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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近日，文旅部、国家文物局
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博
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下
称《指导意见》）指出，到2035
年，中国特色博物馆制度更加
成熟定型，博物馆社会功能更
加完善，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
强国。紧接着，国家文物局发
布消息称，为推动博物馆集群
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打造

“博物馆之城”核心示范区、建
设“博物馆小镇”，包括支持北
京、西安、大同、南京等地建设

“博物馆之城”。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博

物馆发展进入了目前为止最好
的时代。如何打造“博物馆之
城”？也成为解锁城市新名片
的一把“金钥匙”。

国内博物馆驶向发展快车道

新冠肺炎疫情使国内外博
物馆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
100家最受欢迎的艺术博物馆
吸引了超过2.3亿游客；2020
年，这一数字降至5400万，下
降了 77%。另有调查数据显
示，全球将有23%的博物馆会
因为这次疫情倒闭。

实际上，目前，全球不少知
名博物馆，如巴黎卢浮宫、英国
泰特博物馆等都陷入了财政危
机。据了解，2020年，卢浮宫
的收入减少了1.06亿美元；英
国泰特博物馆的门票虽然是免
费的，但特别展览是盈利的，销

售额同比也下降了7800万美
元。多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数
量、文博展览服务量大幅缩减，
有的甚至被迫关门。

反观国内，我国博物馆体
系布局经过不断优化，“十三五”
以来我国平均每2天新增1家博
物馆；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备
案的博物馆就多达5788家，其
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有1224
家，类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
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博物
馆观众数量也保持较高的增长
速度。国家文物局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我国博物馆参观人数
已达12.27 亿人次，同比增长
8.97%；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
响，部分时间全国博物馆均闭馆
抗击疫情，但在抗疫期间，全国博
物馆系统推出了2000多个线上展
览，总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

此外，近年来，《我在故宫
修文物》《上新了，故宫》《国家
宝藏》《唐宫夜宴》等文博类节
目的持续走红掀起了一股大众
文博热，新晋出圈的三星堆更
是给文博热添了一把烈柴。

“随着消费者对亲子游、研
学旅行接受程度逐渐增高，越
来越多的父母将带领孩子走向
博物馆，再加上国家的政策红
利，博物馆正驶向发展快车
道。”文博项目操盘手向明告诉
记者，眼下，国内博物馆或许迎
来了最好的时代。

建设“博物馆之城”，
多地蓄势已久

记者发现，“加强分类指

导，优化体系布局，并夯实发展
基础，提升服务效能”是此次
《指导意见》的一大亮点。其
中，在统筹不同地域博物馆发
展方面，《指导意见》特别提到
了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
略，以及长城、大运河、长征、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国家重
大文化工程，加强博物馆资源
整合与协同创新；同时提出探
索在文化资源丰厚地区建设

“博物馆之城”“博物馆小镇”等
集群聚落。

“博物馆集群化发展的含
义，可参考产业集群，也就是行
业内的竞争性企业及其关联的
合作企业、供应商、相关产业厂
商、研究机构等聚集在某特定
地域的现象。”向明认为，对于
博物馆来说，高集中度的文化
消费及体验所带来的规模效
应，有利于提高博物馆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国家文物局也明确提出，要
支持有条件地区打造“博物馆之
城”、建设“博物馆小镇”，北京、
西安、大同、南京等地被提名。

事实上，对于完美打出“博
物馆之城”的响亮名号，多个城
市蓄势已久。据不完全统计，
仅国内，北京、西安、南京、成
都、广州、佛山、深圳、长沙、洛
阳、郑州、大同等十余个城市先
后提出要打造“博物馆之城”。

不可否认，“博物馆之城”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意味着博物

馆集群可作为一张城市名片，
扮演文化地标的角色，展现城
市的历史文化、特色产业、文化
景观等城市形象。那么，究竟
什么样的城市可以被称作“博
物馆之城”呢？

“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历
经百年进程，如今已从基本的
博物馆展览展示、文物保护研
究等属性，向文化符号转型升
级。‘博物馆之城’可以看作是
一座城市的新IP，是围绕本土
化、品牌化发展的文化符号，成
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美学与现代艺术
研究所研究员张成源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博物馆的概念
有具象的、抽象的、有形的、无
形的、时间的以及空间的，一座
城市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底蕴奠
定了“博物馆之城”的基础，区
域或地理属性可以被纳入“博
物馆之城”的概念。

