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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初雪在立春之后飘落，而最热的一个现象级文化也伴着大雪而来——“博物馆热”。其实，从春节假期里全国各地大
大小小的博物馆不断爆满的信息可以感受到其火爆程度，元宵节故宫夜游又因“一票难求”，使其骤然升温，成为人们春节期间关
注的一大焦点。几年间，人们不经意间发现：博物馆的脸悄悄地在改变，从昔日的高冷到现在的亲民、人气火爆。

的确，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走近大众生活，各家博物馆不断创新求变出新招，展览质量不断提升；再加上《国家宝藏》《如果
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电视综艺节目的不断热播，大众对博物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带着好奇心纷纷走进博物馆，使得“博物馆里
过大年”成为2019年的一个新风尚。然而，我们也发现，随着博物馆人流量的激增，参观者对博物馆的展览、服务、设施、环境等
也抱着越来越高的期许。无疑，这个春天博物馆确实很火，但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博物馆热”如何理性升温，仍值得我们
深深思考。

博物馆走进春天里

□记者

曹铮

刘萍

今年，《流浪地球》
和《疯狂的外星人》两部
登顶贺岁电影票房榜的现
象级国产科幻电影横空出
世，它们共同的置景拍摄
地——青岛成为焦点。站
在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历
史性起点，位于“电影之
都”青岛的这座刚刚崛起
的影视基地，迎来新技术
带动下的产业发展新方
向⋯⋯中国科幻与青岛的
相遇绝非偶然，而是这座
城市发展活力和契机的某
种表征，预示一场新的城
市文化脉动的到来 （2 月
21日中国网）。

什么是影视旅游？所
有因影视活动的开展并引
致的旅游成果皆为影视旅
游。包括影视拍摄地旅
游、影视节事活动地旅
游、影视文化演绎出的旅
游等，统称为影视旅游。
如电影《少林寺》曾让中
国的少林寺走向世界，电
影《魔戒》让新西兰小镇
名扬海内外⋯⋯这种影
视+旅游的模式，正在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升温
发酵。同样，当年一部韩
剧《蓝色生死恋》在台湾
播出后大受欢迎，韩国旅
游部门就和当地旅行社合
作开发一系列产品，电影
拍摄地在后来成为知名观
光地。之后的韩国电影

《我 的 野 蛮 女 友》 则 让
“韩流”从影视界走向旅
游观光领域，后来影视+
旅游的模式进一步成熟和
规模化。

“影视+旅游”体现
了影视产业与旅游产业之
间互相需求、互相满足的
互动关系。影视与旅游深
度融合，体现精神与物质
的结合，产生的立体辐射
效果显而易见。一方面，
旅游景点天生具有丰富的
品牌文化内涵，影视剧情
一旦与拍摄地旅游资源嫁
接，就会将影视剧创新的
文化元素注入原旅游地风
景之中，这样一来旅游地
提高了知名度，也增添了
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好
的电影必须是以市场为导
向，抓住消费者需求特
点，追求票房口碑双丰
收，才能为之后的影视文
化旅游产品开发打好基
础。当年电影《泰囧》带
火了国内的泰国旅游线
路，这是拓宽影视产业外
延的经典案例。事实上，
往往一部成功的电影或者
一本畅销书就可以衍生出
无数相关产品，带动整条
产业链的良性运行。

“影视+旅游”带来
的产业延伸和创意体验应
当融影视、产业、文化于
一体。据全国旅游项目管
理系统的统计显示，目前
全国在建的旅游综合体项
目 2027 个，占全部在建
旅游项目数量的 19.2%。
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的今天，影视文
化主题成为发展各地文化
旅游产业的一个强有力引
擎。要让人造主题景区有
生命力，必须为之注入灵
魂，即文化内涵。缺乏历
史文化内涵的影视基地，
其旅游经济缺乏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应
充分结合市场需求，对不
同层次、不同群体的文化
消费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和
定位，保持投资文化的长
远眼光和对文化的持久热
情。不可否认，“旅游+
影视基地”已经成为影视
文 化 趋 势 。 未 来 ，“ 文
化+影视基地+旅游”的
模式还将继续在文化旅游
商业地产的市场上占据一
席之地。

