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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文旅新业态，是指通过科
技手段和创意设计，将文化、旅游和
科技相结合，打造出形式多样、内涵
丰富、特色鲜明的沉浸式体验，以满
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文化追求。
这种新业态具有较强的互动性、体验
性和吸引力，能够有效提升文化和旅
游消费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
济发展。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深度发
展，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博
物馆日益成为游客热衷打卡目的地
和中小学生的研学基地，到博物馆看
展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
活方式。公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激
增，要求也更高，如何策划出高品质、
有特色的展览，就需要博物馆人深入
把握新时代文旅发展动向，关注公众
的个性化需求和文化追求，不断创新
展览形式提高展陈水平，在延续“博
物馆热”的同时带来社会和经济双重
效益。本文以海南省博物馆“千古风
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
为例，梳理沉浸式文旅新业态模式给
博物馆展览策划提供的新思路和有
益尝试。

展览基本情况

“苏轼主题文物展”由故宫博物
院、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联
合举办，海南省博物馆承办，59 家文
博单位协办的大型主题文物展。展览
包含四个展厅：东坡 1号厅、东坡 2号
厅、沉香别院和东坡戏台，展陈面积
超 2600 平方米。东坡 1 号厅和 2 号厅
展览内容分为“志存高远”“身行万
里”“居中儋功业”三个部分，展出苏
轼主题文物 200 余件（套），突出展示
苏轼的家国情怀、豁达人生、为民意
识和文学成就等。作为海南省 2024年
开年大展和第二届中国（海南）东坡
文化旅游大会的重头大戏，凭借其深
厚的文化内涵、浓烈的氛围营造、多
样的活动形式、丰富的沉浸式体验等
得到社会关注，自今年 1 月开展以来
始终人气高涨，3 个月累计接待观众
超 82万人次，体现了文旅融合的感召
力和影响力。

沉浸式文旅新业态
在展览中的呈现

沉浸式氛围营造
一个成功的博物馆展览不仅需

要优质的文本内容，也需要通过展览
形式设计和各种专业手段对内容进
一步呈现。营造一种与展览主题相契合的展示氛围，对展
示效果而言更是一种加持。“苏轼主题文物展”在展馆内
外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氛围营造，不管是展馆入口、馆
内展台、馆外中庭柱等硬件展示设计，还是通过讲座、社
教活动、媒体宣传等途径引起公众关注的软件策划手段，
都成功地达到了使观众能沉浸式深入理解展品和主题这
一目的。

四个展馆的入口统一采用延伸外扩的造型，依据内容
设计，采用不同的颜色和元素选取，使观众未进入展馆前就
有一种提前被带入的整体感受。东坡1号厅讲述东坡先生少
年时期的家教家风和他八入京师长达40年仕宦生涯的起起
伏伏。加之东坡先生一生酷爱竹，他的出生地眉州也盛产竹
子，于是东坡 1号厅入口用灯箱加竹子造型，营造东坡先生
一生颠沛流离但坚韧不屈又豁达的文人精神。东坡2号厅讲
述东坡先生的居儋功业，展厅入口以石青色为基调，映衬海
南特有的桄榔树为背景，点出展览主题。沉香别院和东坡戏
台两个展馆的入口以同样的造型和方式分别选取符合内容
的颜色和元素，既统一又有差异化。沉香别院以东坡先生爱
香、一生与香相伴为切入点，从另一侧面表现其生活的时代
背景下宋人的审美品位和生活情趣。东坡戏台可以看作是
整个展览的结尾。东坡先生居儋期间为当地百姓福祉尽心
尽力，海南人民创作出以东坡先生为主题的琼剧、歌舞表
演、临高人偶戏等，感念他在海南作出的贡献，为后人世代
歌颂、传唱。

