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宝“活”起来，民众评价高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这
是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固定开头。在中国
弹幕视频网站上，每当这段解说出现，屏幕上便会
飘出大片的用户弹幕评论：“已查收”。

2018 年 1 月 1 日，《如果国宝会说话》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及多家网络平台首映，第一季共 25
集，每集时长仅5分钟。仅仅一周，影片在一家视
频网站上累计播放量超过70万，并在中国社区网
站赢得高分评价。

片中出场的每一件文物都可谓“大牌”：有“天
下第一剑”之誉的越王勾践剑、被世界各国考古界
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的龙山蛋
壳黑陶杯、刻有最早文字记载“中国”一词铭文的
何尊⋯⋯即便担纲“配角”出场的文物，也几乎件
件是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然而，《如果国宝会说话》竟“调侃”起这些“大
腕”：在宣传海报中，三星堆青铜人像仿佛金刚怒
目，警告“说我像奥特曼的，你别走”；圆形环状的
太阳神鸟金箔被戏称为“美瞳”；而粗犷雄壮的祭
祀礼器陶鹰鼎也被冠上“胖胖腿”的名号⋯⋯

“我们想把文物捧红，让国宝成为明星。”纪录
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总导演徐欢说，“我们首先是
尽量呈现文物，呈现细节，还原它本身的价值点，
把文物凸显出来。”

为了最好地展现文物，创作团队开展了一次
“文物海选”。摄制组走遍全国，拍摄了近百家博
物馆和考古研究所、50余处考古遗址，从超过385
万件珍贵文物中精选了100件国宝加以呈现。这
批国宝年代上至史前，下至明清，横跨八千年
岁月。

“八千年，人们会一下子想到河流。河流有源
头，并且不断流淌下去，一个个国宝就像河里的一
颗颗珍珠。”据徐欢介绍，制作团队把将近一半的
时间用在了文物的遴选上。

“古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像我们。”徐欢说，这
是她在整理过这么多文物资料后最深切的体会。
举例来说，纪录片第一集介绍的人头壶，以壶身

“腹部”宽大浑圆的设计，隐喻女性的丰腴身材与
生育机能；窄小的出水口降低了器物的实用性，但
它却意有所指——当水从人头壶的眼睛流出，恰
如泪水流淌，纪念人类孕育的最初痛楚。

“古人在一个陶盆上画两条鱼、一些鸟兽时，
他们的心境、创作趣味应该和我们今天差不多。”
徐欢认为，透过文物人们会发现，生老病死、苦痛
喜乐、命运沉浮、社会更迭，这些今人仍在思索的
问题，同样也是古人的关切。“我想如果国宝会说
话，那么这就是它们要传递的信息。”

“会说话”的文物征服了许多观众，他们在网
上直抒胸臆，表达对古文物的热爱：“15 集了，终
于等到你说话了”“天啊，姿态好美”“莫名觉得好
萌”“心向往之”⋯⋯

这种热爱并不只是虚拟空间的一时兴起。
“快，先来看我的陶鹰鼎。”刚进入中国国家博

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在北京读大学
的相同学就拉上同伴直奔陶鹰鼎展位而来。“别看
它长得很萌，但在过去它做成鹰的样子，是用来祭
祀的⋯⋯”相同学为同伴介绍道。

像相同学这样的“博物馆爱好者”在中国并非
少数。数据显示，自 2008 年中国博物馆、纪念馆
实行免费开放以来，参观博物馆的人数呈逐年攀
升之势。2016年，中国博物馆平均单日接待观众
数量逾230万人次。

从 2015 年“石渠宝笈特展”带来“故宫跑”热
潮，到妇好墓、海昏侯墓文物展大受欢迎，再到
2017 年“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吸引上万人排队⋯⋯一系列文博展览的火爆，见
证了中国人对历史文物与传统文化与日俱增的
热情。

除了《如果国宝会说话》以外，近期另一档文
博类节目《国家宝藏》也赢得大众好评。这些文博
类节目，既开启了大众深入了解传统文物的通道，
也回应了国民对文博类资源的文化需求。

“网络或者电视本来就是社会现实的某种镜
像。目前，文博文化的普及已初具成熟度，因此在
过去看来‘阳春白雪’的文物，事实上也不疏远于
大众了。此时，影像化的呈现形式便更能帮助人
们进一步去了解文物。”《广电时评》执行主编何天
平说。

背后护宝人，揭示传承故事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中华家。”在央视

节目《国家宝藏》中，精选国内九大博物馆的国宝
级文物，讲述它们的“前世今生”，引发关注。其
中，国宝背后的一代代护宝人，也开始被人们所
了解。

其中，上海博物馆三件精妙绝伦的国之瑰
宝——大克鼎、商鞅方升和朱克柔缂丝《莲塘乳
鸭图》亮相该节目，诠释了中国古代艺术之高度。
而隐藏在这些宝物背后的捐赠故事也随之浮出
水面。

