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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界动态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建立国家登录制度——

为每件为每件““国宝国宝””办张身份证办张身份证
本报记者 翟 群

调查 102 万家国有单位，登录 1200

余 万 件 文 物 、为 每 件 文 物 办 张“ 身 份

证”，建立国家登录制度……在日前举

办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展

情况新闻通报会上，文化部副部长、国

家文物局局长、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可移

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

主任励小捷如是描述正在积极推进中

的此次“国宝大调查”。

“文物身份证”：
让每件文物有据可查

据励小捷介绍，此次国有单位文物

收藏情况摸底调查工作历时近 1 年，全

国 31 个省（区、市）各级普查机构共向

1020814 家国有单位发放了《国有单位

文物收藏情况调查登记表》，其中机关

251806 家、事业单位 601120 家，国有企

业及国有控股企业 136123 家，其他单位

31775 家 。 回 收 996793 份 ，反 馈 率 达

97.65% 。 其 中 15237 家 单 位 反 馈 有 文

物，约占全部国有单位的 1.53%。文物

系统外单位为 11034 家，占反馈有文物

单位总数的 72.42%。按隶属关系统计，

中央属单位 335 家，省属单位 799 家，地

市属单位 2231 家，县区属单位 9955 家，

街乡属单位 1252家，其他单位 665家。

同时，普查建立国有可移动文物统

一资源库，每件文物生成唯一的 22 位全

国可移动文物登录编号，建立起“文物

身份证”和信息管理体系，为分散在全

国各地区、各单位的文物信息资源整合

及管理利用创造了条件。这 22 位的登

录编号按照“行政区域代码”+“单位性

质代码”+“行业分类代码”+“单位顺序

号”+“藏品的顺序号”生成，一旦确定将

不会变更。记者通过工作人员的演示

看到，在正在建设中的国有可移动文物

统一资源库中输入 22 位编号，就能清晰

反映出该文物的种类、年代、重量、级

别、保存状况等信息。

目前，甘肃、宁夏、陕西等 8 省（区）

已完成认定工作，经过认定并登录的藏

品 1200余万件，上传电子照片 1000余万

张，数据存储量达 2.7 万 G，并以平均每

天 6 万件的速度上涨，普查工作取得重

要阶段性成果。据估计，此次普查登录

的文物将达到 4500万件。

三大保障：
普查背后的工作机制

“此次普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

次针对国有单位可移动文物收藏状况

展开的普查，时间紧、任务重，又缺乏经

验。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文物系统外

单位占反馈有文物单位总数的 72.42%，

而这些单位普遍缺乏文物管理机制，只

是将其作为固定资产来对待，大量的文

物有待专业人员的发现和鉴定。”国家

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

针对这种情况，普查启动以来，中

央、省、市、县和收藏单位建立起五级普

查领导组织体系。各级普查机构和收

藏单位针对普查的关键环节做好人才、

经费等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各项工作科

学、有序、规范、高质量推进。

“任何一项工作的推进，最为核心

的就是人。”宋新潮表示。据介绍，普查

建立完备的普查人员队伍，目前全国共

登记普查员 25829 名，实行统一登记，统

一培训，持证上岗。北京、上海、重庆、江

苏、湖北、湖南、安徽等地还招募培训志

愿者，充实普查队伍。以普查员为主体、

普查专家为资源、普查志愿者为补充的

普查人才队伍全面建立并发挥作用。

“统一制定普查标准规范是普查顺

利进行的制度保障。国家文物局编辑

出版《普查工作手册》，修订发布《馆藏

文物登录规范》，发布《普查出土（水）文

物登录要求》、《普查馆藏自然类藏品登

录要求》。印发《普查藏品登录操作手

册》。”宋新潮说。

据悉，政府对这项工作投入了大量

的资金保障，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

发布的《关于加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

物普查经费保障与管理的通知》明确要

求各地财政部门将普查经费列入年度

财政预算，专项安排。中央财政拨款

4503 万元专门用于全国可移动文物信

息登录平台建设，2014 年全国各级普查

经费落实总额为 4.12亿元。

国家登录制度：
永不落幕的普查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是国

务院在“十二五”期间部署，由国家文物

局主要负责组织，地方各级政府实施的

一项重要国情国力调查项目，是切实维

护我国文化安全，加强文化领域国有资

产管理的重大工程。普查从 2012 年 10

月开始，2016年 12月结束。

“摸清国有可移动文物家底，建立

文物登录体系与管理机制，建设社会服

务 体 系 是 此 次 普 查 的 三 大 目 标 。 至

2016 年底普查结束后，将公布全国可移

动文物名录，将普查成果向公众开放，

实现其社会服务功能。”宋新潮表示，可

移动文物普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并不

是某一次普查就能完成，即使到 2016 年

末首次普查结束，也不代表完全完成。

一方面，对文物本身有一个认识的过

程，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漏报、瞒报、