展台分别提取北宋赵佶《听琴图》和南宋刘松年《十八
学士图》中几榻的造型来设计，两种不同造型的展台组合使
用，既富有变化又契合时代背景，体现了宋代工艺美术典雅
平正的艺术风格，细微之处也能为观众带来心流体验。展柜
相连处则是用宋代《中兴瑞应图》中避风䈋的元素来设计，
简约而不简单。展馆内还设计传统园林门洞等做隔断，让观
众走在展厅内无论从宏观或是微观上都能沉浸式感受到宋
代内敛、不事雕琢的清淡雅致气息。

展馆外结合博物馆原有建筑设施，对中庭柱和水榭进
行装饰和氛围设计。中庭柱选用东坡先生创作的与海南相
关的诗句，配合祥云点缀，营造浓厚的东坡文化氛围。水榭
处以“唤鱼池”为叙事背景，以东坡先生的悼亡词《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为出发点，创作一组苏轼在梦中与
王弗重逢的雕塑，表现两人动人的爱情故事。

为更加深入地阐释和弘扬好东坡文化，增强“苏轼主

题文物展”展览展示和宣传效果，在展览期间每周举办一
场东坡讲坛，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到海南省博物
馆开展讲座。配合展览博物馆还策划了丰富多样的主题
社教活动，如组织小小讲解员在展馆内向观众讲解精选
文物，组织广大“坡迷”循着东坡海南足迹来一场“春风之
旅”，通过文物古迹参观沉浸式体验东坡文化等，得到一
致好评。

“苏轼主题文物展”的展览宣传推广力度空前，从预热
到展览举办不断挖掘展览亮点，采用常规及创意相结合的
宣传模式，进行多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的立体化宣
传，可谓高潮迭起，获得较高社会关注度，吸引大批省内外

“坡粉”特意赶来海南观展。
沉浸式观影赏戏
根据展馆空间布局和内容设计，“苏轼主题文物展”在

东坡 1号厅尾部打造沉浸式影院，讲述苏轼、苏辙被贬途中
相遇，在徐闻分别，以及渡海去澄迈的场景，承前启后，引导
观众到东坡2号厅继续观展。影院是由三面投影墙面组成的
高度沉浸式虚拟播放环境，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让观众感
受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包裹体验，同时也赋予整个展览多
元化多维度的展示。

东坡戏台展馆用三分之一的空间打造了一个融合表
演、美食、互动等元素的场所，定期邀请海南省内专业团队
表演与东坡文化主题相关的诗舞乐、琼剧折子戏等，观众可
以坐下来边喝茶边品尝文创开发的东坡小点心，同时沉浸
式享受一场艺术盛典。这种利用舞台、灯光、音响等设备，沉
浸式戏剧表演和展览相结合的形式，打破了传统的观展模
式，为更多东坡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一场时空交错的对话机
会，也让观众多样化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领悟传统文化
的价值。

沉浸式交互体验
东坡2号厅设置了苏轼主题书法体验区，沉浸式为观众

带来一场书法艺术的体验之旅，通过亲自描摹苏轼的帖页，
感受毛笔在自己手中的灵动之感，燃起观众对书法学习的
浓烈兴趣，加深对展览主题的理解。在展馆尾部还设置了

“你心中的苏轼”留言打卡区，观众纷纷踊跃分享自己的观
展感受。通过这些沉浸式的互动交流，引导观众主动参与到
展览中来，有效吸收展览信息，观众不再是单一的被动接
受，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观展。

沉浸式集市
为配合“苏轼主题文物展”，海南省博物馆以东坡文化

为核心，结合多家文博单位的文创产品，围绕“挖掘、传承、
演绎、体验”，融合“宋四雅”等宋代娱乐项目来打造东坡集
市。观众可以身着宋服跟随老师的讲解来体验点茶、焚香、
古琴弹奏等宋人的雅致生活，也可以参加捶丸、投壶、蹴鞠
来一展身手，还可以观赏东坡笠编织的活态演绎，品尝东坡
美食，沉浸式体验宋韵文化的魅力，感受东坡先生热爱生
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沉浸式夜游
展览开幕仪式上，大型的舞台装置、出色的环绕立体音

