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作为策展人，我完成了一些将
博物馆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文物展览、为公众
提供服务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
少感想和体会，也积累了一些疑难和问题。
虽然不成体系，但仍愿分享出来，供方家参
考、批评。

感想和体会

研究是展示的基础。如果没有深入、全面、
细致的研究，就难以充分认识文物内涵，通过
文物讲出“故事”，更别说把众多的“故事”串
成展览了。如“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特展”，主要是依托了 120 年来甲骨
学的研究成果。“鸣沙遗墨——天津博物馆藏
敦煌文献特展”，则充分利用了敦煌学的研究
成果。

研究成果是需要选择的。其一，针对同一
件文物、同一个问题，不同学者的观点难免有
差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观点，
这种观点一定要有理、有据、逻辑自洽，适合展
览主题和故事表达的需要。其二，有些研究成
果过于艰深，虽然重要但是难以被观众理解和
接受，只能割爱。其三，有些研究成果在学术上
未必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却颇具趣味性，容易
引发观众的共鸣，这样的研究成果有时可以保
留。其四，再好的研究成果，如果和展览主题无
关，也不适宜使用，必须果断舍弃。

研究结果是需要转述的。展览不是学术论
文，所以需要使用展览语言对研究成果进行转
述，不能原样照搬。展览语言要以形象生动、通
俗易懂为佳。展览语言的呈现形式除了文物、
文字外，还应有图片、视频甚至互动游戏，虚实
应该结合。

问题与疑难

策展人不一定是专家，但一定要懂专业。
但是，在策展人对某一个领域懂得稍多之后，
往往会有“专家”思维，
脱离了普通观众的视
角，从而造成展览定位
失焦、对象不清，既不能
保证其绝对的学术严谨
性以服务少数专家，又
不能让广大观众充分理
解、产生共鸣。这是一个
相当矛盾却又相当现实
的问题。换言之，同时兼
顾严谨性、通俗性和趣
味性，做到“雅俗共赏”，
是相当重大的挑战。

找到一个研究成果
丰富成熟，且又能为广
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展
览选题，是非常困难的。
往往是研究成果丰富，
但是太过艰深。观众喜
闻乐见，但研究粗浅。前
者需要强大的科普能
力，后者需要大量的补
充研究，对策展团队都
是挑战。

博物馆自身研究能
力有限。如何使用有限
的研究能力，最大程度
地利用学界现有的研究
成果，同时最大程度提
高公众的关注度和满意

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博物馆的研究似乎应
该更像“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利用一些支点巧
妙用力。这对博物馆从业者的要求其实是非常
之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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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 2024年“5·19 中国旅游日”浙江
省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十二届徐霞客开游节上，
腾讯位置服务、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联合发布了《国内历史
文化游热潮解读报告》（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国内历史文化旅
游迎来显著增长。今年的元旦、春节、五一等法
定节假日，热门历史文化景区的客流量同比增
长超过50%；古城古镇景区的客流热度增长超
过 30%；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一级、二级、三级
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其客流
热度实现70%以上的同比增长。

在众多历史文化景区中，一批独具魅力的
目的地，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历史价
值成为游客争相探访的热门选择。其中，南京的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杭州的西湖、西安的大唐不
夜城、济南的趵突泉等，占据了“顶流”地位。

在古城古镇方面，灌县古城、磁器口古镇、
朱家角古镇、塘栖古镇、前童古镇等川渝和长
三角地区的古镇，受到游客青睐。在历史文化
街区方面，久负盛名的哈尔滨中央大街、天津
五大道、宁波老外滩、杭州清河坊、青岛八大关
等景区，凭借独特的建筑风格、丰富的历史遗
迹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游客探寻历史、品
味文化的重要场所。在历史文化场馆方面，故
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南京博物院等深受游客欢迎。由此可以看
出，北京、西安、南京等古都城市，既是历史文
化重镇，也是旅游发展高地。

从历史朝代的视角看，唐宋、明清以及民
国时期的遗迹和风情，尤其吸引游客的目光。
以明清为例，颐和园、故宫、十三陵等皇家宫
殿、园林、陵寝成为其历史文化游的璀璨代表。
这些宏伟的建筑群不仅展现了辉煌的历史，更