乍一看，国内不少历史文
化名城都具备打造“博物馆之
城”的基础，但被国家文物局提
名的代表城市中排在前列的是
北京、西安、大同及南京。“选择
这些城市作为重点打造对象是
在情理之中的。”江苏理工学院
旅游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王聪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被提
名的城市都以历史文化遗产著
称，各类遗产资源比较丰富，资
源特色鲜明，包括整体格局、历
史街区、历史建筑、历史遗迹
等，同时也常常有大量的相关
可移动文物和无形文化遗产散
落各处。

同时，王聪还告诉记者，就
拥有博物馆的数量、规模、等
级、影响力而言，上述四地拥有
国家一级博物馆数量及馆藏文
物数量多、规模大、等级高、影
响力强。

据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录记
载，北京有18家、陕西有9家、
山西有6家、江苏有13家国家
一级博物馆。在江苏省，仅南
京市就建有南京博物院、南京
市博物总馆、雨花台烈士纪念
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和南京中国科举博
物馆5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如何打造真正的
“博物馆之城”

博物馆对于一座城市而
言，不仅仅只是一座展示历史、
文化、艺术的场所或城市地标。

英国首都伦敦拥有非常著
名的“四大”，即大英博物馆、泰
特现代美术馆、国家画廊以及
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据统计，在疫情暴发前，大英博
物馆每个月吸引访客超过37

万人次，英国也因此被视为全
球博物馆强国之一。

在王聪看来，一方面，博物
馆既是城市的标志，又是城市
文化品位及档次的缩影。打
造“博物馆之城”不仅能提升
城市形象，还有助于整体提升
当地市民的文化素质，从而促
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
面，博物馆已成为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博
物馆正在成为城市旅游业发
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和旅游休闲
空间，能够促进城市社会生产
力水平提升。

因此，如何打造“博物馆之
城”成为近期业内关注和讨论
的焦点。

“‘博物馆之城’是城市的
IP，是城市文化遗产与城市现
代性空间的统一，而不是城市
的‘外衣’。‘博物馆之城’的打
造，是通过城市大动脉线上的
博物馆向城市毛细血管上的博
物馆融合互动，形成城市博物
循环，使文化差异有效互补。”
张成源以北京为例，认为城市
主体本来就是一座大的博物
馆，只是被赋予了新的现代化
属性。“博物馆之城”的内容不
仅是不可移动的和可移动的文
物载体，更多的是活化的、民间
的、空间的史话和民艺载体，城
市的独特文化、历史表象及美
学表现都是“博物馆之城”的内
容传播。

王聪认为，倘若把不同规
模等级的博物馆看作“点”，那
么各级各类活动的开展就是

“线”，“点”“线”结合则可以构造
出不同层级的博物馆“网”；再
通过“网”辐射到城市的“面”，共
同构筑起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固
堡垒，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通过博物馆这个载体实现保
护、传承和利用。同时，她还提
出，打造“博物馆之城”要有良
好的中长期规划、准确的定位、
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本馆特
色的文创产品、配备和培养相
应的管理人才，还应通过普及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来聚人气，
努力打造博物馆的示范馆。

此外，王聪表示，在构建
“博物馆之城”方面，北京的确
堪称典范。据了解，北京通过
研发博物馆精品科普课程活
动，集结一批博物馆里的专业
老师将系列课程送到校园中，
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博物馆科
普教育。特别是今年国际博物
馆日期间，北京市文博系统围
绕“多元”“包容”两个关键词，
与不同群体联结起来，为更多
群体提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文
化服务，探索博物馆的多元化
发展，诠释了平等的博物馆。

文博风正劲文博风正劲，，多地打造多地打造““博物馆之城博物馆之城””

近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本次集中开放的革命活动旧址

包括北京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陶然亭慈悲

庵、“亢慕义斋”旧址、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赵家楼遗址、二七惨案长辛店旧址，以及李大钊烈士陵

园、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马骏烈士墓等重要党史人物故居、会议场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以及重

要纪念设施。图为市民参观李大钊故居。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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