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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三
关注·国际博物馆日

　　 2022 年 5 月 18 日是第 46 个国
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将今年

“ 5·18 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
“博物馆的力量”，指出 21 世纪的博
物馆拥有巨大的潜力和影响力。
　　何谓“博物馆的力量”？是穿越朝
代更迭、千年不灭的实物见证，还是
斑 驳 褪 色 、依 旧 熠 熠 生 辉 的 青 春
印记？
　　在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里，在日
益频繁的文明交流中，迸发着来自过
去、当下与未来的磅礴力量。

  文化传承的力量不断发

展壮大

　　在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
动举办之际，由湖北省博物馆联合全
国 多 家 文 博 机 构 承 办 的 主 题 展 览

“龢：音乐的力量——— 中国早期乐器
文化”即将揭开面纱。崇阳铜鼓、秦公
镈等文物将惊艳亮相，跨湖桥骨哨、
楚季编钟等重要的音乐考古新发现
也将逐一登场……
　　“这一展览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代
表性音乐文物，完整梳理了我国早期
乐器的发展历程，展示了礼乐文化在
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态特征。”湖北省
博物馆馆长方勤说。
　　近年来，诸如此类向各地博物馆
邀约、借展而特设的大型主题展览并
不在少数。全国各地文博单位呈现出
种类齐全、资源丰富、特色鲜明、收藏
多元的显著特点。
　　“博物馆的力量，源于文化的力
量，来自时光的积淀。”河南博物院院
长马萧林介绍，河南博物院立足文化
内核，深入研究博物馆藏品、创新展
示传统文化元素，让河南博物院更有
力量，让传统文化更具活力。
　　在辽宁省沈阳，有一家独特的共
青团博物馆，收藏有 3000 余件共青
团奖章、证书和入团志愿书等。在玻
璃展柜中，一个个奖章、奖牌，一份份
发黄的入团志愿书、申请书，真实地
诉说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过的
百年历史征程。
　　今年 68 岁的陆君祥是一名退休
的党校教师，酷爱收藏的他经过多年
收集筹建了这家共青团博物馆，在家
人的协助整理下，把 3000 多件关于
共青团历史的藏品分为几个不同的
时期进行展示。
　　“在藏品中能清晰地看到共青团
员百年不变的初心和家国情怀。”陆
君祥说，希望这家博物馆能让更多的

年轻人获得前进的力量，坚守初心和
使命，走好自己的成才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
高度重视与支持下，博物馆事业取得
长足发展。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不同
属性、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均衡发展，普
惠均等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
渐健全。
　　中国建筑科技馆近日收到 46 幅

《百年武汉老建筑》系列作品，并将作
为展览补充内容常设展出。在武汉市
中心，这座开馆不到两年的年轻博物
馆已累计接待观众近 50 万人次，成
为名副其实的“打卡”地。
　　武汉市民刘先生在参观后说：“中
国地大物博，建筑风格的地域特征和
时代风格也各不相同。国际博物馆日
期间，我们不仅能够以轻松的多媒体
方式接受建筑的科普学习，观摩建筑
模型，还能从另一个角度观赏老建筑
之美。”

  交流互鉴的力量逐渐深

入人心

　　博物馆不仅是文化遗产传承和保
护的重要机构，也是珍藏着人类共同
的历史记忆、开展世界多元文化交流
与互鉴的重要平台。
　　成都平原的水泽孕育了灿烂又独
特的古蜀文明，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
的接续努力，让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
古蜀文明遗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
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以“金沙
-古蜀文明”为依托，深化古蜀文明与
天府文化、古蜀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
纵向和横向对比，至今已联合国内外
30 余所文博机构，举办了数十个专题
展览，向世界展示古蜀文明乃至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也让世界代表性古代文
明的展品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
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姚菲
感慨万千。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湖北省博
物馆收藏的精品文物开始走出国门，
赴境外知名博物馆参展，成为我国对
外交流最活跃的省份之一。2012 年
以来，湖北省博在美国、俄罗斯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文物外展 33
项，并引进意大利、新加坡、美国、捷克
等 10 个国家展览 37 项。
　　“博物馆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