响、多维互动等“黑科技”，以及演员们敬业的表演，都带给
观众极强的代入感。展馆内身着宋服、头戴特色发饰的讲解
员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们衣袂飘飘、裙裾飞扬，给观
众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展馆外，结合东坡先生与荔枝的渊
源，对东西两块荔枝园区有效利用，以宋式美学风格打造展
览主题打卡点，举办沉浸式儿童古风游园会活动，观众与国
风表演者扮演的东坡先生合影互动，通过诗词魔方装置、现
场对诗挑战、诵读表演等形式领略东坡诗词魅力，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

博物馆展览融入沉浸式文旅新业态的意义

创新展览形式，推动文化发展。沉浸式文旅新业态下的
博物馆展览策划带给观众全方位、多角度、多感官的沉浸式
体验，让以往高冷的文物变得有温度，晦涩的历史也更具亲
和力，展览的整体呈现和观众体验效果都得到很大提升，这
种创新的展现形式和传播形态受到了大众青睐，有效引导
观众思考感受与展览主题相对应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深入
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自身社会效益。博物馆本身具
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沉浸式文
旅新业态概念的不断浸入，可促进博物馆与其他产业的深
度融合，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为博物馆创造
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促进了博物馆的良
性发展。

沉浸式文旅新业态火爆的背后，实则是人们需求的改
变。随着文旅消费的主力军逐渐年轻化，他们的消费习惯不
再是单纯购买商品，而是愈加注重产品本身所蕴含的精神
层面的体验，愈发追求品质、体验消费内容。沉浸式文旅新
业态概念下的博物馆展览策划则是顺应了这一变化，由单
向输出转向互动分享，恰如其分地迎合了观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

近些年，“博物馆热”一波接一波地掀起，人们越来越意
识到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性，知识与见识的重要性，学习与实
践的重要性，涌向博物馆参观学习。对于中小型博物馆而
言，“博物馆热”是其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机遇。新时期的博物
馆应肩负起更重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不断为观众呈现
新鲜历史文化资源，保持住博物馆的热度。

截至2023年底，河北省开放运营的博物馆共有43家，其
中国家一级博物馆 3 家，二级博物馆 21 家，三级博物馆 19
家，大部分为中小型博物馆。唐山博物馆是一座典型的中小
型博物馆，2024年成功晋级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北省博物
馆学会陈列展览与交流委员会设在唐山博物馆。

做好原创展工作是博物馆实现让文物活起来的有效途
径之一。2012年改扩建后重新对外开放以来，唐山博物馆每
年至少策划举办一个原创展，充实临时展览内容，盘活库房
里的文物资源，让文物获得更多出镜展示的机会。

选取社会共鸣度高的展览主题，提升博物馆影响力。参
观量是衡量一个展览是否受观众欢迎、成功与否的重要因
素。中小型博物馆的参观量与故宫博物院等社会关注度高
的文博单位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可以通过举办社会共鸣度
高的展览来增加参观量，从而提升博物馆的影响力。

今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唐山举
办。当天，唐山博物馆推出由馆长鲁杰作为执行策展人策划
的“这座城·这些人——唐山城市记忆展”。该展以1878年唐
山矿建立至今为时间轴，将唐山的城市及市民生活变迁作
为内容支撑，主要介绍了唐山因煤兴市，从村庄发展为中国
近代工业摇篮，以及解放后恢复建设、大地震后重建等历
程。展览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工业摇篮，城市兴起；第
二部分为唐山解放，恢复建设；第三部分为英雄城市，英雄
人民。1878年，在“唐山”（今唐山市大城山）脚下，建起了一
座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现代化矿井，名为“唐山矿”。
这座煤矿，带动了唐山一系列工业产业；这座煤矿，托起了
唐山这个城市；这座煤矿让唐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备受瞩
目的城市。选择在“5·18国际博物馆日”让该展与观众见面，

是为让关注唐山的人得到回应，让更多人与唐山产生共鸣，
了解唐山、热爱唐山。展览开幕后，进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从展陈形式到展陈内容都得到观众肯定，引起了广泛社会
关注。

