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戏曲遇见三国
传播新时代的中国声音

李思檬 谢佳倩

作为颇具影响力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于7月26日推出年度原创特展“龙吟

希声——三国戏曲艺术展”。此次展览联合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梅兰芳纪念馆、苏州戏曲博

物馆、粤剧艺术博物馆、成都市京剧研究院、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成都体育学院8家文博单位，汇集

戏曲相关珍品110件（套），是国内首次全面展示三国戏曲历史与艺术的精品文物展览。

跨界融合
三国文化与戏曲艺术的破圈碰撞

成都武侯祠，肇始于公元 223年，是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
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刘备、诸葛亮及蜀汉英雄纪念地，馆内现
存清代塑像47尊，衣纹服饰以明代为主，深受戏曲元素影响。
此次恰逢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成都举办，博物馆
以展为媒，将三国文化和戏曲艺术结合，充分发挥了文化工作

“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独特作用，给观众摆开一桌传统
文化与当代艺术的双重视觉盛宴。

时尚演绎
历代精品戏曲文物的当代解读

“三国戏”即是以三国历史、逸闻、杂谈等为原型创作的
戏曲。历代的戏曲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此次展
出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人戏剧图册》《鼎峙春秋》以及多套清
廷戏服、首都博物馆藏“马连良《空城计》戏服”、梅兰芳纪念
馆藏《同光十三绝》“梅兰芳《洛神》戏服”等也是西南地区首次
展出。

展览分别从“案下”即“三国戏”的历史及流传、“台前”即
典型“三国戏”剧目及“幕后”即“三国戏”的角色妆造及武器道
具，多维度对三国戏曲进行了分解。打破了传统戏曲展览惯用
的全静态展示，将展品、文字、多媒体、艺术场景相结合，体现
剧目或博弈或浪漫或荡气回肠的戏曲氛围。

除了展品和艺术展项，场景打造也是展览亮点之一。在
策展过程中，跨学科引入舞台设计美学，采用了叙事戏剧现
实主义方法，将现实程式化舞台分裂为许多分离断片，以分
别代表历史记忆的文物与当代社会属性的材料结合，让观
众产生联想。这种“间离”手法打断了剧情和角色表演的延

续性，触动观众对三国戏曲的意义进行深刻思考。

传承经典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文博+”高质量发展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以戏曲为裳，以雅致为集，推出了
一系列公众教育主题活动。“三国匠造所之戏裳雅集”品牌
活动，汇集“川剧演出”“川剧化妆”“戏服打卡”“戏曲手工
画”等戏曲文化体验项目，邀请川剧演员向青少年群体介绍
戏曲文化，增加戏曲与观众的互动连接。此外，融入 AR 元
素，策划推出“博物馆闯关夺‘宝’”主题活动，在博物馆内精
选多个夺宝打卡点位，制作精美的闯关地图，面向观众发
出博物馆闯关夺“宝”挑战，让公众在趣味互动中深度探
索博物馆。

线上活动同样精彩。将《领阅·武侯祠》第三季专题片的镜
头聚焦于馆内的清代彩绘人物塑像和三国戏曲艺术，配合展
览的趣味H5互动体验、快闪视频，以“纪实+短视频”的形式让
观众足不出户了解展览特色。

致敬经典
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价值观

“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三国
戏曲生动展现了国人“忠义”“良善”的价值观念和“和平”“共
生”的远大理想，涵养着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在世界文艺领
域确立了大国气派、中国风范。

社会大发展时期，中华传统文化正不断与当代审美需求
结合。新一代博物馆人以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为
基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地体现在各类文化活
动创作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博物馆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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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常州博物馆（以下简称常博）开展的“小小化石
修复师”体验活动名额，一推出便被迅速预订一空，极为火爆。

近年来，“夜游博物馆”成为文旅融合发展中的新业态，
博物馆夜场模式呈现出多元趋势：独特的文化体验、丰富的
创意活动以及个性化服务，深层次挖掘博物馆在夜间经济中
的文化内涵，让博物馆成为文旅经济新的消费增长点，推动
文化增值。

那么，日益更新的“常州奇妙夜”，在 2023年的暑期，又带
来了哪些惊喜呢？

价值引“夜”，让“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连接过去、现
在、未来的一道桥梁，也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文化中枢”。作为
承载着历史记忆、文化传承的博物馆，更是人们修身养性、陶
冶情操的好去处，它致力于让民族文化润养社会，让文化惠民
走向纵深。

