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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中华文明”建设让文物“活”
了起来，以开放的姿态，带给文博领域全新的服务模式，传统
博物馆也在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深度挖掘文化内涵。“互联
网+”对馆藏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在满足参观者参观博物馆便
利的需要之外，还能满足文物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研究文物的
需要。伪满皇宫博物院联合博物馆数智创新实验室进行创意
设计，由武汉大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聚焦我国文博行
业文物智慧研究的线上交流平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以格物为理念，主动连接用户

当前，博物馆专门进行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的专业人
员相对匮乏，尚未满足文博事业发展的需求。以伪满皇宫
博物院为例，馆藏文物 7 万余件，主要从事文物保护和研
究工作的专业人员仅 14 人，研究力量有待加强。同时，研
究人员接触文物须经过批准，在客观上对文物研究效率的
提升不利。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线上协同研究提供了契机。早
在2000年，浙江大学教授鲁东明就设计了一种基于Web的文
物保护的探究协同讨论系统，并应用于敦煌的文物数字化。然
而，该系统并未对公众开放。近年来，文物数字化采集、三维建
模技术的不断升级，观众通过互联网即可在线浏览、欣赏、研
究各大博物馆馆藏精品的高清三维模型。

“格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正是以此为基础，采用“博物
馆+用户”的形式，集聚研究力量，汇聚研究成果，通过用户的
参与和协同研究，深入挖掘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
和完善史料，拓展博物馆研究范围，提升博物馆研究效能。

“格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秉承“在线—链接—改变”的
原则，面向专家学者、收藏爱好者、社会大众、运营管理者、讲
解员以及青少年等“六类用户”构建一站式体验，转变了传统
知识服务平台中博物馆和观众的关系。在“格物客部落”中，博
物馆的角色从宣教者转变为运营者、管理者、研究者及用户；
观众则转变为用户、参与者，帮助博物馆走出文物研究人力受
限的困境，提升研究效率。

优化功能，精准推送
——以服务为宗旨，提高深度用户转化率

“格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是涵盖从文物知识获取到协
同研究全流程的文博学习展示平台，分为平台Web展示端和
管理后台两大子系统。现已形成以“文物协同研究”板块为研
究核心，“课题”“话题”板块为平台交流中心，“格物名家”板块
为研究资料资源汇集中心的Web展示端核心功能架构；管理
后台的三级审核功能、积分兑换、用户数据分析日趋完善。

●零距离接触文物，更多故事等你来答
“文物协同研究”板块与院内文物全息展示系统联动，目

前平台为用户提供了200余件文物的三维可视化展示，精度可
达到毫米级。用户可通过放大、缩小、旋转等操作全方位观赏
文物，在家即可享受近距离观赏文物的真实感官体验。该板块
不仅集中现有文物名称、工艺、材质、历史、文化等信息，用户
亦可通过多人协作的方式补充、修正更多文物信息。集百家观
点，共同揭秘更多文物背后的故事。

●课题话题畅所欲言，打造全新协同研究空间
平台的课题、话题板块，为广大用户提供一个交流、共享

研究成果的线上空间。平台用户可在该板块畅所欲言，汇聚多
方研究力量，攻关研究难题。其中，课题板块内容相对专业化、
学术化，围绕伪满文物、伪满时期政治、经济、人物、文化等专
题开展。而话题板块涉猎内容更为广泛、轻松，与文物、遗址相
关的游记、感悟、小问题，关于伪满时期历史研究的资料内容
均可以发表在话题板块与大家共同分享。

●集合各领域名家，站内信“一键互联”
为提升“格物客部落”的专业性，平台聘请了吉林大学、吉

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政协等单位的4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
入驻平台，进行文物、历史研究。普通用户如果在平台上遇到
了志趣相投的“格物客”或关注已久的专家学者，可通过平台
的站内信功能一键互联，共同研讨。

●海量资源，跨库检索——打通院内资源平台
为便于用户查找、获取文物、史料信息，提升用户体验，平

台与伪满皇宫博物院文物全息展示系统、伪满史料平台底层
数据打通，可实现同步检索院藏资源、跨库检索海量线上资
源。用户在“格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上查看文物平面图、三

维模型的同时，也可获取文物全息平台上的音视频资料、伪满
史料数据平台上的史料信息。如以上资料仍不满足研究需求，
用户可通过跨库检索功能，在百度、360、知网随问等线上平台
搜索相关研究信息及史料数据。

线下融合，价值提升
——以平台为基础，线上线下全贯通

在积极推进线上协同研究的同时，伪满皇宫博物院以“格
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上的研究成果、交流热点等数据为基

础，通过活动策划、宣传推广等方式积极开展线下活动，实现
平台用户转化、成果转化、文化传播达到正循环。

“我的身世之谜——百年蒸汽机车的诉说”展览在开幕之
前，围绕展览主题百年蒸汽机车开展研究内容已通过课题的方
式发布于“格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其中关于百年蒸汽机车
是如何坠入拉林河的历史谜题，引发平台数十名用户热议。展
览开幕后，设置于展览结尾互动区的二维码则为线下用户参与
协同、研究讨论打开了新的大门。2021年，基于“我的身世之谜
——百年蒸汽机车的诉说”课题研究成果，伪满皇宫博物院联
合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制作了《百年蒸汽机车》短视频作品，并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央视
网、新浪微博等多平台播出，取得较好收视效果。同年6月，该视
频入选2021年度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新媒体）推介项目。

2022年，基于“格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用户研究热点，
伪满皇宫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组织开展了“格物客”文物鉴赏沙
龙线下活动，聘请平台专家为活跃用户讲授日本瓷相关研究
内容，获得平台用户的广泛关注与一致好评。

“互联网+”模式下的文物研究新模式
——格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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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客”文物鉴赏沙龙
“格物客部落协同研究平台”

采用互联网、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技
术手段，可有效解决文博单位文物
研究人力有限，原生藏品研究困
难，以及朋友圈研究成果分散、难
以统计和总结成果等问题，改善研
究人员有限导致的研究成果数量
和质量不同程度受限的局面。对文
博单位来说是其提升研究效能及
宣传展示水平的利器。未来，该产
品也可应用于博物馆研学教育的
线上拓展，深化研学内容，拓展博
物馆社会教育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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