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进公众与
文物专家之间的交流

博物馆游学，也为公众与文物专家之
间搭建了一个直接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
台上，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文物专家，了
解他们的工作内容、研究成果和专业知
识。公众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见解，与
文物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这种
互动，不仅激发了公众的学习兴趣和热
情，也促进了文物专家对公众需求和兴趣
点的了解，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开展研究和
传播工作。

河北是中国重要的瓷器产地。历史上，
邢窑、定窑、磁州窑瓷器遍布全国，声名远
播。“河博之旅”曾连续推出三期以“探秘河
北名窑”为主题的游学活动，均由著名陶瓷
专家穆青引领指导。穆青是河北博物院研
究馆员，著有《定瓷艺术》《明代民窑青花》《清代民窑彩瓷》
等，在文物界、收藏界颇有知名度。每一期活动启程，在车辆
行进途中穆先生就会手持话筒开讲，简述中国陶瓷发展史之
后，分别针对邢窑、定窑、磁州窑各自的形成发展及艺术特性
做重点介绍。其间，他不时提问，队员们积极应答，学习气氛轻
松活跃。走进遗址现场，穆青则会面对面地对于不同时期窑炉
的特点、窑炉各部分的功能及用途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解
说。在返程途中，穆先生又会要求大家结合游学经历向他提
问，以问答形式解疑释惑。每当穆青话音刚落，队员们就会纷
纷举手提问，诸如“磁州窑是否烧过珐华瓷器？”“仿真度极高
的定窑枕复制品，真品与仿品区别在哪里？”“铁锈花算不算彩
绘？”，等等，穆青逐一作答的同时，又由此引申开来，通过横向
或纵向比较，介绍一些相关的瓷器知识，每一次解答之后，车
厢内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

随着“河博之旅”知名度不断提升，吸引了来自北京、天
津、河南、安徽、内蒙古等外省（区）的文博爱好者。河南开封的

收藏爱好者马先生，曾多次参与“河博之旅”。“河博之旅”第四
期主题为访古定窑遗址，探寻中国制瓷业缩影，听说穆青再度

“出山”，该学员不但带来问题请教，还随身携带了一件藏品。
在奔赴曲阳定窑遗址途中，穆青讲述了定窑发展史以及不同
阶段的工艺特点之后进入提问环节，马先生不失时机将藏品
呈上。马先生收藏的这件景德镇影青釉仿定窑盏，成了直观教
材。一期不落参与“河博之旅”，网名为吉祥妙莲华的队员说：

“‘河博之旅’由文物专家出面讲考古这种形式非常好！与考古
学家面对面，与古代遗存近距离接触，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化享
受，我已经深深迷恋上了这项活动。”

在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将博物馆教育与旅游、文化相结
合的博物馆游学活动，必将为公众提供更加丰富、更为深入的
学习体验。博物馆相关从业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探索，认真挖掘
整合文化资源，努力设计出具有创意和吸引力的游学产品，才
能满足公众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才能进一步将博物馆教育
工作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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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讲好红色故事

翻开《博悟·关爱——汉阳陵文化解
读》，清爽的版式设计，放大的文字和字
距，读者友好的编辑理念跃然纸上。这本
书是陕西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践行“一个博
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新时代博物馆工作
理念的成功实践，为残疾人触达博物馆藏
品、了解博物馆藏品相关历史知识架起了
一座桥梁。

《博悟·关爱——汉阳陵文化解读》是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汉文化教育丛书”的第
二册，何宏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
书通过三个部分，介绍了汉景帝阳陵陵园
的出土文物、汉代体育、丝路文化，以及汉
景帝阳陵博物院概况和社会教育品牌项
目。“汉代体育”部分以汉景帝阳陵陵园出
土文物为引子，结合各地出土文物介绍汉
代的体育运动，呈现出汉代人的日常生活
和精神面貌，诠释了汉文化在华夏文明形
成中的重要地位；“丝路文化”部分不仅介绍了为凿空丝路立
下汗马功劳的帝王将相、文人骚客，而且以丝路上的精品文
物、丝路物资，呈现出当年不惧艰辛促进地域文化交流的贩
夫商客群体，仿若一幅汉代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人类福祉的图
卷；“阳陵解读”部分介绍了汉阳陵博物院、重要藏品和博物
馆社会教育项目的概况，既体现了博物馆特色，也让观众感
受到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观众的热诚。