事实上，去博物馆“超值”。首先，博物馆看展成为新的
娱乐休闲方式，更多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尤其在暑期等
节假日期间，公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激增。以常博为例，
每年暑期，参观游客是平日的三至四倍。在这里，他们穿
越时空，与历史对话、和文物沟通，感知深厚历史、感悟文
化魅力。

今年暑期，常博在周末推出“常博奇妙夜”，上线的内容
更是目不暇接：镇馆之宝“朱漆戗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奁”
限时亮相、原创“国宝营业中”情境式历史文化展演、种类繁
多的文创周边集体上新、特制“宠粉”惊喜接二连三推出，让
常博人气爆棚；同时，馆内一至三层展览阵地全线开放，包括

“寻石探微——崔贵海先生捐赠藏品展”“中国雕版印刷展”
“华镜流光——常州博物馆藏铜镜精粹展”三大特展，两大基
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精彩亮相，让这个夏天的“常博热”持
续升温。

尤其今年 7月 14 日起，常博实施延时开放，市民只需分
时段实名预约即可入馆参观，60周岁以上老人只需刷身份证

“一证入馆”。这场博物馆和市民共赴的文博盛宴，不仅加深
了公众对城市的认同感，还让博物馆融入城市文化生态；其
次，作为“城市行走”中的必选项之一，逛博物馆可以一边接
受知识、获取灵感，一边放松身心、看展式社交，尤其是暮色
四合时，告别白天的忙碌，属于自己的夜晚才刚刚开始；在环
境好、氛围佳、文化味浓的常博，感受丰富多元的新“夜”态带
来的文化熏陶，让文化更有吸引力，发展更具动力，城市更有
活力。

随着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们开始走进
博物馆感知美好，“博物馆游”越来越热。这也成为博物馆事业
发展的直接动力。博物馆融入城市生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进入民众精神世界，尽显文博价值。

融合助“夜”，市民成为文博“弄潮儿”

为了把文博“流量”变为文旅“留量”，常州博物馆开始“整活”。
展览上“云”、“云端”赏宝、“云上”学习，广泛提升数字

化体验服务，推出线上课程、直播、教育等产品，用图文、视
频普及各类文物、科普知识……常博不断创新叙事方式，用
自己的“个性语言”，以更为潮流的方式“活”起来。尤其当
科技融入博物馆建设中，融合了先进技术的常博展品“动”
了起来，观展方式也“新”了起来：3D 投影技术让静态的文
物开始流动；智能语音讲解让市民“听”赏文物；智能照明系
统根据展品特性以“最优解”展示文物。传统文化有了现代
表达，拉近了常博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吸引更多民众走入博
物馆。

同时，常博通过社交媒体“花式宣传”，积极“圈粉”。通过
抖音、微博和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不仅为市民提供可视化的
文博资讯，还根据不同账号的社交属性，与“粉丝”网友们进行
亲切互动，将传统文化融入泛娱乐化，不断拓展。

看似“整活”，实则“拿捏”的常博以实力出圈。据数据显
示，截至8月20日，市民在常州网门户网站发布常博相关帖文
近百篇，分享图片近万张，辐射受众近10万人次，“常博热”“常
州博物馆”“常博奇妙夜”等关键词频上热搜。

当然，常博的“破圈效应”，更是验证了文化 IP的强大生命
力。公众对文化的认同，催生精神消费的升级，博物馆不断强
化自身文化 IP，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相互赋能。在“常博奇妙夜”的延时开放活动中，常博与
武进锡剧团、华音民乐团等强强联合，扩大了常博的文化影响
力，以馆藏特色资源为基础，以文化为核心要素，实现博物馆、
文化创意、旅游消费等融合发展。

活动富“夜”，让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随着夜幕降临，常博更加热闹。场馆入口处观展队伍排成
长龙，馆内人头攒动，围绕“常博奇妙夜”为主题的文艺展演、
讲座沙龙、趣味课程等活动轮番开展，精彩不断。

今年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常博延长开放时间，以
丰富多样的夜间演出和体验活动，搭建绚烂多彩的文化盛宴，
成为“点亮”城市文化的流量密码。据统计，暑期常博共接待观
众31.81万人次，与2022年同比观众量增长14.9%，其中夜间延
时开放 14天接待观众 10.77万人次，同比增长 40.71%。常博的
延时开放不仅迎合大众需求，更是一种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构，
文化氛围的塑造。

