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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博物馆以展示宣传为导向的
媒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博物馆建筑往往被视为所在城市的标
志性建筑，即经过人为设计，达到宣示博
物馆定位、所在地方历史文化积淀与未来
方向的传播意义。同时，博物馆展览已经
成为一种高度综合性的媒介，除了传统的
展品、说明牌、展柜、展板之外，几乎所
有现代媒介形式都被引入其中，展览被整
合成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统一性的面向
受众的叙事文本或者互动现场。围绕展览
的相关活动——图书出版、广告宣传册以
及其他传播教育活动也呈现出高度的媒介
化特征。

与此同时，博物馆也更加注重其明星

展品、品牌展览以及相关活动的传播效
应，竭力将其打造成为博物馆自身形象的
代表并融入博物馆工作各个环节。当然，
馆长网红化——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或者明
星馆员、讲解员，会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博
物馆的代言人。

实际上，在一些管理者心目中也已经
将博物馆定位为宣传机构，重要博物馆、
具有高度品牌效应的博物馆和博物馆活动
直接被划归政府宣传部门管理以示重视。
总之，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与机构使命正在
发生显著的变化。相对而言，保藏与科研
等传统职能的比重在降低，展示传播和公
共服务的职能在提升。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闭展前一天 仍人头攒动

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取名“回归
之路”。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精心
挑选出 25 个文物回归故事、600 余件文物展
品，引领观众“重走”70年来文物追回的艰苦
和精彩历程。

在展览预计结束前 3 天，也就是 11 月 13
日，港澳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将自己收藏的圆明
园马首铜像捐赠归国。展览为此特地延长了10
天。在展厅内，马首与其他 6尊兽首铜像一同
展于圆明园海晏堂背景墙前。

尽管展览已经接近尾声，但闭展前一天的
展厅内依然人潮涌动。公众对此次展览表现出
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在展区入口处，7 尊兽首依次排开。新回
归的马首铜像位居正中央，成为当之无愧的焦
点。由于慕名前来者众多，展厅专门开辟了参
观通道，等候队伍排到场外，大家在马首前驻
足、合影，也不忘拍下这难得的热闹场景。

作为中华文化精品，唐代韩滉的 《五牛
图》和东晋王珣的《伯远帖》也理所当然地受
到了众人“捧月”、排队瞻仰的待遇，人们围
着展柜仔细品评，听讲解员讲述珍贵文物回归
的曲折历程。虽然 10 月 17 日以后，展览均以
复制品示人，但观众观展的热情丝毫未减。

文字说明 与以往不同

这次展览中，有一些细小的变化，显示出
展览设计者全新的价值阐释思路。

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圆明园兽首、“乐威毅
公祠”铁钟、义和团旗帜，这些文物的回归，
既铭记着中华民族在积贫积弱时受外族欺凌的
历史，又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
章，它们的展出能够激发当今人们的爱国热
情、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教育意义，这正
是文物社会价值的体现。于是，这次展览中的
价值阐释说明，更多地表达出“社会价值”和

“文化价值”。
来自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陈昀，曾经

参与此次“回归之路”展览的展品说明撰写工
作。据他介绍，以前做文字说明时，只要从历
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角度来进行阐释就可以
了，也就是说明何时何地发生过什么。但这次
他们更希望从精神、情感层面来阐释文物对现
在人们的影响。

在展品说明中加入对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的阐释，正是此次文物说明中细微却很重要的
变化。

展品中还有由意大利政府返还的文物和曹
其镛捐赠的漆器文物，这些文物体现了丰富多
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后者所具备的精妙
工艺更是有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对
于今天的参观者而言，其更多意义在于增强文
化自信自觉，于是，展览的现场说明中，有意
识地加入启迪文化交流互鉴、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容。

传播理念更新 影响展陈

2015 年修订的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中，已经将“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纳入
到文化古迹的价值中。2019 年 10 月国家核定
并公布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此次申报指南中“社会价值”和“文化价
值”同样成为新标准纳入其中。

在陈昀看来，文物是文化资源。在保护文
物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如何能够服务社会、服
务民生。

对文物精神内涵的挖掘和延伸阐释，不但
为展品赋予了深刻的意义，背后更是整个文博
行业价值理念的转变：通过增加展品对社会、
文化价值的探索，逐渐将展览交流空间内的主
角，从“物”换成了“人”。

围绕着“人”，博物馆界“玩”出了更多
新花样。陕西历史博物馆结合高科技、多媒体
元素，让严肃的历史人物摇身一变换上了能歌
善舞的现代面貌，这种生动通俗、便于传播的
方式让“国宝”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故宫则带
头开发出新潮的文创产品，打造出了“故宫淘
宝”这个家喻户晓的响亮品牌。敦煌壁画更是
跳出莫高窟凝练成敦煌文化，成为了中华文明
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象征。这些探索，
与此次展览中以文字说明来演示的“社会价
值”和“文化价值”，都可以看做是从“以物
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和探索。