关爱残疾人，鼓励和支持残疾人走进博物馆，有效利用博
物馆知识资源，积极融入社会生活，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博
悟·关爱——汉阳陵文化解读》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本教
材，读者定位是中小学生，这本书的内容编写、版式设计和信
息交流方法，处处体现出对残疾人的关爱之心。作者通过讲
故事的方式，生动讲述与汉景帝阳陵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
事件，帮助读者了解历史，也使读者在参观汉阳陵博物院时
联想到这些故事，增加对汉阳陵博物院的熟悉感和亲近感。
本书编者的文化关爱之情，还体现在采用多种举措以排除信
息交流的障碍。在文字版式设计上，在特殊教育专业人士指
导下，本书采用大号字体，适度增加文字间距，有利于视障人
士的阅读，也方便了老年读者的阅读。本书的每个章节都附
有视频、音频和手语解说的二维码，用手机扫描相应的二维
码，就可以听到或看到相应的解说或演示。汉阳陵博物院讲
解员们担任了手语解说任务，她们在专业人士指导下，熟练
地掌握了手语。讲解员们以真诚、热情和专业的态度，用无声
的手语与残疾观众交流，一起漫游博物馆，探究古代文物背
后的历史故事，感受华夏文化的风采。

我国博物馆对残疾人的关爱由来已久。当前，我国博物馆
对残疾人的服务在认识上、态度上和服务方式上都发生了重
大的改变。在认识上，从残疾人是特殊群体，转变为是平等的
人类大家庭成员；在态度上，从视残疾人是需要救助、救济的
群体，转变为是自主、自立、自强、自尊的群体；在方法上，从
以博物馆为中心到以残疾人文化需求为中心，不仅设计适宜
残疾人心理、生理和社会条件的活动项目，还创造条件，让残
疾人融入常态化博物馆公共文化项目中。近年来，博物馆积
极营造无障碍环境，方便肢体功能不便的观众在博物馆公共
空间自主行动。博物馆展览注意到残疾观众的生理和体质特
点，展览动线和展品陈列满足残疾观众观展需求。博物馆为
听力受损的观众进行手语讲解和听力辅助设备解说，为视力
受损的观众提供触摸展品机会，在展览中设置可触摸的展
品，并制作了盲文说明牌。一些博物馆与特殊教育学校建立
共建关系，如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多年坚持走进特殊教育学
校，让残疾青少年触摸文物复制品，了解博物馆藏品，热爱祖
国优秀传统文化。一些博物馆开展为特定特殊群体量身设计
的教育活动，如自闭症儿童专场活动和自闭症儿童艺术作品
展览。在数字时代，一些博物馆注意营造数字信息无障碍环
境，为视觉功能减退的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提供服务。随着我
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博物馆服务残疾观众的观念、方法、技
术、范围也在持续提高，博物馆残疾观众服务越来越受到博

物馆管理部门、建筑设计单位、设备制作
单位、展览设计机构、博物馆教育及社会
助残组织的重视，博物馆残障残疾观众服
务从单一项目向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
的系统性服务演变。尽管我国博物馆现在
正面临观众数量急剧增加的局面，许多博
物馆中游人如织，但为残疾观众服务的各
项措施依然在稳步推进和扎实落实。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公众
提供学习科学知识的机会，支持公众将博
物馆作为构建自我知识体系的学习行为。
博物馆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支撑力
量。公平、有尊严地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是
残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全社会义不容
辞的责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规定

“残疾人有权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
与文化生活”，要确保为残疾人以无障碍
模式提供文化材料和文化活动，确保残疾

人“进出文化表演或文化服务场所，例如剧院、博物馆、电影
院、图书馆、旅游服务场所，并尽可能地可以进出在本国文化
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物和纪念地。”我国党和政府对残疾
人权益保障非常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
定，“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鼓
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积极创造条
件，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我国各省市制定本地区残疾
人保障法规，对残疾人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有明确要求，北京、
天津、陕西等地明确规定公共博物馆要向残疾人开放，并提供
辅助性服务。

公共博物馆为残疾人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提供机会和辅助
性服务，不仅是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的权利，也表明博物馆将
残疾人视为人类大家庭平等成员的态度。联合国《残疾人权利
公约》指出，“残疾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残疾是伤残者和阻碍
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
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残疾”是文化传
统、社会条件和环境障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
影响伤残者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各种障碍的阻碍程度。残疾
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不仅要克服自身伤残带来的行动不便，
更要排除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障碍。在排除各种障碍时，
社会公众是和残疾人并肩奋斗的。博物馆人要与残疾人一起，
消除阻碍伤残人利用博物馆的各种障碍。

