩短了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
时间，减轻了洞窟长时间开放对文物保护的压力，使
得洞窟能够“休养生息、延年益寿”。据悉，数字展示
中心的使用，让莫高窟的游客合理接待量由每天的
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

然而，“数字敦煌”还远不止此。
2016 年 5 月 1 日，养在西北“深闺”的敦煌石窟，

正式开启全球模式：“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资源库
第一期的 30 个经典石窟，跨越北魏、西魏、北周、
隋、唐等多个时期，其中绝大多数石窟都是未对游客
开放的。全球网友只需要轻点鼠标，就可以免费360度
漫游洞窟，足不出户便能近距离感受千年文化。借助
互联网，敦煌与世界仅有网速的距离。

2017 年 9 月 20 日，敦煌研究院举行“数字敦煌”
资源库英文版上线启动仪式，首次向全球正式发布

“数字敦煌”资源库英文版。敦煌研究院对“数字敦
煌”资源库的中文版进行了英文翻译，并升级数据检索
功能，在检索栏中快速自动匹配检索的关键词。与此同
时，敦煌研究院披露，目前已经完成150个洞窟壁画的数
字化拍摄，积累的数据量超过 300TB。之后，随着拍摄
和制作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数据量还将会成倍增长。

敦煌石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宝库，也是古代丝绸
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的重要见证。千年敦
煌石窟，正借助科技手段，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成为真正永存的文化遗产。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敦煌是开放的“结
晶”，封闭不可能产生莫高窟，今天，我们依然延续这
种开放精神，敦煌文化需要多民族、多国家研究。

浙江美术馆

彰显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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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

开启数字时代

罗湖美术馆

对话当代城市

“数字敦煌”展厅

“故宫淘宝”的雍正帝“萌萌哒”

罗湖美术馆外形罗湖美术馆外形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撸起袖子
加油干——‘中国梦，劳动美’”影像
展。图为谢子龙在自己肖像作品前。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杭州举行“一日看尽长安花——唐都长安三彩精华展”。图为观众在欣赏“三彩釉陶梳妆女坐俑”。李 忠摄 （新华社发）

“湖山胜概——水印千年启动展”现场“湖山胜概——水印千年启动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