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农历马年春节前夕，

一场马画盛宴——“骥索丹青——

中国历代画马名作展”日前在辽宁

省博物馆揭幕。唐代至现代绘画

名家的 40 余件作品集中亮相，元代

赵孟頫的《饮马图》、清代徐呈祥的

《枣骝马图》等知名画作悉数在列。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此 次 展 览 有

两件限时展出的国宝级马画很是

特殊。一件是唐代宫廷画家韩干

的《神 骏 图》，另 一 件 则 是 出 自 宋

徽 宗 赵 佶 的《虢 国 夫 人 游 春 图》。

辽宁省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董宝厚

介 绍 ，这 两 件 展 品 均 是 辽 博 的 镇

馆 之 宝 ，此 次 展 览 仅 在 2 月 25 日

到 3 月 9 日 期 间 展 出 两 个 星 期 。

“画作在流传千年之后比较脆弱，

灯光、温度、湿度都会影响文物的

保 存 ，所 以 公 开 展 出 需 要 控 制 在 一

定时间内。”他说。

主办方表示，此次展出的画马作

品中有 35 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另有

5 件出自沈阳故宫博物院，其中的 17

件展品均是首次公开亮相。“自汉唐

画马蔚然成风后，马的艺术形象就在

不断发生变化，本次展览也是对中国

历代画马名作的一次梳理。”董宝厚

说。 （司晓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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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托利亚文明：从新石器时代

到奥斯曼帝国”“中华大文明展”“华夏

瑰宝展”“早期中国展”“中国西域 丝路

传奇展览”“光照大千——丝绸之路的

佛教艺术展”……2013 年，一系列中国

文物展览走出国门，因其主题突出、内

涵丰富，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开拓国际交往新舞台

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分处亚洲大陆

两端，作为土耳其“中国文化年”的压轴

大作，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驻土

耳其使馆和土耳其文化旅游部合作主

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组织承办的“华

夏瑰宝展”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

卡帕老皇宫博物馆举行。彩陶、青铜

器、兵马俑等 101 件（组）华夏瑰宝向土

耳其人民全面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

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土耳其文化旅

游部部长居纳伊对此次展览给予了高

度评价：“我相信作为亚洲东西两端的

两大文明——中华文明和根植于安纳

托利亚平原的土耳其文明，在 21 世纪

能够为亚洲崛起和构建世界和平起到

引领作用。”

继土耳其展出后，“华夏瑰宝展”于

2013 年 4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在罗马尼亚

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这是中罗建交

64 年以来在罗马尼亚举办的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展品价值最高的中国文

物展览。展览历时 3 个月，接待观众 5

万余人，打破了罗马尼亚外国文物展览

的历史记录，被罗马尼亚国家通讯社、

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罗马尼亚国家广

播电台等主流媒体誉为“中罗建交 64

年来共同举办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

长、展品价值最高、参观人数最多的一

次大型文物展览”。曾作为考古专业的

大学生参观 1973 年的中国赴罗马尼亚

文物展的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馆

长欧内斯特动情地说：“能在有生之年，

亲身参与筹备这样一个规模大、举世无

双的展览，是人生只有一次的大事，是

任何博物馆学专家向往的机会。文化

交流的种子已深植中罗人民心中。”

“这件茶盏还是原物？真的已经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得到肯定的回答

后，现场传来阵阵惊叹……作为中国文

化援建非洲的重要项目之一，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至 2014 年 7 月 15 日在摩洛