运用社教活动助推展览氛围，提升博物馆活跃度。对于原
创展而言，社教活动是点睛之笔。大多数展览都是静态的，社
教活动能够帮助原创展渲染和提升展示氛围，让观众通过寓
教于乐的方式体会展览主题内涵，提升博物馆的活跃度。

围绕“这座城·这些人——唐山城市记忆展”，唐山博物
馆推出一列主题为“重返旧时光”的社教活动，分为四大项：

“儿时的玩具”，包括做沙包、拨浪鼓、竹节人等；“童年的游
戏”，包括跳房子、丢沙包、踢毽子、跳皮筋、翻花绳等；“怀旧
折纸”，包括折叠千纸鹤、小船、飞机等；“时光照相馆”，唐山
博物馆专门收集了一些老物件并打造了旧时的场景，带观
众怀念儿时，感知时代发展给生活带来的跨越式进步。丰富
多样的社教活动不仅提升了展览的知晓度，更能充分挖掘
和展示唐山百年来的飞跃式发展和积淀的文化内涵，为唐
山博物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提升了社会满意度。

推广巡展，为文物提供更多的“旅行”机会。原创展的策
划展出背后是大量人力和物力支撑，但多数原创展只能作
为临时展览展出几个月。对于此，博物馆可将一些条件允许
的原创展进行推广流动，到各地巡展。当前，很多博物馆都
在做交流展，原创展可以丰富交流展资源，增加各馆之间的
交流频次，让文物活起来。“这座城·这些人——唐山城市记
忆展”在唐山博物馆完成首展后，将作为交流展到各地博物
馆进行巡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唐山的历史和文化，感受强
大、多彩的唐山。

多年来，唐山博物馆通过策划举办原创展和系列展览
配套社教活动有力提升了博物馆人气。策划举办原创展可
以让更多的文物与观众见面，丰富展览主题和展陈内容，不
但可以实现中小型博物馆展览主题多样化、展品内容丰富
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回应“博物馆
热”助力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有力举措。

近年来，“革命纪念馆热”不断升温，在越来越多的观众
走进纪念馆的同时，纪念馆人也在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把
革命文物和历史搬出纪念馆，不仅在纪念馆内讲好、讲活文
物故事，还要让红色文化流动起来，送到大众身边，助力革
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化“热”起来，吸引更多人感悟革命
精神，了解革命文物在当代的深刻内涵。

平津战役纪念馆是缅怀革命先烈、开展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平津战役纪念馆
牢记使命，服务大局，在坚守主阵地的基础上，努力开创“馆
内外融通，线上下覆盖，全时段服务”新平台，打造了“六进”

“研学”“科普”“思政”新品牌，走出了一条“共建、共育、共
享、共赢”的新路子。

“六进”巡展：
以人为本，做好贴近百姓的巡展宣讲

“六进”巡展活动是近年来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的一项
宣传教育工作。此项活动利用平津战役纪念馆红色资源丰
富的优势，通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六进”巡
展活动，让革命文物说话，讲好红色故事，传播时代强音。
同时，讲解员还开动脑筋，大胆创新，采用快板、相声、表演
唱等艺术形式进行讲解，不断增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

“观众想看什么样的展览，我们就办什么样的展览。”平津
战役纪念馆通过留言征集、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等调研形式，
了解观众需求，调整办展思路，推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特别
是让观众喜欢看、抢着看、看得懂、听得进、记得住，触动内心
的精品展览。将“走进平津战役”“共和国‘战神’——人民炮兵
光辉历程展”等50多个精品展览送到天津市18个区县的300
多个机关、学校、军营、街道、社区、村镇，累计巡展1200多次，
义务讲解近3000场，专题宣讲、讲座300多次，受益民众180
多万人次，受到广大基层党员、学校师生、社区群众的一致好
评，社会效益显著，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革命文物进校园：
因人施讲，以红色文化筑牢青少年信仰根基