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通高 93.1 厘
米、重201.5公斤，刻有290字精美铭文，是西周孝
王时期的膳夫克为了追述其祖父师华父辅佐周王
的功绩，以及感谢周王对自己的重用和赏赐而制
的重型礼器。

1890年在陕西出土后，大克鼎流转至收藏家
潘祖荫手中。

潘祖荫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大克鼎运回苏州
老家。抗战时，潘祖荫弟弟的孙媳妇潘达于请家
人和工匠帮忙，连夜把包括大克鼎在内的一批珍
贵青铜器深埋地下。苏州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前
后七次对其搜家，也没有发现国宝踪迹。

1951年，潘达于将它捐赠给国家。她在书信
中写道，全家心愿是国之瑰宝大克鼎“贮藏得所、
克保永久”。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之际，历经
劫难的大克鼎得以展出，轰动全国。

类似潘氏家族与大克鼎这样生死相守的国宝
故事，还有不少。

极具珍贵文献价值的南宋龙舒本《王文公文
集》残卷和北宋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真迹，
也是通过民间捐赠，归于上海博物馆。

《王文公文集》原藏清内阁大库，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期出现于香港书肆。内地委托寓居香港的
王南屏买下此书，计划再筹款购回，却因历史原因
不了了之。此后，日本人千方百计要用重金购买，
均遭到拒绝。

王南屏收藏的王安石真迹《楞严经旨要卷》，
为王安石在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卷文字，
笔风清劲。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
汴、周诗题跋。

改革开放后，王南屏联系上海博物馆，希望让
两件国宝“完璧归赵”。1985 年捐献典礼前两个
月，王南屏在美国去世。病危时他留下遗言：“此
卷应该属于中国，不应流落外人之手。”虽没有亲
眼看到国宝回家，但夙愿得偿。王南屏夫人说：

“先生在世的时候，挚爱中华文物，即使在我们最
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典卖变钱⋯⋯他魂萦
梦牵的就是，使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
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
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
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这
张由时任文化部长沈雁冰颁发的奖状，在潘达于
简朴的卧室里挂了半个多世纪。

潘达于的女儿、如今96岁高龄的潘家华告诉
记者：“妈妈给国家献鼎这一决定我们全家都支
持，她为大克鼎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1951 年，上海博物馆筹备建立时，著名收藏
家胡惠春提出：“博物馆不能没有文物。”他带头捐
赠了 268 件文物，成为上海博物馆的奠基藏品。
据透露，60 余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的人
数已有990余人。

国宝是宝，守护中华文明的“护宝人”也是
“宝”。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克伦表示，收藏家
与国宝文物互相成全，才使得中华文化传承不息。

眼下风起云涌的海外文物回归热潮，无疑将
续写国宝故事的更多传奇篇章。上海博物馆副馆
长李仲谋表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回归是应
该大力提倡的。

面对新需求，呼吁博物馆更开放

博物馆成了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不仅博物
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而且以博物馆为核心的文
化产业链也呈几何级数增长。

面对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越来越现代化的硬
件设施,越来越丰富的展览和教育活动，呼吁博物
馆更开放的声音渐涨。

当下中国博物馆的进一步开放,究竟面临着
怎样的瓶颈?

有文章分析认为，不同博物馆的性质、区位、
历史等一系列差异，导致每一座博物馆的自身定
位必定不同。一些肩负特殊使命的博物馆，都是
以“祖庙”“祠堂”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另一
些博物馆,如北京的史家胡同博物馆,则属于面向
社区的博物馆，与观众间的互动形式更灵活。

专家认为，两者性质的悬殊，必然导致在开放
程度、个体参观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如果定位不

准确甚至倒错,势必会影响博物馆自身开放程度。
纵观历史，博物馆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无论

是阿什莫林博物馆还是大英博物馆，都是基于私
人藏品建立的公众建筑。这些私人藏品不仅包括
古代艺术品，还包含大量自然标本，因此，博物馆
从兴起就是以收藏和展示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为
目的的，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开放性公共设施。

就这层意义而言,即便是展现某国、某族、某
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博物馆,也应当具有世界
性。博物馆应该避免变成只有一部分人才能读
懂、认同的“私人会所”。

所以，如果所有博物馆都在这个意义上进行
自我定位，那么势必与博物馆的开放性渐行渐远。

前不久，独立策展人丽贝卡·卡其撰文指
出，中国博物馆的展览过于以策展人为核心，展
览话语完全被策展人的专业话语权控制，这是
造成今天中国博物馆展览与公众之间隔阂的重
要原因。

这当中有一些误读。例如，中国的综合类博
物馆还没有建立起策展人制度，各个博物馆的展
览项目团队组成也各不相同。但是，丽贝卡·卡其
的观点还是应该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

长期以来,国内博物馆与考古界的密切关系，
使得扮演策展角色的负责人大多具有考古学背
景。因此，国内历史类展览的叙事，大多带有浓郁
的考古学色彩。过于专门化的展览叙事，使得展
览团队外围成员、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相关工作
人员很难参与其中,他们当中很可能有人懂得如
何在学术话语和通俗话语之间转换。