报得不准确等情况，有赖于登录制度来

弥补。正在建设中的全国可移动文物

信息登录的统一平台将会是一个开放

的平台，力求做到随时发现文物，随时

登录。他透露，首次普查结束后将会出

台相关激励政策，主要包括限制和支持

两方面：前者如只有登录后有身份证号

的文物才能交流、交换或出境展览；后

者则是对登录文物的修复、对保管条件

的改善会有相应的经费支持等。

对于民众关注的民间收藏文物的

登记问题，宋新潮表示，第一次可移动

文物普查是针对国有单位的，在这次普

查结束后会继续开展相关的登记登录

工作，其中将会包括民间收藏文物、境

外文物等。

“这里安静雅致，关键还有精神食

粮，帮着百姓追忆历史，帮着城市提升形

象。”这是山东济南一位市民对山东博物

馆的评价。地处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

的山东博物馆新馆，自 2010年 11月开馆

至今已有 4年多的时间。近年来，泉城乃

至齐鲁大地的民众对博物馆从陌生到熟

悉，慢慢变成了“离不开”。常言道，金杯

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近日，记者走进

山东博物馆，就博物馆近年来的发展、建

设等相关问题采访了馆长郭思克。

传承儒家思想，寓教于乐

目前，山东博物馆有各类文物藏品

20 余万件，其中一级文物 3401 件。1959

年 2 月郭沫若来馆参观时，就曾给予“齐

鲁多文物，年来益发扬”的高度评价。“作

为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在藏

品资源、馆舍条件、办展能力等方面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此，我们把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和发挥博物馆职能相结合，

在藏品保护与利用、展览、科研、社会教

育和宣传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让

馆藏文物真正活起来。”郭思克说。

郭思克介绍，山东是孔子故乡，为

更加全面展示孔子的思想文化渊源及

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山东博物馆于

2014 年启动实施了“孔子及儒家思想展

示工程”。工程通过专家咨询、内部讨

论、实地考察等方式，改进馆内常设展

览“孔子文化大展”的内容与陈列形式，

把山东博物馆打造成孔子及儒家思想

的传播基地与研究重镇。同时，以工程

的阶段性成果为基础，在对外展览交流

中进行初步尝试。2014 年 9 月先后与澳

大利亚阿德莱德艺术中心组委会和‘新

西兰中文周’组委会合作举办了‘孔子

的智慧’展览，向大洋洲人民展示了孔

子的生平、儒家思想及其影响，传播并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郭思克说，为了更好地在青少年中

传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

化，2010 年山东博物馆创立了“孔子学

堂”，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通

过诵读典籍、研习古礼等形式渗入青少

年的日常生活，突出体验，寓教于乐。

科研力量助推传统文化研究

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山东，

在齐、鲁两国并立之前，还有一个起源

于山东、对齐鲁两国的文化性格产生重

要影响的古老文化——东夷文化。“为

充分发挥山东地区东夷文化遗产丰厚

的资源优势，加强东夷文化的考古、研

究，系统深入发掘东夷文化的起源意

义、思想价值和文脉传承，我们实施了

‘东夷文化溯源工程’。”郭思克说。2014

年以来，山东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开

展了“山东博物馆藏甲骨整理与研究”

项目，作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馆

藏甲骨进行全面整理和质料鉴定、甲骨

缀合及内容区分、分期断代、释文等方

面的深入研究。“该项工程进展顺利，目

前已传拓甲骨 9000 余片，拍照、摹写与

释读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经过初步

整理，发现了一些有关‘夷人’历史的新

资料，对研究东夷文化的起源与东夷族

人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郭思克说。

玉器在东夷文化的发展过程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郭思克表示，为深入研

究玉器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

化进程中的作用，特别是玉器在东夷文

化中的特殊地位与贡献，山东博物馆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良渚

博物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系列与史前

玉器相关的展览与学术活动，并取得丰

硕成果。2014 年 8 月至 11 月，山东博物

馆联合省内 17 家博物馆与浙江省良渚

博物院共同筹备策划举办了“玉润东

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

成为浙江与山东两地史前文明尤其是

玉器文明的一次难得的聚会和对话。

创新展览理念，提升文化内涵

“展览是博物馆与观众联系最为密

切的工作渠道，也是博物馆各项工作水

平的直观体现，所以，如何把展览做出

特色、做出水平，做出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 精 品 展 览 是 我 们 一 直 在 思 索 的 课

