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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也称十二辰、十二时、十二属相或
十二支相，是与十二地支配以人的出生年份的十
二种动物。中国的生肖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传统
文化的重要部分，十二生肖的形成反映了中华先
民的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
人与动物的亲善关系。生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
传统，被民众普遍认可、接受并作为春节的吉祥
物，成为年俗文化的独特象征。

自 2014年起，中国文物报社与生肖文化传
播联盟已连续十年组织策划生肖主题文物图片
联展，展览通过整合全国各地文博机构的馆藏
文物，深入发掘生肖文化独特的价值与内涵，既
有效打破了馆藏文物的边界，又生动呈现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展览在每年春节期间推出，通
过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生肖年俗文化，营造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成为各大博物馆春节档文
化展览的重要品牌，也是“博物馆里过大年”重
要活动之一。

河北博物院2015年加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
的大家庭，到 2023 年共举办了“九九阳春”“申
猴朝岁”“金鸡报晓”“骏犬啸天”“金猪拱福”“瑞
鼠吐宝”“牛转乾坤”“虎虎生福”“大展宏‘兔’”9
个生肖主题的文物图片展。2024年，在文物报社
展览文本统一叙事体系下，精选院藏龙文物 117
件（套），特别举办“龙行中华——2024甲辰龙年
贺岁特展”，展览精美的文物、丰富的图片、浓郁
的年味，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打卡，春节假期观
众参观人次达 21.7 万。此次生肖主题展览在以
往文物图片展的基础上，加强了对院藏文物资源
的研究、发掘、转化、展示与传播，是河北博物院
生肖文物图片展可视化呈现的一次有益探索与
实践。

挖掘院藏文物资源，加强文物活化利用
龙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构的神异动物，为

鳞虫之长，传说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
象征。中国龙的形象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独
特的地位，中国龙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
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2024年是甲辰龙年，中

国文物报社联合全国六十余家文博机构众筹数
百幅与龙相关的文物图片举办“龙行中华”展览。
展览主要从“来龙去脉——龙形象的诞生与演
变”“龙腾四海——历史文化中的龙”“龙的传人
——民俗文化中的龙”三个方面讲述生肖龙的故
事，揭示独具特色的中国龙文化，内容丰富，图版
精美。但与近几年举办的生肖展览如牛年“牛转
乾坤”、虎年“虎虎生福”、兔年“大展宏‘兔’”等展
览风格相似，形式较为单一。此次展览展出地点
安排在通常举办文物展的展厅，河北博物院藏龙
文物又非常丰富，今年恰好距上一个院藏生肖文
物主题展览“龙年说龙”是十二年。种种天时地利
人和的条件，我们尝试在以往图片展的基础上，
加入文物这一重要的展览要素，扩大展览规模，
丰富展览内容，在春节期间为广大观众打造一场
新春文化盛宴。

河北博物院藏龙文物数量大，品类较为齐
全，以瓷器和玉器为主，兼有铜器、金银器、漆器、
丝织品等。为了更好地体现展览主题，从文物的
种类、品相、级别与寓意等几个方面对文物进行
筛选，特别鉴选院藏龙文物 117件（套），其中珍
贵文物111件（套），包括辉煌浑厚的商代饕餮夔
龙纹铜卣、西周的鱼龙纹铜盘，设计巧妙的东汉
双龙钮盖三足石砚，以及明清时期装饰各类祥龙
题材的玉器、瓷器、漆器，涵盖时间跨度大，门类
众多，纹饰丰富。随后为进一步优化展览结构，对
原有图版进行了删减，选取了重点单元与图版，

使文物与文字更加和谐统一。另外关于文物的说
明，在介绍文物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查阅资
料，补充内容，更加深入地解读了文物背后的历
史与文化。河北博物院藏龙文物的千姿百态的艺
术造型，全面展现了中国龙文化以及龙与炎黄子
孙血肉相连的情感，其中蕴涵的精神内涵也生动
地表现了展览主题。

创新空间设计，优化展览体验感
河北博物院的南区新馆是常设陈列，北区旧

馆主要举办临时展览，形成了独特的展览体系和
展陈特色。北区举办临时展览的展厅分有固定文
物展柜和无固定文物展柜两种。南北区之间用顶
部高凸的中央玻璃大厅连通，使新馆与旧馆浑然
一体，阳光大厅作为展览空间的衔接与延续，其
本身也可作为展厅，实现博物馆最主要的职能之
一即展览功能，实现了新与旧在另一个层面上的
结合与谐和。2015至 2023年举办的九个生肖主
题展览均为文物图片展，展览甄选数百幅全国各
地文博机构代表性的生肖文物图片，以深入浅出
的知识解读，生动直观的图版形式，呈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鉴于没有文物展品，其
中四个在阳光大厅展出，五个在北区无固定文物
展柜的展厅展出。阳光大厅作为博物馆的公共空
间，在作为展览空间使用时也有一定的限制性。
一是阳光大厅作为开放空间，从安全性考虑，不
宜展出文物展品；另外阳光大厅本身空间并不
大，也作为南北区在二楼的通道，尤其是大多数