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道德实践家，季札
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礼仪和诚信的代表人物。一生写下三百
首诗的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更是留给后人无穷精神力量，他14
次来常州并终老于此的经历，使其与常州结下不解之缘。今年
暑期，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穿越古今“鲜活”而来，亮相常博“典
籍里的龙城”系列活动，一展龙城名士之风，引领常州市民于
历史文化中感受风雅。

傍晚时分，青少年们纷纷身着汉服，组成文化夜游小分
队。宝妈刘女士也全程听得津津有味：“看到常博的‘典籍里的
龙城’活动我立马就给孩子报名了，平时我们在家也给孩子讲
中国传统文化，但还是博物馆的老师专业，讲得也有趣。”

常博设置的情节式解说和特色体验项目，使观众从旁观
者变为故事的一部分，观众主动介入和探索，重塑文旅体验。
沉浸式文博游的出现，是文化活态化展示、具象化传播、创新
性表达的生动注解。

同时，常博原创“国宝营业中”情境式历史文化展演首次
亮相。展演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文物“复活”，“专业讲解+情境演
绎+汉服走秀”集中展示了常博馆藏多件珍贵文物，让观众在
了解文物的同时，沉浸式、多维度感受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文
化。十二节人面纹大玉琮、托博山炉侍女画像砖、持剑武士画
像砖、长沙窑胡童步打球俑、南宋朱漆戗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
奁、镶宝石金螳螂发簪、“荆川舅”铭铜镜……每一件文物的拟
人化演绎都十分生动形象，让观众沉浸其中。

汉服展演掀起的常博热潮，是古风经济的嫁接和博物馆
文化营销碰撞出的新赛道。在这里，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意填充
文旅内容、丰富文旅内涵、激活文旅市场，使文旅生态演化有
了更多可能性。研学游、趣味课程、科普夏令营等全方位、全龄
段的社教活动走出了博物馆品牌形象。

华灯初上，点点星光让人安静的氛围里，常博夜读、手绘
一把团扇、听听恽南田的往事是一种文艺的消夏模式，更是可
及的生活方式。

让文物活起来，促文旅深融合，这是
近年来文旅行业发展的重点关注问题，
也是博物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
重要课题。广州博物馆积极响应，精心提
炼“食在广州”的城市文化符号，基于对
馆藏民国菜单、菜谱、食品广告单等文物
的研究，携手本地餐饮巨头中国大酒店
对民国传统粤菜进行还原、重塑和创新，
打造“消失的名菜”文物活化利用和文旅
融合项目。

该项目自推出以来社会反响热烈，
打破了文化项目依靠政府扶持方能生存
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博物馆对

“消失的名菜”项目的研究和实践成果作
系统整理和提炼升华，撰写《消失的名
菜》一书，于近日正式出版发行，并亮相
2023年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与公众
同享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的最新成果，与文博界共同探讨
文旅融合的新趋势，新路径。

书籍引子部分“缘起：从老菜单里引发的思考”阐释了
“消失的名菜”的理念诞生。菜单和菜谱是承载社会经济状
况、政治氛围、民情风俗变迁、饮食文化流变等内涵的媒
介，拥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多年来，广州博物馆致力于民国
老菜单、老菜谱的征集、整理、研究和利用工作。饮食是一
种感官体验复杂立体的物质文化，依托博物馆传统平面化
的陈列社教方式进行公众推广显然无法达到最佳效果。乘
2020年文旅融合迅速发展的春风，广州博物馆转变文物
利用和阐释方式，创新性与本地餐饮旅游机构跨界合作，
推出“消失的名菜”项目，实现文物从静态展示到活化利
用、从纸上到餐桌上的转化，让文物真正融入公众的日常
生活之中。

两千年粤地饮食文化 滋养文旅品牌项目萌芽 书籍
第一章为“溯源：博物馆里的广州味道”，结合博物馆文物，
系统梳理粤地饮食文化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秦汉时期，
北来秦人引入与本地迥异的饮食习俗和烹饪技艺，形成
南北交融的“南味”。唐宋时期，大量北来人口南迁和海
上贸易的持续繁荣，岭南饮食发展进入新阶段，逐渐拥
有“南烹”之名。明清时期，广州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乃
至全中国的经济中心，饮食向精细化和品牌化进一步发
展。近代，“食在广州”的金字招牌享誉中外，粤菜臻于鼎
盛，与鲁菜、川菜和苏菜一起跻身近代中国四大菜系，形
成了中西并蓄，南北并举的特色，从中折射出广州包容开
放、中西交融的城市精神，为本土文旅项目品牌的萌发和
滋养提供土壤。