哥索维拉的默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先

生博物馆展出的“斗品团香——中摩茶

文化交流展”展览期间，中摩两国茶艺

师为观众奉上了西湖龙井、铁观音、乌

龙茶、茉莉花茶、普洱以及甘甜的摩洛

哥薄荷绿茶，观众无不对中国茶艺“精、

清、净、美”的表演赞叹不已。淡淡的茶

香中，一位香港游客兴奋地表示，在她

抵达索维拉的首日看到了来自祖国的

展览，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骄傲。

加强重点地区交流对话

在中国与意大利签署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与意大利共和国文

化遗产与活动部关于促进文化遗产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下，“早期中国——

中华文明系列展 I”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

至 2014 年 3 月 20 日在意大利罗马威尼

斯宫国立博物馆举办。展览精选了国

内 5 家文博单位的 151 件展品，涵盖了

从早期文明到秦灭六国的 3000 余年的

社会历史风貌。辉煌的文明、精美的

展品令人赞叹，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

动部部长马西莫·布雷临时改变行程，

将原本 5 分钟的礼节性参观延长至 50

分钟。

“伦敦今秋最佳展览”——英国《每

日邮报》如此评价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

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举

办 的“ 中 国 古 代 绘 画 名 品 700—1900”

展。这是近年来在英国举办的最重要

的中国古代绘画展。展览精选 5 家中

国博物馆及世界各国博物馆收藏的 79

件绘画珍品。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访华

前专门参观了展览。英国《卫报》记者

乔纳森·琼斯称这次画展达到了“认知

和诗意化的高度”。 本次展览为远道

而来的世界各地游客提供了一个观赏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精品、了解中国历史

文化的绝好机会。

在中日两国关系面临严峻考验的

特殊时期，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

周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日方合作举

办的“中华大文明展”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3 年 9 月 16 日在东京国立博物

馆、神户市立博物馆、名古屋市博物馆

和九州国立博物馆四地举办。展览共

接 待 了 36 万 余 名 观 众 。 日 方 展 览 主

办、协办单位负责人多次表示，中国的

历史文化展览在改善两国关系上必能

发挥积极作用。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我们看到了

日本民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元素的浓

厚兴趣，以及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中日

两国交流一如既往的热情和始终不渝

的信心。”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王军

告诉记者。

维系两岸的精神纽带

2012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3 年 2 月 19

日，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与台北

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合作主办的“商王武丁与后妇

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在台北

故宫博物院成功举办。这是两岸考古

界首度携手合作展出殷墟考古成果。

分隔海峡两岸的 280 件（组）精品文物重

聚故宫。此次展览是继“山水合璧——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之后两岸

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又一段佳话。

自 2011 年起，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与

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协商规划了 5 年

文物展览交流项目。“光照大千——丝绸

之路的佛教艺术”展作为 5年交流项目的

第二个展览于 2013年 9月 14日至 12月 8

日在台湾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展出。

展览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策划，精选陕

西、甘肃、新疆16家文博单位的71件精品

文物，分“缘起”“菩提西来”“梵迹流光”“佛

光普照”四部分追溯了佛教西来东渐的历

史足迹。星云大师在展览开幕式上表

示：“希望今天的人们仍能够透过‘光照

大千’展览，感受祖国大陆上千年灿烂耀

眼的历史文化、古代文明。”展览令台湾同

胞有机会欣赏来自丝绸之路的佛教艺术，

感受佛教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历史渊源。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负责策展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光照大千——丝绸