先在北区参观完的观众会直接通过阳光大厅进
入南区的基本陈列展厅，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局
限了展览的动线、空间设计，限制了展览的规模。
展厅空间大，在没有文物时，形式上有更多的设
计空间。如“瑞鼠吐宝”展览在展厅设置拍照打卡
处；“虎虎生福”展览设置了河博萌虎闹新春，以
国风风格展墙图片的形式专门展示河北博物院
数件蕴含虎元素的文物。但是，单纯的图片展由
于缺乏文物作为支撑，形式设计上无法更好地突
出展览的文化特色，展陈效果也无法在最大程度
上的呈现。

此次龙年生肖展依托院藏文物，在设计元素
的提取和色彩的运用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展厅
环境依据展览喜庆的主题以红色为主色调，营造
出节日红火的氛围。进入展厅，首先看到的是特
别定制 50余米长的大型生肖灯具装置，两侧以
各式祥云配合，以贴合龙年展览的主题，点亮了
农历新年气氛。在展览前言处以祖国壮丽河山为
背景，特别选取了院藏龙文物，展示其精美的纹
饰细节，也体现了龙所承载着的深厚的民族情感
与民族精神。在展览屏风背后专门展示了由院里
专家临摹的长4.7、宽1.7米的高洋墓墓道东壁神
兽——青龙，气势恢宏，引人入胜。还特别制作了
九龙壁喷绘，也吸引着观众拍照打卡。另外在展
厅设置多媒体，播放《如果国宝会说话》专题片中
与生肖有关的内容。

展厅外公共空间的设计也与展厅氛围遥相

呼应。阳光大厅既可以作为展陈空间，实现博物
馆的展览功能，同时作为公共空间，也是博物馆
为观众提供社会教育、艺术观赏、休闲服务的场
所，为博物馆更多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今年
为配合“博物馆里过大年”春节系列活动，从进入
南区大厅开始到阳光大厅的公共空间，特别设置
了“龙行龘龘贺新春 博物馆里过大年”的大型艺
术装置，其中选取了本次展览中的龙文物作为装
饰元素，以及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龙灯、灯笼等，
恰好与展厅融为一体，让观众一进入博物馆就能
感受到甲辰龙年春节喜庆的氛围。

策划系列活动，增强展览传播力
为配合展览及春节假期，充分发挥博物馆的

教育功能，提高博物馆公共服务能力，我们还策
划相关活动，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与支持，并
进一步增强了展览的传播力。在展厅内提供语音
导览，扫码听讲解，让前来参观的观众能够更多
地了解关于生肖龙的故事、更深入地体会中国龙
文化。制作“龙年说龙”生肖系列视频，从正月初
一到初八进行展播，让更多的观众足不出户也能
欣赏文物、了解历史与文化。策划“龙行龘龘贺新
春”“龙凤呈祥迎新岁”活动，与小朋友们分享有
趣的生肖文化知识，开怀畅聊龙文化，解密作为
中华民族图腾的龙所承载的深厚精神内涵。

“龙行中华——2024甲辰龙年贺岁特展”作
为河北省的贺新春活动，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
道《中国新闻》播发，同时人民网、河北广播电视
台、长城网、石家庄日报、石家庄新闻网、河北文
物、河北旅游、河北经视、燕赵晚报等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对展览进行了宣传推广。

博物馆不仅是收藏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
场所，更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生
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
肖主题展览展出时间又恰逢新春佳节，是年俗文
化的重要符号。在今后生肖展览的策划与实践
中，我们也将进一步加强对院藏生肖文物资源的
发掘与展示，激活文物生命力，让文物说话，同时
充分依托生肖文化传播联盟平台，提升展览品
质，扩大展览传播力和展览影响力。

齐白石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和创造力的中
国画大师之一，他的艺术足迹横跨清末、民国和
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出生农民家庭却在“不教
一日闲过”的勤奋努力下成长为一代画坛顶流，
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

“在成都日日相见，归后之魂梦，犹在竹叶巷
也。”这是齐白石在写给弟子姚石倩的书信中对
成都的深情思忆。作为“纪念齐白石诞辰 160周
年系列活动”中的两大重磅展览，日前在成都市
美术馆举办的“白云深处作神仙——齐白石精品
研究展”和“天趣画境——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
影艺术展”，不仅是对艺术巨匠齐白石的致敬，更
是一次探索新时代艺术品文物如何实现更大的
社会价值和现代功能、实现古老文物与现代科技
融合的创新尝试，旨在“让文物活起来”，提升公
众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
务。该展览由成都市美术馆、北京画院主办，齐白
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
司协办。