题。”郭思克说，在管理层面，山东博物

馆实行策展人对项目负责制，由策展人

总体负责整个展览项目，包括展览创

意、策划和筹备等。我们还把项目的完

成情况纳入绩效考核的范畴，打破以往

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没区别的局

面，对项目完成出色的在绩效方面给予

倾斜，在职称的评聘上也提高相应分

值，让踏踏实实干活的人获得成就感和

认同感，并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

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和办展水平，激发员

工的工作活力。在展览理念和展示形

式上，我们打破旧观念的束缚，积极与

民办博物馆、行业博物馆、文化企业以

及境外机构合作办展，通过借展、联展、

巡展、引进与输出展览等方式，发挥文

物的最大价值。

“目前制约山东博物馆发展的最大

困难是人才匮乏，特别是缺乏在全国有

重要影响的领军人才。为了迎头赶上，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扶持和激励措施，

引进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专业人才。近5

年来，录用了40余名硕士、6名博士，35岁

以下的年轻人占到全部员工的1/3以上。”

郭思克表示，今后，山东博物馆将更加注

重专业化、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希望

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将山东博物馆发

展成为全省的文物保护中心、科普教育

基地、文明展示窗口和国际交流平台。

弘扬传统文化 凸显地方特色
———访山东博物馆馆长郭思克—访山东博物馆馆长郭思克

本报记者 刘修兵 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本报讯 3 月 1 日，中国电影博

物馆举办了以“说、说、说——我是

小小电影配音员”为主题的“光影

知识乐园·家庭日”活动。活动中，

工作人员用形式多样的互动小游

戏，为到场的 139 位小朋友和家长

讲解了配音在电影中的重要作用

和电影配音的小技巧，各亲子家庭

还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上台为动

画电影配音，感受电影中的乐趣。

据了解，“光影知识乐园·家庭

日”活动是中国电影博物馆“社会

大课堂—电影课堂”教育系列活动

之一。“这项活动是去年新开发的

课程项目，每月开展一期，现在已

经举办 11 期了，此次主要面向 4 至

12 岁小朋友的亲子家庭，让小朋友

们在配音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并与家长共同演绎，体验

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中国电影

博物馆社会教育部活动负责人说，

今后还将进一步利用馆内丰富的电

影资源，根据电影中的音乐、化装、

特技解密及电影中的舞蹈、化学等

各个方面，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设

置不同的课程，来进一步提升孩子

们对电影技术的认识，丰富孩子们

的课余生活。 （李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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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修兵）作为

文化部 2014 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动漫扶植计划项目的百集系

列动画短片《恭福笑传》，于 2015 年

春节期间揭开面纱，与公众见面。

百集动画短片《恭福笑传》是

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与北京

润通时代广告公司合作制作，先期

推出的《恭福笑传之拜年》作为恭

王府乙未新春回馈大众的贺岁力

作，以恭福贺岁、福报平安、安康是

福 为 主 要 内 容 ，突 出 节 日 喜 庆 氛

围 ，通 过 诙 谐 可 爱 的 原 创 人 物 形

象和精彩的王府历史故事典故，结

合王府服饰、教育、规制、建筑、人

文、礼仪等中国传统文化，用通俗

易懂的方式诠释王府文化，传达健

康向上的人生理念，引导社会大众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打造王府

独特的动漫形象名片，使以“福文

化”为主题的恭王府新媒体动漫，成

为旅游宣传的新窗口。

宣传片片长为 110秒，将通过微

信、微博及网络等形式进行传播。

本报讯 3 月 5 日是毛泽东题

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2 周年，也是

第 15 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为激励广大青年学习雷锋 精 神 ，

积 极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共 青 团 黑 龙

江 省 委 员 会 、省 文 化 厅 同 步 启 动

“3·5”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并于 3

月 4 日在黑龙江省博物馆举行了

启动仪式。

据了解，“3·5”志愿服务系列活

动包括“青春志愿行 共筑中国梦”