2 月 19 日晚，故宫博物院举办“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首次于夜间面向预约公
众免费开放。图为游客在故宫城墙上参观。 新华社发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参观观众在故宫博物院参观““贺岁迎祥贺岁迎祥——紫禁城里紫禁城里
过大年过大年””展览展览。。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今年元宵节前夕，网上一条
关于故宫的消息，点燃了大众热
情：故宫博物院将在农历正月十
五、十六免费开放夜场，举办

“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
用灯光“点亮紫禁城”。这是故
宫博物院建院 94 年来，首次接
受公众预约在晚间开放。

观众高涨的参观热情让故宫
始料不及——故宫门票预约网站
因访问量巨大而崩溃，门票在大
家的翘首以盼中瞬间被抢空。这
场让全国沸腾的紫禁城元宵节活
动足以证明人们对故宫、对博物
馆的“痴迷”。

这样的“痴迷”，并非个例。
农历大年初一，上海博物馆

开馆前，门口的观展队伍已经排
了百余米，馆长杨志刚早早来到
大厅，迎候首批参观者。

“近年来，大众走进博物馆
体验、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
兴 趣 日 渐 浓 厚 ， 今 年 更 可 谓

‘爆棚’。”杨志刚发现，在除
夕、大年初一这样人们习惯阖
家团圆的日子，博物馆门口却
排起了“长龙”。春节期间，上
海博物馆每天都接待超过 8000
人次观众。

这个春节，河北的“近邻”
山西，同样被“博物馆热”席
卷着。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初四下
午，山西博物院门口人工取票处
和自助取票处人头攒动，偌大的
停车场里基本上看不见空车位，
几位保安忙着转来转去帮车主找
车位。春节期间，山西博物院副
院长张慧国一直关注着入馆的人
流 量 ， 每 天 都 在 11000 人 次
以上。

2 月 23 日 ， 博 物 馆 “ 老
铁”石家庄市民裴爱红来到河北
博物院，准备观看心仪已久的

《敦煌不再遥远——数字敦煌展
走进河北》。此时，门口几台自
助售票机前排满了人，等待经过
安检进入的游客拐了好几个弯
儿，排了上百米。

“听说春节放假那阵儿人更
多，还专门‘错峰’来看展，没
想到人气依旧这么高。”略感意
外的裴爱红随着缓缓向前移动的
队伍进入馆内。用“摩肩接踵”
形容展厅里的参观者一点不为
过。“光是围在讲解员周围的人
就有一百多。”走过全国多家博
物馆的裴爱红说，这几年博物馆
圈粉越来越多。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博物
馆“火”了，但是博物馆圈粉到
底有多少？据中国旅游研究院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测
算，2019 年春节假期，全国旅
游接待总人数 4.15 亿人次，同
比增长 7.6%。其中，参观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
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比例高达
40.5%。

据河北博物院统计数据显
示，2018 年该院日均接待量约
为 3800 人次；2019 年春节期间
日均接待量约为 1.28 万人次，
比日常增长了约 237%。今年春
节期间日均接待量较去年同比增
长10.3%。

单从数字解读，略显干瘪。
换个视角，从博物馆有多“挤”
来感受，或许能够更直观地了解
博物馆圈粉数量之众。

“这几年走进博物馆的人数
越 来 越 多 ， 是 有 目 共 睹 的 事
实。”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坦
言，节假日排长队已是常事，每
年的总客流也是稳中持续上涨，

“明显感觉市民对博物馆的热情
高了”。

事实上，早在 2008 年，中
宣部、财政部、原文化部、国家
文物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全国博
物 馆 、 纪 念 馆 免 费 开 放 的 通
知》，已经无声地点燃了星星之
火，当这个“火种”突破燎原的
临界点，必然催生出新的文化现
象——博物馆热。