文物能帮我们还原过去的面貌，这
是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文物对今
天人们的借鉴和教育作用，这是社会和
文化价值。文物见证过去，而利泽当
今，找寻人类过去的信息需要在历史、
艺术和科学价值方面研究和诠释，而发
挥对今天社会的有益作用，则需要发掘
和利用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
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承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集25个
案例文物。其在文物类别、数量特征、
价值水平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撰写展品
说明既要围绕展览主题和服务宣传导
向，又要准确介绍文物回归故事和阐释
重要价值。在表述上尤其注意文物对当
今的教育和启示作用，对民族文化传承
和借鉴意义，这是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范畴。

社会价值体现文物在文化知识和精
神传承、社会凝聚力产生等方面所具有

的社会效益。
展出的文物大沽铁钟，名为“乐威

毅公祠”铁钟，是为纪念抗击英法联军
壮烈殉国的直隶提督乐善于 1884 年铸
造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铁钟
被作为战利品掠走，存放在英国朴茨茅
斯市。2003年以来，天津市政府通过多
种渠道呼吁将文物归还我国。2005年5
月，在中英两国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英国议会通过了无偿返还
文物的提案，阔别故土100多年的铁钟
终于回归祖国。

铁钟的展品说明和价值阐述为：铁
钟外壁上段铸有“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8个大字，体现了在积贫积弱的时
代人们对国家太平、人民安乐的祈愿。
这口钟铭记着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
勇气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也见证了
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伟大历程。

日前日前，，自然资源部简单地发布了一个重自然资源部简单地发布了一个重
要信息要信息：“：“经批准经批准，，自然资源部成为世界自自然资源部成为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然保护联盟 （（IUCNIUCN）） 国家会员代表国家会员代表。”。”

IUCNIUCN 与与 ICOMOSICOMOS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会），），同为世界遗产进行评估的官方技术支同为世界遗产进行评估的官方技术支
持机构持机构。。

在文化遗产领域在文化遗产领域，，我国与我国与ICOMOSICOMOS已经已经
融合多年融合多年。。19931993年中国加入年中国加入ICOMOSICOMOS，，同时同时
还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还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

（（ICOMOS ChinaICOMOS China）。）。中国专家已多次出任中国专家已多次出任
ICOMOSICOMOS的副主席或执委的副主席或执委，，积累了有效的双积累了有效的双
向交流经验向交流经验，，逐步有了表达自我逐步有了表达自我、、服务世界服务世界
的态度与方法的态度与方法。。中国与中国与 IUCNIUCN 的合作虽自上的合作虽自上
世纪世纪7070年代已经开始年代已经开始，，但形成效果和规模尚但形成效果和规模尚
需时日需时日。。

现在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同样的框架下我们终于可以在同样的框架下，，
将中国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领域放在一将中国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领域放在一
起起，，相互比较相互比较、、相互借鉴了相互借鉴了。。

只要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并肩观测就只要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并肩观测就
不难发现不难发现：：目前目前““自然遗产自然遗产””带给社会公众带给社会公众
的信息尚明显少于的信息尚明显少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就是也就是
说说，，自然遗产及管理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更严自然遗产及管理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更严
肃肃、、不活跃不活跃，，没有使用和表达出世界遗产蕴没有使用和表达出世界遗产蕴
含的那种澎湃含的那种澎湃、、那种冲击人们内心的张力那种冲击人们内心的张力；；

自然遗产地也就更像保护区而不像自然遗产地也就更像保护区而不像““公园公园”。”。
在自然保护领域在自然保护领域，，科技交流共享是专业科技交流共享是专业

问题问题；；但换个角度但换个角度，，在世界遗产视角下在世界遗产视角下，，共共
识与共赏识与共赏，，则进入了文化范畴则进入了文化范畴。。

自然遗产自然遗产，，会更会更““文文””一些吗一些吗？？
20192019 年年 66 月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
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中华民族的宝贵财
富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在““山水林田山水林田
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下理念统筹下，，国家国家
公园体系正在对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公园体系正在对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进行
优化整合优化整合。。但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行政管理但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行政管理
变革变革，，一定会促进价值承载区域与人的精神一定会促进价值承载区域与人的精神
需求间形成清晰的交流空间和传播平台需求间形成清晰的交流空间和传播平台。。这这
是世界遗产的趋势是世界遗产的趋势，，也应是国家公园体系的也应是国家公园体系的
重要愿景重要愿景。。由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比较由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比较，，
进而到自然遗产对应的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而到自然遗产对应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可可
以看出其发展方向将逐步与社会共享贴近以看出其发展方向将逐步与社会共享贴近。。
贴近意味着活跃贴近意味着活跃，，也就意味着增加文化形式也就意味着增加文化形式
与比例与比例。。此时此时，，自然遗产会出现自然遗产会出现““文化化文化化””
现象现象。。

这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知识结构和人员这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知识结构和人员
自身素质结构自身素质结构，，都提出了挑战都提出了挑战。。