多维度解读文物历史信息 奠定文旅项目研究基础
书籍第二章为“在地：食在广州的近代往事”，扒梳了近代
广州饮食文化的相关史料，综合运用了民国报刊物价表、
民国广州工人生活的调查报告、鲁迅等名人的日记、粤菜
名宿许衡的原典等，对老菜单进行释读。“茶楼酒楼大不
同”一节，讨论广州近代茶楼业和酒楼业饮食业态的发展
变迁。“老广吃饭的仪式感”一节，讨论近代广州饮食的仪
程和筵席的规制制式。“一块钱在民国广州，你可以吃到什
么？”一节探讨民国广州各层次餐饮食肆的物价。“起菜名，

大讲究”一节则探讨粤菜菜名的规律，如
以同音字近音字避讳、注重世俗生活的
好意头等，还有融入了英文音译生造词
的特点，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近年来广州
博物馆对老菜单和老菜谱的研究成果，
奠定了“消失的名菜”的复原基础。

再现传统粤菜的还原重塑 细剖文
旅项目运作过程 第三章是“寻味：从纸
面到餐桌”，整体回顾“消失的名菜”项目
从接洽到落地执行的全过程，挖掘每一
道菜品的历史内涵和复原过程中的故
事。本章节最为有价值的部分，一是基本
将“粤点泰斗”陈勋等五位项目顾问的访
谈内容笔录下来融入行文之中，解答了
传统粤菜因何消失的问题，保留了许多
传统粤菜的基本知识、制作经验和掌故。
二是将广州博物馆和中国大酒店主创团

队从前期筹备、顾问咨询、研发试验到最终成品的全过程
尽可能地保留下来，图文并茂地详细记载了一些失传已久
的烹饪技法和制作窍门，如“煎明虾碌”采用的“剪虾七步
法”、“金银鸡蛋糕”如何形成稳定分明的金银两层、“古法
脆皮糯米鸡”颈部下端开口起鸡皮的绝技等。菜式背后的
历史故事得到系统挖掘，如“江南百花鸡”“汾酒牛肉”“扬
州炒饭”的由来等。

提炼与升华 从文化项目到文旅品牌 第四章是“情
味：菜单中的广州精神”，从民国菜单、老菜谱以及粤菜发
展源流出发，提炼升华粤菜里所折射出的广州城市精神和
性格。第五章是“融合：从名楼名菜中读懂广州”，将广州博
物馆在文旅融合品牌打造方面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思
考上来。“消失的名菜”项目在展示呈现和社会推广上积极
探索新方法和新路径，“消失的名菜”系列的首发仪式，均
采用在历史文化建筑原址及博物馆场馆中以“文化+美
食”的形式进行展演展示。“消失的点心”社教活动则在镇
海楼下，明城墙边，老电车内进行品鉴，为公众提供在博物
馆里“吃”文物的独特体验。凭借深厚的内涵底蕴，“消失的
名菜”成为2021年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接待重
要来宾的主题宴席、第六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主题筵
席，亮相 2022年广州举行的中华美食荟暨粤港澳美食嘉
年华，在高级别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平台中，向大湾区、全中
国、全世界展现粤菜文化创新和融合的魅力。

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消失的名菜》更添传播力
《消失的名菜》装帧设计成线装书的样式，模拟民国菜谱；
书中涉及的菜单均采用宣纸加毛笔字呈现，让人仿佛亲
自触摸民国菜单，颇有身临其境之感。最值得称道的是

“二京果”“五柳石斑”“仙翁奶露”三个菜式的图片运用
了感香油墨，让读者不但可以阅读文字，还可以闻到淡淡
的不同食物之味，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契合让该书在文旅书
籍领域颇具竞争力。

“消失的名菜”文化品牌从博物馆的文物和文献中萌
发，在“文化+旅游+美食”的加持下走向市场，最后再通过
编著书籍的方式加以理论升华。抛砖引玉，广州博物馆《消
失的名菜》一书的出版，期待为文博界提供以文旅融合促
进文物活化利用的新思考。

以文旅融合促进文物活化利用
——广州博物馆《消失的名菜》新书推介

李明晖

常博新“夜”态 彰显城市活力
程颖 姚律

“常博奇妙夜”现场 虞锁荣/摄 身着汉服的孩子们夜游常博 朱福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