博物馆热所反映出的正是随
着经济条件不断优化，大众对精
神文化追求的逐步提升，也是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大众的具
体体现。

博物馆“火”了

屡破纪录的观展人数也在不断印
证着“博物馆热”的持续——2月17日
当天，河北博物院观众人数突破了 2
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博物馆要发挥文化服务职能，首
先要让公众对博物馆有兴趣，让之前
不感兴趣的人也能进到里面来。”杨志
刚认为，发生在河北和上海等地的“博
物馆热”印证着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
和文化消费的升级。

毫无疑问，博物馆正在迎来属于
自己的春天。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博物馆数量从 1978
年 349 家增长到现在 5000 多家，年
举办展览 2 万余个。一方面，博物馆
在展示城市历史、满足大众文化需求
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另一方面，
大众亲近博物馆的意愿愈发迫切。
在博物馆与大众的联系越发紧密的
当 下 ，社 会 关 注 度 和 影 响 力 空 前
提升。

只有先让博物馆“热起来”，才能
让文物“活起来”。如今，已经大热的
博物馆让文博人欣喜的同时也沉下心
来深思，博物馆为什么突然就“火”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业内角
度看，博物馆作为提供文化服务的机
构，这几年我们看到各地博物馆不断
创新发展，提供了很多教育性强的活
动和让观众感兴趣的展览，互动式的
观展体验更是层出不穷且形
式多样。”罗向军介绍，无论
形式如何变化，博物馆对文
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
价值的诠释与解读，通过文
物将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好生
活相融相通，提升人民生活
品质的目的始终如一。

细心的业界人士从博物
馆功能次序的调整，预见到
了如今的博物馆热。2015
年 3 月 20 日开始实施的《博
物馆条例》，将博物馆的三大

功能做了次序调整，从过去的“研究、
教育和欣赏”，调整成了现在的“教育、
研究和欣赏”，将教育功能提到首位。
此后，如何不断创新形式讲述文物背
后的故事，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成为
博物馆的一个工作重心。

博物馆参观人数的攀升，必然带
来新问题，在火热的温度下隐藏着薄
冰。罗向军基本每天都要到河北博物
院各展厅里走走转转，节节攀升的人
流量让她深切感受到观众对公共文化
服务需求的持续高涨，但是人声嘈杂
等不文明现象频出却让她日渐感受到
人气旺所带来的压力。

与此同时，春节期间博物馆骤增
的参观人流，也让多家博物馆感到了
压力，纷纷推出了“限客令”，许多博物
馆粉被无奈地挡在了博物馆大门外。
即便是有幸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也
感到些许失落——“观展体验变差”成
为普遍存在的实际问题。

“要解决观展高峰人流量激增的
问题，不仅要在削峰、限流方面下功
夫，还得进行有序疏导，提升服务质
量。”面对还在持续增长的观展人流，
罗向军一直关注着大众的观展体验。
她认为，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博物馆
还需要不断努力。比如，观众排队时
间长、进馆难的问题，关键在于观众和
博物馆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等，人们事
先无法获知当天参观人数情况，只能

通过现场排队进馆。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今年，河北博物院将引进更加先进
的网上预约设备，限定每日参观人数
上限，避免人多超出博物院承载能力，
保证参观体验和质量。同时，让观众
可提前多日在网上进行观展预约，以
便更好地疏解观展高峰人流。

增加有效供给，也是平衡博物馆
供需关系的重要手段。2017 年 2 月，
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对博物馆事业做出明
确规划。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全国
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将达
到每 25 万人拥有 1 家博物馆，观众人
数达到8亿人次/年。

“到今年底，河北各市都将拥有或
开工建设市级博物馆。”在省文物局博
物馆处处长李宝才看来，博物馆要有
量的扩张，更要讲究质的提升。博物
馆需要在人性化、合理化上进行深耕
细作。毕竟大众需求是多元的，公众
走进博物馆，在欣赏文物藏品的同时，
还应能够听论坛讲座、分享学习体验、
共享数字化文化信息资源等。