一个小环节 意味着新变化
田姬熔

2019年即将过去。
2020年，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在福州召

开。这是继2004年苏州大会之后，中国第二次举办世
界遗产大会。和16年前相比，福州大会无论对于中国
还是对于世界遗产事业而言，意义都有不同。如果说
苏州大会是世界遗产对于国人的一次启蒙，让我们认
识了世界遗产；那么福州大会则将展现一个世界遗产
大国的使命与责任。我们将以真正的国际视野，不仅
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要观照世界的故事与命运。

我们希望，当国人关注、谈论福州世界遗产大会
之时，不仅聚焦中国的项目、中国的数量，也要以超
越国界的眼光，观察和关心其他国家、地区世界遗产
的种种。作为东道主，作为世界遗产大国，我们将以
什么心态迎接福州？又将以什么样的预期准备这届大
会呢？在此为大家提供若干观察福州大会的切入点，
这些议题看似比较具体，但都反映着世界遗产领域的
重要趋势。

当然，国人最为关心的信息，还是中国的“第
一”还能继续吗？

目前，中国与意大利目前均以55项遗产位列数量
第一。很多人都希望这个第一保持下去，要回答这个
问题，应该了解两个事情：一，世界遗产申报的数量
限制机制；二，意大利对于“第一”的重视程度。

首先，最初申报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但由于欧美
国家几乎统治了世界遗产名录，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为了平衡各大洲的遗产数量，实行了严格的数量

限制。到2018年之前，基本上是每个国家每年最多申
报2项。2019年之后，缩减为了1项。如果是这样，那
么中国和意大利今后一直会并驾齐驱。但是，这个数
量限制模式有一个例外，即：如果是多国联合申遗项
目，可以只占用其中一个国家的名额。也就是说，从
策略上而言，如果要申报更多项目，就应该申报更多
和其他国家联合的遗产。

意大利作为世界遗产项目常年排名第一的国家，
对“第一”的名号非常看重，尤其是当中国追上之
后，会更加关注每年申报的数量。根据世界遗产中心
公布的信息，2020年大会上，意大利将有一处单独申
报项目，一处联合申报项目。相比而言，中国则只有
泉州一处项目。意大利会有较大概率重新“夺回”世
界遗产“单独第一”的荣誉。而且，考虑到意大利相
对灵活的地缘优势，更容易和周边的欧洲邻国联合申
报项目，因此今后若干年内，意大利每年申报项目的
数量很可能都大于一。

因此，中国在世界遗产第一位置上的时间，可能
只有一年。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践行 《世界遗产公
约》 的目标也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以世界遗产大国
的心态，不断提升保护管理的水平，力争成为世界遗
产强国，传播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

“追古”与“利今”
陈 昀

博物馆：越来越强的媒体特性
曹兵武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文物的文化价值则是体现文化多样
性特征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曹其镛夫妇的捐
赠漆器。香港收藏家曹其镛先生和夫人
曹罗碧珍女士热爱中华传统文化，醉心
中国古代漆器的收藏。2012 年和 2014
年，曹其镛夫妇两次将自己毕生收藏的
168 件珍贵漆器无偿捐赠浙江省博物
馆，补充和完善了浙江省博物馆相关门
类的收藏，慷慨捐赠义举令人感佩。

曹其镛夫妇捐赠漆器的展品说明和
价值阐述为：这批古代漆器年代跨度从
宋元至明清，数量众多、品质精良，既
有曾经珍藏于宫廷的官作漆器，也有民
间制漆匠人制作的漆器小品。这些文物

不仅是中国漆器工艺演进的实物资料，
也为后来者创作设计提供了很多有益的
启示。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已经产生了
体系性的转变，对遗产的价值认知，把
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提到与历史价值同
等重要的地位。馆藏文物价值阐释不仅
涵盖历史、艺术、科学的内容，还应该
充分从社会和文化视角判断和评价。

保护文物是对其价值、价值载体及
其环境等体现文物价值的各个要素的完
整保护。利用文物也要充分发挥文物的
各方面的价值，不仅“追古”，也要

“利今”，利用好文物来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

在展出了两个多月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于11月末终于落下帷幕。展览引来了大批文博爱好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展期都延长了。在展出了两个多月后在展出了两个多月后，，中国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于于1111月末终于落下帷幕月末终于落下帷幕。。展览引来了大批文博爱好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展览引来了大批文博爱好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展期都延长了展期都延长了。。

不只让你看热闹 还想引人想得更多更远……

中国的遗产数量
还会继续“第一”吗？

燕海鸣

聚焦自然资源部成为IUCN国家会员代表 ——聚焦2020年福州世界遗产大会 ——

图为意大利政府返还我国的文物——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为英国
返还的“乐威
毅 公 祠 ” 铁
钟。（大沽口
炮台遗址博物
馆藏）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加入IUCN
对中国自然遗产领域的影响

齐 欣

捐
赠
仪
式
结
束
后
，
人
们
在
﹃
回
归
之
路
﹄
展

览
上
参
观
圆
明
园
马
首
铜
像
。
曲
俊
燕
摄

意大利政府返还的汉代陶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作者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ICOMOS
CHINA）秘书处主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
研究员)

（作者系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文博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