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此外，宁波的天一阁博物院这座明代藏书
楼建筑，也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藏
书，受到游客的广泛喜爱。

江南历史文化悠久，流淌数千年的小河，
造就了独有的江南文化。除了古镇和老街外，
在宁海伍山石窟，游客可以领略与西北不同的
江南石窟景观文化。

近年来，年轻人逐渐对历史文化游展现出
极大的兴趣。《报告》显示，南京博物院、湖北省
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宁波博物院等，深受年轻
人喜爱，在游客中占比超过50%。

除了游客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景区外，
《报告》显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
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辛亥革命纪念馆等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客流热度较去年同比
增长均超过80%。

《国内历史文化游热潮解读报告》发布
打卡博物馆成新风尚

本报记者 肖维波

5月 13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
物局联合江苏省委网信办、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的2024年江苏省“博物知旅”主题活动在苏州正
式启动。本年度“博物知旅”系列活动将推出“我
的博物馆足迹——博物知星”评选、“品读博物馆”
短视频活动、“强国公益”研学之旅、博物馆“融媒
体采风行”等四大重点项目，充分发挥博物馆在满
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促进博物馆与社会公众“双向奔赴”。

连接美好生活，记录“出圈”热潮。策划“我的
博物馆足迹——博物知星”评选活动，面向观众
征集文字、绘画、短视频等多形式的自媒体作品，
评选推介一批“博物知星”，吸引广大观众走进博
物馆深度体验江苏优秀传统文化，以观众视角展
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时代意蕴，并
化身博物馆的“宣传员”。

领略历史瑰宝，品读“水韵江苏”。组织“品读
博物馆”短视频活动，面向文博专家、文化名人、

“强国主播”等专业人士征集短视频，邀请他们选
取江苏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重点展览和馆
藏珍品进行深入解读，介绍精彩看点与江苏历史

故事，带领观众鉴藏识珍，通过博物馆读懂别样
江苏。活动将评选出“品读博物馆十佳讲述人”和

“百件江苏珍宝”，同时在省级主流门户网站开设
专栏长期展播宣传。

深度感悟历史，开启“行走课堂”。将在中国
文化遗产日江苏主会场发布暑期“博物知旅”系
列活动与江苏博物馆研学游精品线路。依托江苏
丰富的文化资源，打造江苏博物馆研学游统一标

识，策划形式多样的博物馆研学活动。将邀请青
少年参加“强国公益”研学团，通过沉浸体验的教
学形式，引导青少年用脚步丈量历史，深入学习
和了解江苏文化魅力。

扩大传播效应，讲好文博故事。组织发动央
媒、长三角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团开展“博物馆
融媒体”采风行活动，从媒体角度带领观众看历
史、看文化、看活动、看科技、看创意，持续扩大

“博物知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采风行记者团
将深度报道各博物馆重点展览与精彩活动，全面
推介“出圈”“出彩”“有看头”的博物馆文旅融合
产品。

此外，江苏省文物局将组织全省博物馆在
“博物知旅”主题活动框架下，集中策划并推出
“乐享博览、体验博学、记录博闻、共享博韵”四大
系列千余项特色活动，以333个高品质展览，529
项教育课程、志愿服务等社教活动，108项文物展
示类活动及93项融媒体传播类活动吸引广大观
众走进博物馆观古通今、看展寻知。

“博物知旅”启动仪式是 2024年“5·18国际
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接
下来，江苏省文物局将进一步深化其品牌内涵，
探索培育更多“博物馆+”融合项目，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认知和了解，促进博物馆与社会公众

“双向奔赴”。 （苏文）

2022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
利举办。饱含着意蕴隽永的中国理念和美轮美奂
的视觉场景的开闭幕式，不仅为海内外观众留下
深刻印象，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科技价值，成
为宝贵的奥运遗产。在冬奥组委的倡导推动和市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23 年 2 月 4 日，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屏幕及影视技
术系统落户中国电影博物馆。一年多来，中国电
影博物馆以此为抓手，着力打造高品质的硬件设
施、突出高水平的内容设计，努力探索冬奥遗产
利用效益最大化的新路径。