之路的佛教艺术特展”作为大陆文博单

位自主策展、多省市文博单位联合办展

的合作模式范本，开拓了两岸文物交流

的新思路。

打开看见中国的一扇窗
2013年中国文物赴境外展览回眸

本报记者 刘修兵 实习生 李嘉鹏 国内首家典籍博物馆今年开放

英 国 博 物 馆 儿 童 网 站（Kids

in museum）根据观众的评论编写

了《博物馆儿童宣言》。该宣言鼓

励和支持全英的博物馆、美术馆及

名胜古迹为儿童、年轻的观众及家

庭参观团带来更为愉悦的参观体

验。英国已经有 550 多家博物馆签

署了该宣言，承诺实现《宣言》中的

20条要求。

以下是《宣言》中提出的友好

对待家庭参观者的 20条须知：

1.热情地打招呼，对每一位观

众表示欢迎。研究人员、志愿者、

一 线 的 工 作 人 员 以 及

餐 厅 的 服 务 人 员 都 应

该 共 同 努 力 为 来 访 的

家 庭 观 众 营 造 友 好 的

氛围。

2. 积 极 的 语 言 暗

示。不要说“不”，在展

厅 门 口 告 知 观 众 他 们

可以做的事情，而不要

列出一些禁止的事情。

3.分享故事。聆听

观众的故事，观众团也

可能是专家。

4.从婴儿开始。参

观博物馆，年龄小不是

障 碍 ，博 物 馆 是 进 行

社 交 、刺 激 感 官 、激发

人 思 考 的 地 方 —— 这

对 婴 儿 来 说 是 非 常 完

美 的 环 境 。“ 这 些 多 彩

的 颜 色 和 画 面 为 我 们

带 来 了 生 动 的 艺 术之

旅，我的 6 个月大的儿

子 给 出 了 他 人 生 中 的

第 一 次 点 评 —— 挥 舞

着他的手臂、微笑并制

造噪音。”

5. 跨 越 代 沟 。 祖

辈 们 的 作 用 越 来 越 重

要，促进跨代沟通应成

为 博 物 馆 观 众工作的

重点。

6.邀请青少年参观

博物馆，并任由他们闲

逛，询问他们是否愿意

参与博物馆的工作，并

重 视 他 们 的 意 见 。 让

人 们 了 解 青 少 年 也 可

以为社会做贡献，博物

馆 在 这 一 方 面 可 以 充

当引路人。

7.对成年人年龄的界定保持不

变。如果你对青少年收取成人的

票价，那么如何期待年轻的观众会

自己前往？

8. 走 出 博 物 馆 ，寻 找 新 的 观

众。为馆外的参观障碍负责，即便

不是你设置了这些障碍。

9.在活动、参观和家庭团体票

等方面采取灵活的政策。家庭团

体各异，人数也不同，请考虑不同

的家庭类型来设计票价和活动。

10.在线联络。你的社交媒体

平台和网站必须是家庭友好型，并

能不断更新，这样观众可以很方便

地找到参观信息，准备他们的博物

馆参观之旅。

11.将博物馆打造成让儿童及

家 庭 参 观 者 感 觉 舒 适 、安 全 的 地

方。博物馆可以是一个安全的港

湾，让观众感觉更好。

12.成为社区的核心，提供可供

家庭聚会和聊天的场所——“我很

喜欢这座博物馆，它就是这样一个

空间，我们可以常去走走，做一点

事情，真的很酷。”