在增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发挥着巨大的力量。”方
勤说。
　　展示形式日益丰富、对外交流硕
果累累，当今博物馆已高频次地成为

“国家文化客厅”，充分发挥文物“润物
细无声”的重要作用和力量。通过举办
进出境精品展览，有效提升了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贡献。
　　 80 岁的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
教授冯天瑜在谈到“博物馆的力量”时
说：“我平生皆乐于造访文物胜迹与博
物馆，博物馆所营造的文化场景，使人
沉醉于历史现场感，更是激发民族之
独特审美情感。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精
神血脉的中华文化，有赖于博物馆的
力量，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博物馆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
堂，是科普知识、提升审美、浸润人心
的精神家园。今年“5·18 国际博物馆
日”的主题为“博物馆的力量”。
　　在全球疫情持续、俄乌冲突又加
速世界格局变化的情形下，人们更希
望博物馆催生更坚韧、美好的力量。当
前，我国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投入，
普通公众的热情与付出，汇聚成点燃
博物馆发展的“多元”力量。

从单一展示到时空交融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的工作更加紧凑了，工作人员有
条不紊地进行北京市各区抗战遗址遗
迹及纪念设施的走访和拍摄工作，力
争用真实、感人的画面将丰富的革命

记忆转变为人们心中的红色烙印。
　　“通过运用广受人民群众欢迎的
新媒体传播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多
层次地宣传纪念馆动态信息、文物藏
品、历史研究成果等。”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介绍，疫情期
间，考虑到一些观众不能来到现场参
观纪念馆，抗战馆积极创新线上服务，
并结合重大纪念日节点，举办线上直
播活动、打造线上虚拟展，让观众足不
出户就能全方位地了解展览内容。
　　在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之
下，各地博物馆迅速转型，相继推出

“云”观展、“云”讲解直播等系列线上
教育活动，让博物馆教育不打烊，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博物馆能够为不同人群提供感
受文化、参与文化的体验，搭建不同人
群交流的平台。以前我们强调博物馆
的收藏展示功能，现在我们更强调博
物馆的研究、社会教育等功能。有人在
博物馆探询人生哲思，有人在此找到
未来职业方向。”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
院院长万琳说，博物馆的力量既是时
空交融的力量，也是社会参与的力量。
　　如今，博物馆已逐渐转变为影响
大众、影响社会甚至影响时代的知识
服务型机构。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各地
文博机构着力加强博物馆人才培养，
打造多层次、多元化博物馆系统专业
人才队伍。
　　“如何让相对专业的讲解词‘活起
来’，这需要大量的补充阅读。”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90 后”讲解员李
洋在工作 3 年多的时间里，已摸索出
独到的学习方法。近段时间以来，纪念

馆因疫情而闭馆，李洋仍在不断加紧
学习，加强对抗战史的研究，尝试让自
己的讲解内容更有贴近性、更有力量。
　　志愿者群体是这支专业队伍的

“补充剂”，更是“强化剂”。在武汉革命
博物馆，处处可见身着醒目红马甲的
志愿者，他们热心为观众导览，讲述武
汉红巷的革命故事。“我在红巷讲党
史”志愿者团队成立于 2008 年，由社
区离退休干部群众、在校大学生和中
小学生分别组成“红巷爷爷”“红巷青
马”“红巷苗苗”特色团队，总计有
2000 多人，老、青、少三代人接续将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从“高冷小众”到催生创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博物
馆承担的功能和潜在的力量也在不断
丰富和壮大。特色展陈、研学讲座、文
创 IP 孵化、沉浸式展演……昔日稍显