巨幅大屏落户圆厅，再现冬奥精彩瞬间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电影博物馆致
力于收藏展示国内前沿自主创新影视科技。经过
前期酝酿、深入沟通，中国电影博物馆与利亚德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在传播电影文化、冬奥文化
遗产保护展示传承、最新影像技术落地及新视
听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作为战略
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利亚德将其研发生产、曾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鸟巢现场投入使用的LED
屏幕，作为冬奥遗产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

中国电影博物馆会同利亚德、北京建筑设计
研究院反复踏勘论证，最终选址在馆内中央圆厅
呈现，并锚定“北京冬奥会开幕一周年”倒排工
期，在 77天的时间里完成原装饰构建拆除、悬挂
加固、设备安装和调试等工作。大屏幕分为两部
分，立面显示屏高 25米、宽 10米、内倾角 8度，地
面显示屏为 700平方米，总面积近 1000平方米。
此外，与之配套的长约40米、采用8K画质和裸眼
3D技术的曲面卷轴屏也同步竣工。冬奥大屏一
经亮相就备受关注，观众扶老携幼在圆厅中感受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少年儿童“逐浪”
的欢呼声不绝于耳，在沉浸式互动体验中回味冬
奥美好记忆、重温冬奥精彩瞬间、感悟北京冬奥
精神。

“四屏联动”原创视频，创新“五史”教育形式

围绕观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
要，努力创新视频展示内容，让观众“常看常新”。
大屏投入使用初期，先后播放北京中轴线“申遗”
宣传片，营造全社会品味京味文化、关注参与“申
遗”的浓郁氛围；挖掘馆藏影片资源，展现《刘三
姐》《阿诗玛》《五朵金花》等民族电影的经典唱
段，铸牢“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冬奥大屏、卷轴屏和环形LED挂屏的总面积

超过 3000 平方米。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屏幕集中
呈现的技术优势，中国电影博物馆整合三套大屏
的播放系统，开通“一键播放”功能，统筹画面播
放内容。结合建党、国庆等党和国家重要纪念日，
二十四节气和春节、端午、七夕、重阳等传统节
日，打造出 9 个主题、35 组画面、140 个“四屏联
动”原创视频，让观众在绚丽的发展图景中为国
家发展成就骄傲、为中华民族自豪、为生逢伟大
时代而庆幸。不仅如此，中国电影博物馆还在这
里推介《穿越烽火》《申纪兰》《三大队》等多部主
旋律影片、举办“国家安全日”“民族电影展”启动
仪式等主题活动、邀请高校教师现场讲授“大思
政课”，持续打造沉浸式数字艺术文化体验中心。

内部挖潜外部联合，提升观众幸福“质感”

主动发挥国家级博物馆的平台作用，吸引凝
聚社会力量共同发挥铸魂育人功能。2024年开年
伊始，引进由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为中国电影
博物馆量身定制的“四屏联动”高清影片《追梦中
国》（影博特别版），全景式展现高铁复兴号、港珠
澳大桥等 15 项新时代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影片
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很多家长俯身为孩子讲
解影片内容，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
的生动教材。在之后的新春佳节，中国电影博物
馆与PNSO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合作，共同举办

“中国想象力——中国恐龙”科学艺术视觉展，以
诸城暴龙的动态海报、翼龙飞翔的光影变化和我
国各省区市发现的代表性恐龙，“复原”中生代的
自然环境，吸引观众扶老携幼“龙年赏龙”，成为
吸引观众的新亮点。

2023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在落成十余年来首
次创造了年入馆观众突破百万人次的新纪录；进
入 2024年，持续创造着月均入馆 10.4万人次、单
日最高 9026 人次等观众接待服务新纪录。冬奥
大屏的落户和“四屏联动”原创视频的持续更新，
在推动博物馆由“爆红”走向“常红”中发挥了重
要的牵引带动作用。下一步，中国电影博物馆锚
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发展目标，结合“新质生
产力”的理念，探索将更多的现代科技应用到博
物馆的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展示等工作当中，
让“有意思”的互动体验变得更加“有意义”“有特
色”的硬件资源变得更加“有优势”，让观众在体
验光影魅力中凝聚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做出更多新贡献。 （刘洋）

2024年江苏省“博物知旅”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探索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
打造参观学习互动体验新空间

中国电影博物馆积极探索冬奥大屏利用新路径

关于研究成果转化展览、服务公众的感言
张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