为让广大青少年感受革命历史中蕴藏的深厚伟力，做
好红色基因传承工作，平津战役纪念馆积极开展“革命文物
进校园”活动，组织专班推进馆校协同，在文物研究、故事宣
讲、现场组织、活动报道等方面全面强化馆校共建，让文物
进校园成规模、有成效、可持续。

一方面，学生在学校的有序组织下进入纪念馆现场参
观革命文物，跟随讲解员的解说与互动了解平津战役的基
本知识，通过眼看、耳听、手记牢记文物背后的故事；另一方
面，讲解员走进多所学校，充分借助 3D文物网站、视频、图
片等容易引起青少年探索兴趣的红色资源载体，面向不同
年龄段的青少年深入浅出地讲述历史背景、事件经过以及
背后所蕴含的现实启示。

在活动中，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生动的现场讲解，
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理解能力、学习兴趣，专门设计不
同的活动方式，做到“分级教学”。环环相扣的讲解不仅让学
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革命历史，也增强了他们的历史文化
素养和历史学习兴趣，把理论学习融入纪念馆思政课中。

据统计，在“革命文物进校园”活动中，平津馆宣讲团队
走进滨海职业学校、汇文中学、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南开区
义兴里小学、红桥区中心小学、静海区团泊小学等50多所学
校，为天津 2.7万余名学生讲述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
在天津师生之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平小津”移动数字课堂：
守正创新，用技术创新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

利用天津市地铁电视媒体资源，发布了“平小津移动数

字课堂”。此数字课堂将在一年内，于天津现有 9条地铁全
面发布。第一期：“奋进新时代 启航新征程——走进平津
战役纪念馆”精编版视频于地铁 1 号线全线投放，共计
1798 台设备流动式媒体覆盖，全天不间断 16 小时播出，单
日覆盖客流达 50 万人次；“平津战役纪念馆多维演示馆”
视频完整版在地铁 2 号线全线投放，共计 1500 台设备流
动式媒体覆盖，全天不间断 16 小时播出，单周覆盖客流超
220万人次。

与大悦城金逸影院联合打造“平小津红色影厅”，以平
津战役胜利75周年、建党103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为亮点，贯穿整个宣传期，采用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方位、多角度宣传，加深观众
记忆点，提高宣传效应。同时将红色元素植入影院，构建具
有流动性的红色科普阵地，多点位输出话题，扩大 IP 知名
度，多方位展示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京津冀馆校融合“大思政课”建设联盟：
馆校融合，推动思政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3年 9月，平津战役纪念馆与中国人民大学、香山革
命纪念馆、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柏坡纪念馆 5家单
位，共同发起成立了京津冀馆校融合“大思政课”建设联盟，
创新了纪念馆、博物馆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共同走
进天津市 10个区，50多所大中小学校，受众学生 3万余名。
今年，纪念馆还邀请了天津博物馆、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
学等京津冀地区 10多家博物馆、纪念馆和高校加入大思政
联盟，并组织召开“京津冀大思政课联盟大会”。联盟成员从
原来的6家增加至22家，目前队伍还在进一步扩大中。纪念
馆先后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黄埔军校同学会等20多家单
位组织签订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协议，为2万多名共建单位党
员、学生提供参观服务，形成馆校、馆企共建新格局。2023
年，平津战役纪念馆“青春火炬”思政课入选以革命文物为
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

平津战役纪念馆只有一个，但是流动的红色文化却是
无限的。开馆至今，平津战役纪念馆以红色文化阵地为依
托、以主题活动为载体，在国际博物馆日、“七一”建党日、烈
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了系列特色主题教育活动，
为党员群众和学生接受红色文化教育提供了良好平台。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运用红色资源，多措并举创
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是党、国家和人民对纪念馆人的嘱
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后，平津战役纪念馆将继续
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的作用，深
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多措并举创新红色文化传播
方式，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不断增强革
命文物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努力做到以文化人、以文惠民、
以文润城、以文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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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序厅

以原创展为轴心让文物活起来
——以唐山博物馆为例

张海超

平津战役纪念馆：

“流动纪念馆”让红色教育更有“热”度
祁雅楠 徐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