博物馆人首先要以平等、包容、共享的态度看待残疾人服
务工作。残疾人是主动的博物馆学习者，是博物馆社会服务的
对象，残疾人是实现博物馆知识共享目标的积极参与者和奉
献者。要消除残疾观众是救助对象的刻板认识，特别要排除残
疾观众会影响一般观众参观的想法。其次，博物馆人要设身处
地地感受残疾观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感知满足这些需求可
能面临的环境障碍。如展厅地面应保持平整和预防滑倒，非必
要不设置凸起的展台，良好的动线照明，以方便肢体失能观众
自主或借助辅助设备的行动。再次，博物馆要用多种方式满足
残疾观众的学习和欣赏需求。如印制色彩鲜明的导览图和大
字说明牌板，满足视障观众阅读和获取展览信息的需要。又如
为自闭症观众安排专门的参观时间。最后，博物馆要积极营造
残疾观众与一般观众的融合参观环境，要秉持社会平等、参与
和共建的理念，残疾观众在融合参观环境中增强自信和自主
信念，一般观众在与残疾观众共同参观的环境中强化社会责
任意识。博物馆是呈现美好的地方，融合参观环境呈现了博物
馆的精神之美与和谐之美。

《博悟·关爱——汉阳陵文化解读》是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多年来文化关爱残疾人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博物馆积极加强残
疾人社会服务能力的真实写照。这本书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汉景
帝阳陵博物院对助残事业的热情和奉献，直观了解博物馆组织、
实施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过程和方法，将“一个博物院就
是一所大学校”的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博悟·关爱——汉阳陵文
化解读》开我国博物馆界残疾人读本的先河，希望今后能看到
更多介绍博物馆和博物馆出版的此类图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
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修缮保护、研究阐释、价
值传播等方面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加
强协作、积极作为，深入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国
家文物局发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
划》，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提供政策指引。近年来，各博
物馆积极响应号召行动起来，加大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利
用力度，推出了一系列新型传播教育产品。现以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推出的馆藏革命文物微视频节目《红色文物
话百年》为研究对象，对革命文物视听传播品工作予以分
析总结，以供博物馆同仁探讨。

馆藏革命文物的多元化传播意义

革命文物的节点性传播机遇。近年来，结合建党 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周年等重要节点，各大主流媒体推出了一系列
融合创新的报道作品，这些作品兼具重大主题报道的普
遍性，又着力探索红色视听传播的特殊性。博物馆作为践
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在重大节点推
出博物馆属性的传播精品，是顺应时代需求的。这些作品
既兼具了传播性，又展现了博物馆文化的专题性，可谓是
节点性宣传的“重头戏”。

革命文物的迫切性传播需要。革命文物的价值不仅
在于其历史背景和文物本身的珍贵性，更在于其所蕴含的
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一方面有大量馆藏革命文物深居库
房，藏匿在海量文物中得不到及时全面的展示和利用，另一
方面馆藏革命文物较古代器物类文物缺乏观赏性，一些观
众缺乏对革命文物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多元化的视听传播
方式，将革命文物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更直观深入地了
解和感受革命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革命文物的创新型传播环境。在近现代的文艺创作
和生产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规模宏大，意义
深远，多以舞台、影像、电影、影视剧、情景歌舞剧等形式
向受众传递价值观念。在时下市场化迅猛发展的融媒
体时代，受众的审美需求也在持续提升，将馆藏革命文
物以视听化、栏目化的方式呈现，是满足受众日益增长
的审美需求的必然选择。通过多元化的视听传播方式，
观众多重感官体验，直观呈现和阐释革命文物的魅力和
价值。

《红色文物话百年》传播价值分析

《红色文物话百年》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献礼建党
100周年的专题全媒体传播产品，是典型的博物馆属性的
视听传播品，节目试图开创一种新的多元化视听传播形
式，将文物载体用数字技术情景再现，使节目总体呈现数
字化展示、轻量化落地、多样化用户群体、多平台联动等
多元化的展示方式。

故事化的叙述方式。《红色文物话百年》精选 10件馆
藏革命文物制作成微视频，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感人至
深的红色故事。以“每件文物都是一件时光容器”为创意
之本，赋予文物“人”的属性，讲述着自己身上所镌刻的党
史记忆、英雄故事和伟大精神。杨闇公日记、聂荣臻家书、
刘愿庵烈士遗书、重庆解放时升起的第一面红旗……每
一件文物故事都是重庆这座“英雄之城”的史诗。

数字化的诠释手法。《红色文物话百年》秉承“让文物
说话”和发挥革命文物的教育价值，选用了短视频这一流
行的传播形式，通过多媒体数字化技术将革命文物呈现
在观众面前，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文物的形态和特征。同
时，借助数字化技术，实时模拟革命时期的历史场景，在
故事讲述中实时加以氛围渲染，观众通过看视频、听故
事，深入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和历史背景，同时也能够
更好地理解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多元化的传播途径。《红色文物话百年》节目采取了
多平台联动，全网铺开推广。首先在博物馆的官方新媒体
平台上开设节目专栏，有计划有节奏地推送，保证了已关
注粉丝的全覆盖。其次是在重庆卫视、华龙网两家市属重
点新闻媒体开设专题展播，在全市收到了良好的传播实
效和社会影响。第三是在全网多渠道进行传播推广，包括
主流新闻媒体、新媒体平台、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第
四是在后期突出线下利用，与单位机关、学校教育机构等
合作，将节目视频带到课堂上，作为社会教育的多媒体课
堂资源。