与文物对话，体味人民艺术家的孜孜以求
“白云深处作神仙——齐白石精品研究展”

是成都市美术馆继黄宾虹、关山月等国画大师作
品展之后，聚焦近现代国画家入蜀现象的“再读
大师”系列展览。该展览特别梳理了齐白石与巴
蜀地区的深厚情缘，共展出 136 件齐白石真迹

精品，包括齐白石游历成都时期的书画作品、
“吾道西行”的篆刻、全程报道白石入蜀行程的
《新新新闻》报纸、以及国宝级文物《四季山水
屏》等珍贵展品。

在齐白石的众多题材中，蔬果画作展现了他
对日常生活的深刻观察和艺术表达。如《南瓜》上
的题跋“……不教一日闲过也”透露出画家对时
间的珍视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这种精神贯穿于
他的整个艺术生涯。

齐白石的虾画以其精妙的笔墨著称，而背后
则是他不断锤炼技艺的结果。他曾在《鱼虾图》中
写道：“……余六十年来画鱼虾之工夫若磨剑
……”以表达其对艺术的执着。而《群雏图》则展
示了他对形似与神似之间妙处的探索。这些作品
不仅形似写实，更蕴含着写意的神韵，展现了齐
白石独特的艺术风格。

科技赋能，让古老文物焕发新生
“天趣画境——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影艺术

展”中的 200余件数字艺术作品，每一帧都是对
齐白石原作的精心再现，实现了传统艺术品文物
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通过数字投影、科技互
动、AR虚拟现实、艺术装置等，让齐白石的画作
突破了纸张的界限，不仅保留了原作的精髓，更在
视觉上进行了创新演绎，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在观
众面前。如360度环绕投影屏幕的运用，让齐白石
笔下的花鸟鱼虫脱纸而出，展厅中四季草木生长，

枝头鸟啼虫鸣，鲜花绚烂盛开变幻，完美打造出了
齐白石心中的“一花一世界”。观众漫步展厅如入
画境，可以沉浸式感受白石老人的家山与远游、笔
下生动的花鸟虫草，感受他的美学、哲思与生机勃
勃的精神世界。这种沉浸式体验让传统艺术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增强了观众的互动体验，为现代观
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欣赏方式。

让文物活起来，为社会教育和文化交流服务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传承，是现代

社会教育的活化石，文物艺术品更是其中的珍
品。这两个展览是“让文物真正活起来”的一次文
化创新实践。通过艺术品真迹与现代科技的深度
融合，使齐白石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情趣得以跨越
时空，与观众直接对话，其治学的严谨坚毅、对艺
术的孜孜以求、对时间的珍视以及对祖国大地的
深爱都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观众眼前。这种创新展
示方式在充分展现文物艺术品独特的文物价值
和艺术魅力的同时，让艺术教育更加生动有趣，
实现了文物展示传播与当代科技手段、艺术形式

“无缝对接”。因此，对于观众来说，参观这两个展
览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文化教育。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是
中国故事的生动讲述者，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
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要让古
老的文物真正活起来，还要走出国门，向世界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当前，观众参与博物馆展览设计主要面
临三个困境。一是目前绝大部分博物馆还没
有认识到将观众引入展览设计重要性，观众
对于博物馆展览设计情况也不甚了解。对于
馆方来说，博物馆是一个面向社会的“收藏”
以及“展示”机构，将展览策划与设计工作完
成之后，再进行社会宣传，这是许多博物馆的
做法；而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来说，博物馆是一
个“参观”场所，走进博物馆，对既定的展览活
动进行体验，从而获得知识及乐趣，是观众的
行为逻辑。定位不对等、馆方设计和观众参观
的传统模式，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博物馆
对观众的单向信息输入。二是目标与认识的
矛盾。博物馆需要明确展览的目标，但观众的
认知往往与博物馆的目标不合拍。博物馆将
自己视为权威，并未在开始就关注观众的想
法。另一方面，沟通不够充分，有的博物馆尽
管关注了观众体验感和参与感，但观众未能
理解馆方的想法。三是分众化的挑战。“分众
化”是现代传播学中的概念，意指将媒介供给
进行细分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需要的传播方
式。博物馆发展到今天，从一开始的“参观博
物馆即参观藏品仓库”，到现在博物馆拥有了
多样的展厅、多样的展示内容与活动，参观博
物馆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众学习、研究和
欣赏方式。随之而来的是观众群体的拓展，每
一个观众都有各异的文化背景，对博物馆的
内容、方式和环境也有不同的需求，博物馆所
面临的分众化挑战也随之增加。