“高冷小众”的博物馆，如今更加“热烈
鲜活”，构建起连接古今与未来的公共
文化空间。
　　从风靡全网的“失传的宝物”系列
考古盲盒，到座无虚席的华夏古乐团
演出；从以“青玉人首蛇身饰”为原型
的玉佩棒棒糖，到国内率先上线的文
物“AR 弹幕”服务……近年来，馆藏
一众“中原珍宝”的河南博物院，在文
化创新、活态演绎的道路上不断推陈
出新，频频“出圈”。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市场总监刘维
告诉记者，去年河南博物院推出了一
款“一起考古吧”小程序，将考古工作
场景数字化，仅“十一”假期，就吸引

3000 万实名用户体验“在线考古”。
　　在展现河洛文明、中华力量的
洛阳博物馆里，讲解员李晨飞除了
日常的文物讲解工作，还经常参与
策划、实施社教活动和青少年研学
活动。在她看来，博物馆肩负着追寻
历史、传承文明的重任，蕴含着多元

“力量”。
　　近 10 年来，全国各地各级博
物馆深入挖掘文物内涵，不断增加
陈列展览数量、增加文化含量。博物
馆观众数量的显著增加，带来了持
续增长的文化消费。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告
诉记者，三星堆“火”了之后，博物馆
游客数量暴增，其中不少是青少年。
三星堆博物馆通过展陈升级、开放
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上新”文创产
品等手段，让博物馆发挥更大的传
播力量。
　　 2021 年，三星堆文创产品实
现总销售额 2728.4 万元，IP 授权
实现销售额 580.4 万元，文创产业
总产业达 6362.9 万元。观众不仅能
在博物馆“大饱眼福”，还能将这份
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带回家”。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际博物
馆日，作为中国主会场举办地的湖
北省博物馆正在“上新”多款热销文
创产品——— 越王勾践剑 U 盘、虎座
鸟架鼓徽章、彩漆木雕鸳鸯形盒书
签……它们与陈列文物遥相辉映，
释放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
  （执笔记者：喻珮，参与记者：童
芳、孙仁斌、罗鑫、袁月明）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传 承 文 化
传 递 信 心
他们眼中“博物馆的力量”

5·18 国际博物馆日：读懂这所“大学校”的力量

  ▲ 5 月 17 日，江苏省海安市教师发展中心附属小学的师生在海安市博物馆
参观。                新华社发（翟慧勇摄）

▲ 5 月 17 日，游客在江苏苏州博物馆参观。在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各地组织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让人们感受博物馆的力量。
                                                   新华社发（王建康摄）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
重要殿堂，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
桥梁。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
年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让我们
走进博物馆，看这所“大学校”是怎样
把历史智慧告诉大众，带给我们信心
和力量的。

文明传承力：方寸之间览千年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
名片”。每到一个城市，很多人选择

“打卡”博物馆。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
阳城”。洛阳街头，一座座别具特色
的博物馆，串联起这座“东方博物馆
之都”的历史文脉，“城中一日，阅尽
千年”。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将“最早
的中国”的模样展现给世人；百年留声
博物馆，老唱片与老式电影放映机，

“声情并茂”述说变迁……
　　“博物馆体现城市的文化底蕴，是
快速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窗口，给人
们带来美好生活的见证。”洛阳博物馆
讲解员李晨飞说，它更是文化和艺术
的殿堂，肩负着追寻历史、传承文明的
重任。
　　自 2012 年以来，湖北博物馆数