《红色文物话百年》传播启示

《红色文物话百年》在建党 100周年这一重大节点传
播中犹如沧海一粟，但作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联袂本
地龙头媒体推出的一档专题视听节目，展现出了更加重
要的主题、更多资源的融合和更多创新的生产模式。现运
用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的文化传播的“五要素”即“5W”
来总结分析传播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为今后传播工
作提供一个“五要素”参考法则。

一是摆正传播者身份，即谁（Who）在传播。博物馆正
处在一个传播探索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博物馆热”持续
升温，有不少新的传播形式兴起，像博物馆综艺节目、文
物表情包、潮流短视频等不断涌现，传播效应褒贬不一，
偶有争议。少数博物馆在制作视听传播品时丧失了文化
本质，甚至失去了文化传播的意义。还有一些博物馆的视
听传播品制作目标不清晰，缺乏专业的制作团队和传播
渠道，导致视频无人问津。因此，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来诠
释博物馆文物势在必行，只是运用的方法和尺度需要衡
量。那么首要第一条便是要清楚“自己是谁”。博物馆有着
特殊的文化传播使命，不等同于媒体和个人，需要保持正
确的价值导向和清晰的专业属性，既不能扭曲价值，也不
能流于表象。保持客观感、价值感和深度感，不偏不倚，不
阿谀逢迎。

二是深耕传播品内容，即传播了什么（What）。“内容
为王”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了，文博行业做出了一些典型且
有深度的文物传播品。但有的博物馆在传播产品的制作
和营销方面明显不足，缺乏专业制作团队和策划，跟风搞
形式，导致传播内容质量不高等。博物馆拥有得天独厚的
文化资源，顺应时势挑选符合当下文化需求的传播内容
尤为重要。传播的内容要主题鲜明，不是人云亦云的宣传
资料堆砌，应具有古为今用、引人深省、给人启示的具体
实例和参考依据。每一档传播品都应具有扎实的研究基
础，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坚实的内容输出始终是博物馆传
播的内核。

三是融合传播方式，即通过哪些渠道（in What
Channel）传播。融媒体传播时代，一档好的博物馆传播品
也需要宽广的传播媒介和渠道。博物馆自带传播属性，场
馆、展厅、文创商店等本身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窗口平
台，光利用过去的线下展示传播显然是不划算的。博物馆
应积极实施资源整合，包括媒体、教育、企业等形成跨界
合作和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博物馆传播产品在互联网
的无尽天地中和大千世界的资源融合下，才能最大限度
发挥传播效益。通过与不同领域的跨界合作，不仅可以提
升博物馆的资源利用效率，还可以促进博物馆与媒体、新
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有效扩大传播价值。

四是明确受众群体，即传播的目标群体是谁（to
Whom）。一次传播的受众群体画像是确保传播效果的关键
步骤，首先通过社会调研了解目标大众的文化需求、消费习
惯和偏好，从而确定受众群体的特点。其次通过收集和分
析相关数据，如用户行为数据、社交媒体互动数据等，了
解受众群体的兴趣、年龄、性别、地域等特征。第三是对比
同类传播品受众反应，了解竞品传播策略和目标受众，可
以更好地定位受众群体。最后可以组织受众调查，通过问
卷调查、专家咨询、访谈等方式，直接了解受众群体的需求
和偏好，获取更直接的信息。明确受众群体的特点后，制定
更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和内容，以提高传播效果。

五是制定预期传播目标，即传播对受众产生什么样的
效果（with What Effects）。《红色文物话百年》的传播目的
首先是要弘扬革命精神，通过代表性馆藏革命文物所承载
的文化信息和革命精神，增强观看者对革命精神的理解，有
助于从中吸收正能量，提升精神认知。其次是要让革命精神
内化于心，《红色文物话百年》讲述的革命文物故事和历史
背景，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观众
起到了教育启示的作用。节目观众留言说：“我们一定不忘
父辈的革命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网友踊跃评论道：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致敬伟大的先驱者
们！”等，达数千条留言。《红色文物话百年》节目的传播数据
和观众反响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红色文物话百年》视听节目作为馆藏革命文物活起
来的一次传播探索，展示了博物馆在重要节点性主题传
播中的创新实践和思考。期待博物馆积极拥抱创新，生产
更多创新红色视听传播品，让革命文物的价值通过更多
的方式和渠道阐释出来，将革命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丰
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强文化自信。

打开博物馆大门
与残疾人共享优秀传统文化

《博悟·关爱——汉阳陵文化解读》评介
宋向光

馆藏革命文物的
多元化视听传播

——以微视频节目《红色文物话百年》为例
张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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