13.不要说“嘘！”。如果孩子很

吵闹，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这是

因 为 他 们 很 兴 奋 吗 ？

那很好！然后，抓住他

们 的 兴 奋 点 。 是 因 为

他 们 感 到 厌 烦 了 吗 ？

那么，请给他们找点有

意义的事情去做。

14.尽 可 能 地 告 诉

观 众“ 请 触 摸 ”。 每 个

人 都 会 觉 得 真 实 的 物

品很震撼，引导儿童参

观 那 些 可 以 触 摸 的 物

件，向他们解释为什么

其他的物品不能触摸，

并教导他们尊重藏品。

15.帮 助 儿 童 的 同

时 也 请 向 成 年 人 伸 出

援助之手。有时，表现

羞涩的并不是儿童，他

们 的 父 母 也 需 要 你 的

帮 助 。 为 他 们 提 供 向

导 、地 图 以 及 活 动 ，让

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

16.注 意 到 不 同 家

庭的需求，使用所有人

都能理解的标牌、符号

和 语 言 。 保 证 所 有 的

残 障 人 士 与 身 体 健 全

的 观 众 都 能 享 受 到 你

所提供的服务。

17.充 分 利 用 你 的

不同的空间，无论是室

内还是室外。餐厅、花

园、楼梯以及接待区都

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

18.注 意 观 察 观 众

是 否 感 觉 舒 适 。 确 保

卫 生 间 的 环 境 令 人 愉

悦，有专门存放婴儿车

和 换 洗 设 施 的 房 间 。

卫 生 间 是 唯 一 一 个 每

个 家 庭 都 会 到 访 的 地

方。请提供存放外套、背包、婴儿

车、滑板车和滑板的地方。

19.提供健 康 、营 养 的 食 物 ，

并配有高脚椅和无限制的可饮用

水。你的餐厅应和博物馆其他的

部 门 一 样 体 现 出 对 家 庭 观 众 的

友好。

20.让参观持续下去。与家庭

参观者建立友好的关系，让他们知

道你想和他们保持联系。请在博

物馆的长期决策中邀请他们参与，

给他们提供一个再次来参观的理

由，家庭参观者可以是您最好的倡

导者。

博物馆陈列展览是实现博物馆使

命的最主要形式。据国家文物局统计，

目前，国内博物馆年观众量为 4.7 亿人

次，共举办陈列展览 1.9万多个。越来越

多的博物馆通过转变理念，在主题策

划、资源共享、凸显地域文化、对外联络

合作、新技术新媒体的应用等方面不断

推陈出新，设计推出了很多展陈精品。

然而，有些展览“不够吸引人”“观众不

多”的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日前召

开的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学术研讨会

上，与会的博物馆人不仅回顾总结了近

年来的经验，更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直陈

不讳、深入分析。

陈列精品还是关注现实

“我国博物馆一年的展览数量现在

已经达到了近两万个，然而其中优秀的

展览还比较有限。”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宋新潮表示，“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

习惯于做精品展、珍宝展，关注现实的

展览很少、思想性不够。”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

树以某省级博物馆 2011 到 2012 的 200

多个展览为例，“这些展览绝大多数是

历史性的展览。当然历史性的展览非

常必要，对观众的历史观、民族认可等

方面的教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

们的展览对社会、对当下、对现实的关

注是不够的，仅有几个。英国博物馆协

会今年发表了一个关于博物馆与生活

的报告，提出来博物馆要培养观众的智

力精神、辨认意识和批判事件能力，对

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博物馆应该关注

现实，关注现实生活的热点、难点，比如

生态问题、卫生问题、灾害问题、反贪问

题、贫困问题等，致力于成为参与社会

变革的力量。”他说。

“ 每 天 那 么 多 观 众 走 进 博 物 馆 参

观，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是

不是在想：‘这么多宝贝值多少钱啊？

我要有几件就好了。’这是博物馆文物

展应该传递的价值观吗？这是我们对

待历史、对待文化艺术的价值观吗？”故

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的反问引起

了很多共鸣。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总监韩永说：“现在‘晒宝类’的展览如

此之多，仿佛只有通过‘宝’才能吸引观

众、满足观众，那么就需要反思，我们办

展览的初衷是什么？今后的工作方向

应该是什么？我想未来博物馆展览的

趋势应该从满足猎奇心态、关注‘物件’

转向关注人文精神。”