引入观众策划博物馆展览设计，将观众
作为展览内容策划的主体，不仅可以丰富博
物馆展览形式，也可使观众从展览内容的旁
观者变为了展览内容的讲述者，使馆、众双方
得以共生共促、相得益彰。

一是灵活拓宽宣传渠道——引导转变思
维。美国女博物馆学家妮娜·西蒙在《参与式
博物馆》指出，“博物馆应该主动激发观众间
的对话而不仅是向观众单向展示内容”，这句
话同样适用于展览设计工作。数字科技的发
展为博物馆信息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助力，通
过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各类社交网络平
台，博物馆能够让公众即时接收展览活动的
相关信息，使公众参与博物馆的展览设计。对
各类社交媒体的灵活运用，除了能让观众享
受到实时服务，还能够让博物馆不断调整以
观众为中心的思维转向。可通过社交媒体反
馈的观众评价，调整展览活动的举办方式，为
观众提供更多潜在的个性化服务。特别是在
疫情期间，直播云游成为观众参观博物馆的
重要途径；策展人担任主播的角色，以亲身经

历向观众讲述展览的细节，调动了观众对于
展览的兴趣，为观众参与博物馆展览活动的
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博物馆需要在展览
工作中不断思考如何建立与公众的联系，如
何转化博物馆与观众眼中的馆、众关系。这是
一个双向工作。在展览的初始设计阶段就有
意识地让观众参与，是一种能够促进博物馆
与观众进行双向沟通、增进彼此了解的方式。

二是明确目标与关联——开展前置设计
评估。建立一个良性的评估手段与评估体系
是推动观众参与展览设计的重要方法。其中，
前置评估是重要的一环。在前置评估中，通常
博物馆会根据展览的特点与内容邀请行业专
家进行评估，对展览的专业知识进行讨论。前
置评估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明确展览目
标；第二，提出评估方法；第三，建立与观众关
联的评估手段。博物馆可以引导观众进行思
考，本次参与策划的展览想要表达的内涵是
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前置评估，这次
评估能够为观众带来什么？相关的评估手段
可以请观众自己进行设计。经过前面的思考
后，观众对于如何进行前置评估会拥有自己
的体会和考虑，设计出的评估方法会更加贴
近观众的需求。除了明确展览目标外，前置评
估可使博物馆了解观众对于展览内容、形式
等各方面的兴趣与期待，帮助博物馆在开展
前找到展览的薄弱之处，改善不足。

三是强调包容与共享——营造平等的参
与环境。2022 年 8 月 ICOM 新公布的博物馆
定义中也提到：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
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包容性博物——博物馆展览与社教中的社
会包容理念与发展》指出，少数族裔，老年人、
残障人士、儿童等特殊群体是博物馆不可忽
视的重要参与者。包容性理念强调，博物馆
提供的服务应尽可能满足大众需求，力求观
众在参与过程中可以不受年龄、能力或其他
因素的限制，不仅能够平等地接受展览提供
的信息、参与活动，还能够让观众提前介入，
参与博物馆展览设计内容的策划。一直以
来，博物馆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平等
观念的践行者。在致力于多元平等的道路
中，博物馆一直在面临不同声音的质疑，同
时也在不断地对常规程序进行挑战。与不同
观众群体相伴而生的文化、传统和理念也为
博物馆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倾听不同的
意见，让博物馆成为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
为各具差异的观众群体搭建参与展览设计的
桥梁，也是博物馆打破壁垒、拉进馆众距离的
职责所在。

生肖文物图片展可视化呈现的探索与实践
以河北博物院“龙行中华——2024甲辰龙年贺岁特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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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参与博物馆展览设计的思考
赵徐雨桐

纪念齐白石诞辰160周年：
艺术巨匠传奇与现代数字光影的融合

郑琰

“白云深处作神仙——齐白石精品研究展”成都美术馆/供图

“天趣画境——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影艺术展”成都美术馆/供图

“白云深处作神仙——齐白石精品研究展”成都美术馆/供图

160位小朋友共绘水墨长卷 成都美术馆/供图

160位小朋友共绘水墨长卷 成都美术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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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杭州博物馆推出“百万收藏”计划，向新老杭州人

征集体现杭州近现代城市发展的藏品，同时邀请市民一起策

划展览设计，共同甄选反映杭州城市变迁、凝聚市民集体记忆

的“标志性事件”，讲述自己心中杭州的城市记忆。该活动推出

以来，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一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年龄层次和兴趣爱好市民参与不同主题的展览设计，拉近了

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