有的已经看到这一点，并作出了改变。比如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以来，在历史类基本陈
列和临时展览中，强调展览叙事的“去考古化”，使
得以新版《古代中国》陈列为代表的一系列展览显
示出新的独特性。

如何丰富展览的思想，如何引导不同学科的
参与，都会影响展览内容的传递和观众的接受。

专家认为，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许多地方博物馆拔地而起。很多有数十年历
史的老博物馆,也因观众压力或其他原因纷纷建
立新馆。这些新博物馆虽然根据级别在建筑面积
上有所差别,但在规模的追求上则是一致的。大
多数地方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都在 6 万平方米
以上。

新馆一般建于城市新区，这使得博物馆在单
体建筑外还能拥有广场和院落。然而，这也给参
观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首先是博物馆距老城中
心太远,这会使观众望而却步；其次是建筑区域过
于广大。一般新建博物馆从院落大门进入还要走
过至少二三百米的距离才能到达建筑大门,而遗
址博物馆往往和景区连为一体,区域面积更加
广大。

这种设计本意，是希望观众在游览景区时将
博物馆作为其中一个景点。但景区游览和博物馆
参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是在行进中随
时浏览风景,是精神放松的观赏；后者则需观众思
考和欣赏。

学者认为，新建博物馆体量的过于庞大,实际
上增加了观众参观博物馆的疲劳度。再加上餐
饮、休闲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参观博物馆成为一项
艰巨的任务。

或许博物馆开放瓶颈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
用，但是上述几点是博物馆自身可以把控和改进
的。如何提高博物馆的服务,是一个综合工程，需
要观众的参与和激励，这种互动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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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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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频节目，更让博物馆成了

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那些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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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国宝有着怎样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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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不仅仅是‘故宫人’的故
宫，它属于全体人民。”在故宫即将
迎来 600 岁生日之际，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如是说。

故宫博物院拥有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紫
禁城。这座气势恢宏的皇宫建成于
1420 年，历经明清两代。1925 年，故
宫博物院在紫禁城的基础上成立。

“自那时起，无论战乱与和平，
‘故宫人’都致力于对文化遗产的保
护、研究与传承。”单霁翔说，在此过
程中，不乏热心公益、关注故宫文化
事业发展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和大
力支持。

这座即将迎来 600 岁生日的享
誉世界的博物院，近年来频频向包
括个人、商业机构在内的社会力量
伸出合作橄榄枝。

不久前，故宫宣布和拥有十亿
用户的腾讯合作。双方将成立“故宫
博物院—腾讯集团联合创新实验
室”。未来三年，故宫将开放经典的
IP 形象和传统文化内容，由腾讯搭
建平台，共同探索先进数字技术在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展示领域的
应用范式，共同打造一个“没有围墙
的故宫”。

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马化腾看来，故宫文化是一
个丰富而珍贵的知识产权宝库。“故
宫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大的 IP（知识
产权），有大量的价值有待挖掘。”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认为，
社会力量参与并助力文博事业发
展，是当代文化繁荣兴盛的基础与
表现。

2017 年 ，中 国 开 始 全 面 实 施
《“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
划》，鼓励社会力量与文物博物馆单
位深度合作，广泛应用多种载体和
表现形式，开发兼具艺术性、趣味性
和实用性，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文
化创意系列产品，打造文化创意
品牌。

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布的 2018
年工作要点中，继续鼓励文博机构、
社会力量利用文物资源进行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积极推动国家文物局
与百度、腾讯、网易公司战略合作协
议落地实施。

梳理故宫近年来发生的“大事
件”可以发现，社会力量与这座皇家
宫殿正在向着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结伴同行——河南农民工何刚将自
家建房挖地时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
无偿捐献给故宫，直至离世仍初心
不悔；世茂集团捐助巨资，用以修复
约 2000 件养心殿可移动文物；在各
个展馆，200 余位来自不同职业的
志愿者在 2017 年为故宫观众提供
累计时长14722.5 小时的咨询、讲解
等服务⋯⋯

在“故宫讲坛”，包括单霁翔在
内的大批专家学者登上讲台，为观
众讲述古代建筑、文物鉴赏、明清历
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至今已坚持
120余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巫新华指
出，在全球文明转型和时代文化勃
兴的浪潮里，故宫以海纳百川、包容
天下的情怀，通过传统与现代的交
融、民族与国际的接轨、网络与现实
的互鉴，不仅守住了中华文化的正
根，也为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动
力，更向世界传递了民族文明的永
恒魅力。

“这是民族文化繁荣不息的基
底。”他说。

本版稿件图片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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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月99日日，，游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游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近年来近年来，，各类文物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各类文物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游客在故宫端门数字馆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养心殿内场景游客在故宫端门数字馆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养心殿内场景。。
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正

在参观文物的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