专业人士还是普罗大众

“ 博 物 馆 事 业 跟 收 藏 相 比 最 根 本

的区别在于其公众性，要让每个人都

有可能享受到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和服

务。如果博物馆跟社会脱节，成为一

种供部分人把玩、欣赏、观摩的对象，

就没有它的生命力了。”宋新潮多次强

调了博物馆展览的公众性。

公众性的实现首先要明确展览的

受众到底是什么群体。根据湖北省博

物馆近期的一份观众调查显示，博物

馆 的 主 体 观 众 是 学 生，占到 45.2%；其

次是家庭观众，占到了 29.8%，因此怎样

针对这个群体的需要和口味来设计展

览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另外，报

告显示农民工和农民 观 众 仅占 0.9%，

与其占人口比例相差悬殊。“如果我们

的农民、农民工观众跟博物馆没有关

系，那么我认为这样的博物馆不是为

大众服务的博物馆。观众群体还应当

包括工人、残疾人等，怎么样适应他们

的需求，怎么样把馆送到他们当中去，

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马自

树说。

展览形式的设计也是实现公众性的

重要基础。多年来，博物馆展厅的展览

信息牌提供给观众的信息量少，往往只

是文物出土时间、地点、朝代，这已成为

展示中的一个痼疾。观众驻足在无人

讲解的展览前，凭感觉和简单的信息牌

来识读展览 信 息 ，深 邃 的 展 览 文 化 内

蕴与观众之间的传达没有得到更好的

链接，削弱了展览文化传播的意义。深

化博物馆展陈服务成为博物馆提高公

共文化服务能力的重要一环。2012 年

上海博物馆引进美国“中国五代宋元

书画珍品”展，约 60 件珍品是中国绘画

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画迹。中

国各朝代书画珍品历来就是一块知识

壁垒，上博在展览文字说明上用足心

力，从每一件书画珍品的内容、形式、

技法，再细化到形貌、骨法、质地、光暗

及情态神韵都进行详细的解析，使得

“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绘画艺术不

仅为专业人士，也为普通观众所接近

和理解。

视觉冲击还是心灵震撼

韩永认为，目前中国大众的文化消

费大多是一种类似“逛庙会”的形式，参

观博物馆也不例外。“逛庙会的人每年

看的是同样的东西，但他并不在乎看到

什么，他关键在乎和谁去，是从众的、感

知的。而博物馆是一种个人的、理性和

科学的。我比较反对‘逛博物馆’的说

法，这种认识也导致了现在博物馆展览

面临的一些尴尬。”他说。

自 1997 年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工

程实施以来，我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无

论是内容、形式还是空间的营造都达到

了新的高度。精品工程实施前期，部分

博物馆把现代化展览理解为“对声光电

的追求”，这就给博物馆陈列展览带来

了一些问题，一是陈列展览经费增加，

二是把声光电的营造当成是展览的所

谓“亮点”，文物湮没在刻意打造的展览

场域中。而现在很多博物馆认识到此

举的弊端，纷纷予以改变，在展陈中以

多种展示手段突显文物内涵和对应的

文化的解读，增加了展陈的内在吸引

力，也降低了展陈造价。

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主任黄

春雨也表示 ：“ 博 物 馆 是 一 个 视 觉 机

构，尤其是新媒体新技术的使用，让博

物馆越来越具有视觉冲击力，但博物

馆更应该是一个沉思之地。”他举了一

个反战主题博物馆的例子，“走进展厅

迎面便是一张巨大的照片，照片中的

孩子们正在一堵被子弹射出无数弹孔

的墙边玩耍，一个孩子天真地把脸凑

在墙上，两只无邪的眼睛正对着两个

弹孔看过来。象征着几十年前残酷战

争的遗物成了孩子们的玩具，这种天

真与残酷的对比以及历史的沧桑感扑

面 而 来 ，让 许 多 观 众 久 久 伫立。这也

是一种视觉冲击力，但更重要的是它带

来了心灵的震撼。”

（配图均为历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评选获奖展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展览？
——来自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学术研讨会的反思

本报记者 翟 群

中国历代画马名作亮相辽博

本报讯 闭馆维修改造的国家

图书馆一期预计将于今年 5 月开馆服

务，其改造重点是建设国家典籍博物

馆、改扩建综合服务楼和国图艺术中

心。国家典籍博物馆将是国内首家

典籍博物馆。

据悉，截至目前，大部分改造区

域已经陆续完成，国图馆舍面积由 25

万平方米增至 28 万平方米。一期各

项开馆工作进入倒计时，2014 年 5 月

将全面开馆服务。即将建成的国家典

籍博物馆，为国内首家典籍博物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开放之日，将举办“国

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主要由金石

拓片精品展、敦煌遗书精品展、善本精

品展、名家手稿精品展等 9 个展览组

成，涉及展品 900 余件，许多馆藏精品

都是首次向读者展出。 （罗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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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九天”楚文物特展 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丝绸文化陈列 中国丝绸博物馆

福建古代文明之光 福建博物院

瑷珲历史陈列 黑龙江瑗珲历史陈列馆

神骏图（局部） 韩 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