此外，张慧国观察发现，在节节攀
升的参观客流中，有相当一部分走进
山西博物院的人群是“猎奇式”观展，
进馆后直奔“镇馆之宝”，拍照“打卡”
快速离开。极少部分观众是把文物
当成艺术品来欣赏，提升自己的人文
修养。张慧国更赞同博物馆参观者

要以陶冶情操、提升艺术修
养为最终目的。“目前，虽然
博物馆很热，人流量也十分
可观，但是公众对博物馆还
没有形成较理性、客观的认
识，这一点在大众的观展目
的上体现得最明显。对于
观众来讲，学会欣赏文物展
览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

‘博物馆热’要想持续下去，
在如何理性利用博物馆方
面，广大民众还需要做更多

‘功课’”。

无疑，当下博物馆已是大热，但是
博物馆热之后，下一步该如何走？

杨志刚认为，当下的“博物馆热”
现象说明了大众精神文化方面的需
求，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应
该有回应，那么博物馆热之后，要求博
物馆为大众供给更多优质的文化产
品，探究出参观者真正的需求。

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博物馆与大
众的关系。随着我国文博事业快速发
展，博物馆的展览早已不再是简单地
把文物摆出来、挂上去就完事大吉
了。博物馆不再是高高在上、让人望
而生畏的教育者形象，而应让人觉得
既是一个艺术的殿堂，同时又是一个
生动活泼有趣味的教育场所。在博物
馆业界人士心里，博物馆和公众要建
立一种互动的新型社会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要为大
众提供更多与时俱进的产品。源于
此，河北博物院通过科技创新，引进许
多黑科技，比如“3D 裸眼技术”“VR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为博物院发
展带来了新的可能，也给观众带来了

新的体验。罗向军认为，创新是让“博
物馆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可以让博
物馆“火”起来之后再“活”起来。

而对于创新，观众的感受则更加
敏锐和直观。“用手机拍个照片，就能收
到文物的文字和语音介绍，还能进行评
论分享，没想到现在博物馆还能这样
逛。”三个小时的观展留给博物馆铁粉
裴爱红最深刻的印象是黑科技——
新型智能导览服务微信小程序“博物
官”，它可以依托图像智能识别技术，无
须消耗流量下载，直接扫码获得，观众
可以拍照识别文物，获取有趣的语音解
读、多角度高清图片等数字信息。

创新之外，公众对于博物馆需求
的多元化在当下越来越明晰。“不同学
历背景、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性别的观
众对于博物馆的需求各不相同。博物
馆在为观众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内容方
面，还有更多提升空间。”张慧国认为，
只有满足公众的多元需求，才会增加
参观者再次进馆的热情和黏度，持续
享受博物馆文化带来的乐趣。

“博物馆是时间和空间的凝结

点。从时间线上看，博物馆承接过去，
展望未来。当下‘博物馆热’现象的出
现是好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学者林红看来，博物馆热既反
映了大众节日休闲理念和方式转变，
也体现出博物馆日益走入百姓日常生
活、成为公众文化生活必需品的新常
态，这种热度的持续，需要与时俱进地
更新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
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从“火起来”到“活起来”，看似简
单的一句话，要实现却需要不懈努
力。对此，故宫博物院“掌门人”院长
单霁翔最有发言权。

“博物馆怎样才能让观众真正喜
爱上呢？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将博物
馆的文化资源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人们
的知识财富，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
来’，融入百姓生活。让文物‘活起来’
就表明它们应该还活在当下人们的生
活中，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就需
要系统地挖掘文物文化遗产内涵，以
多种方式展示出来。”在解读“活起来”
三个字时，单霁翔的话意味深长。

从“火起来”到“活起来”

初春里的“火与冰”

春节期间，河北博物院迎
来了如潮的客流。

记者 田瑞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