量增至 234 家，平均每年有 9 家新博
物馆建成开放。“打卡”湖北省博物馆，

“曾世家——— 考古揭秘的曾国”展厅一
件件曾国墓葬、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娓
娓道出未被史书所记载的曾国 700
余年历史文化。
　　在新疆，有一批独具特色的博物
馆，如手风琴文化展示馆、昌吉恐龙
馆、布茹玛汗·毛勒朵戍边馆、独库公
路博物馆等，规模不大，各具特色，成
为丝绸之路文化科教中心的重要支
撑，展现出新疆历史人文遗迹和多姿
多彩的民族文化。
　　位于新疆伊宁市的林则徐纪念
馆，成为伊犁州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和旅游景点。百年前，林则徐流放新
疆伊犁，在逆境中勇往直前，表现出伟
大的爱国精神，鼓舞着每一位来参观
的人。
　　“知来处，明去处”，从历史中汲取
力量，人们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
贵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

  科技创新力：蕴藏的文化

精神鲜活起来

　　科技、新潮、时尚……如今的博物
馆，早已摆脱传统的印象。新技术、新
手段、新创意运用，吸引着人们重新认
识中华文明的灿烂。

　　上海设计师朱韶俊经常“云游博
物馆”，敦煌研究院开发的“云游敦
煌”，是他在创作瓶颈期汲取灵感的地
方。他说：“敦煌壁画中的色彩运用与
人物形态流传千年仍不过时，博物馆
中的古典美学给我很多创作灵感。”
　　线上博物馆突破传统实体博物馆
的各种限制，让文物和历史触手可及。

　　北京天文馆公共服务部主任孟洁
说，自 2020 年疫情以来，北京天文馆
在线上开辟了多个主题专栏，通过多
媒体技术介绍天文知识。开展 70 余
场直播活动，平均点击量超过十万人
次，其中 2020 年“金环日食”天象直
播最受欢迎，单次直播全网点击量超
过 1.6 亿人次。

　　现代科技正在将博物馆从观摩转
变为互动和参与的空间。
　　 2022 年初，河南博物院上线全
国首个文物“AR 弹幕”服务，让“Z 世
代”们直呼“过瘾”。在博物馆观赏文
物的同时，拿出手机“扫一扫”，就可打
卡并发送“弹幕”，分享此刻文物带给
自己的启发。
　　近年来，位于武汉市的盘龙城遗
址博物院借助高清数码相机和全景云
台，利用全景采集技术，对遗址全貌、
基本陈列、临时展览进行了全景复原，
以最大限度还原真实展厅风貌，为观
众提供全视角、沉浸式游览体验。
　　传承创新、科技赋能，“让文物会
说话”，传统文化更具活力，其蕴藏的
精神鲜活起来。

  “大学校”影响力：功能不

断丰富

　 　 特 色 展 陈、研 学 讲 座、休 闲 娱
乐……昔日稍显“高冷小众”的博物
馆，已然成为一所“大学校”，其所承担
的功能在不断丰富。
　　“你看这个彩陶罐子，它的花纹与
疆外很多省份出土的文物很相似，新
疆自古就与中原有着密切往来……”
16 日，“流动博物馆”走进新疆塔城地
区额敏县喀拉也木勒镇，当地群众欣

赏文物的同时，了解到文物背后的
历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副院
长于志勇说，“流动博物馆”还将继
续走进校园，走近偏远地区群众身
边，将“历史课堂”开在全疆各地。
　　立夏之后，中原大地麦浪翻滚。
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一座“麦田里的博物馆”里，贾
湖骨笛化身“乐队主唱”，绘彩陶坐
姿伎乐女俑组成“女子天团”，用“网
言网语”讲述文明传承的故事。
　　“麦田里的博物馆”由河南博物
院牵头、联合河南省内 12 家博物
馆共同打造。“通过联合各地的博物
馆开展‘云课堂’及各色研学活动，
孩子们足不出市就可领略多地的历
史文化，这种教育的力量是潜移默
化而又无比强大的。”李晨飞说。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更
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走进博物馆、
爱上博物馆，从这里亲身感受历史
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带来的精
神力量。”
　　守护文化根脉、记录文明发
展、开启美好未来。这就是博物馆
这所“大学校”带给我们的信心和
力量。
  （记者邵艺博、周晔、袁月明、喻
珮、罗鑫）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