“黑龙江省青年志愿者文化展”、共

青团绿色环保志愿服务行动、“青

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承诺签名、

“青春志愿行共筑中国梦”志愿服

务故事分享等。其中，黑龙江省博

物馆举办的青年志愿者文化展览，

以志愿者的历史足迹、行动、荣誉、

风采、形象这五部分内容为主体，

通过实物展示为主、照片与文字介

绍为辅的表现形式，分别从服务赛

会、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

务活动、共建美好家园、优秀典型、

各市地志愿者风采、高校志愿者风

采等方面，全面地展示出志愿者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

神，弘扬了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主

旋律，同时也让观众更直观、更具

体、更真切地感受到志愿服务的社

会价值。 （李 月）

恭王府推出动画短片《恭福笑传之拜年》

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光影知识乐园·家庭日”活动

黑龙江省“3·5”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2014年9月，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龙恩寺内，普查队员和僧侣认真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山东省邹城市普查办工作人员进行文物影像采集。

馆长访谈

（本栏目由玻名堂协办）

法国文化部官员表示，位于巴

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博物馆中国馆，3

月 1 日清晨遭窃，共有 15 件展品被

盗，其中包括来自圆明园的文物珍

品——珐琅麒麟。

其实，近年来发生在博物馆内

的盗窃事件并不少，如 2004 年大英

博物馆连续两次发生中国文物失

窃 ，2010 年 毕 加 索 的《鸽 子 与 豌

豆》、马蒂斯的《田园曲》等五幅艺

术家真迹在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

物馆失窃，2013 年 7 月爱森纳赫市

一座博物馆价值 6 万欧元马丁路德

手 迹 被 盗 。 据 全 球 博 物 馆 行 业

2010 年 的 一 项 调 查 统 计 显 示 ，自

1976 年以来，英国共有 53709 件艺

术品被盗，是全世界艺术品失窃最

多的国家；美国位居第二，登记在

案的失窃艺术品有 21079 件；法国、

意大利分列第三位和第四位。

虽 然 ，博 物 馆 失 窃 的 案 件 不

断发生，但是从总体来看，各国对

博 物 馆 的 安 防 都 是 十 分 重 视 的 ，

各国博物馆的安防措施也是层出

不 穷 。 如 英 国 的 大 英 博 物 馆 ，其

防 范 十 分 严 密 ，报 警 系 统 有 一 种

创 新 功 能 ，也 是 属 于 世 界 一 级 防

范设施。它不仅配有摄像、扫描、

暗度曝影、红外线追踪、低角潜射

等 一 系 列 部 件 ，还 能 及 时 发 现 嫌

疑 人 的 可 疑 举 动 ，并 准 确 无 误 地

将 影 像 投 入 镜 存 传 达 到 执 勤 房

间。德国博物馆和世界其他博物

馆 一 样 都 装 有 摄 像 头 、防 爆 玻 璃

等 ，一 些 高 价 值 的 博 物 馆 还 会 采

用红外线以及激光等其他高科技

防 盗 装 置 ，同 时 在 安 保 人 员 的 配

置上也会加强。

日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在开

放的时候，每个展厅都会配备至少

一名工作人员，作为防范的一个环

节，这些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应

对会场内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他

们都接受过应急培训，包括火灾、

地震应对，作品被盗应对，以及发

现可疑人员时的应对等。此外，每

个大型博物馆都安装了 24 小时监

控录像和夜间机械警备系统。

博物馆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的

重要载体，每一件文物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做好博物馆安防工作

是重要课题。在信息技术革命的

带动下，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

移动通信技术兴起与发展，一种以

物、人、数据动态双向多元传播为

核心的智慧博物馆呼之欲出。智

慧博物馆不仅能够实现博物馆文

物信息的智慧化，让参观者更加方

便直观地了解文物，在文物保护方

面也可以智慧管理。

智慧保护在智能感知技术和

无损检测技术的基础上，对博物馆

藏品的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

定量监控分析，在文物损坏前掌握

其各项特征，实现文物的预防性保

护，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监测—评

估 — 预 警 — 调 控 ”预 防 性 保 护 流

程。另外，面对数量庞大的藏品及

藏品记录、每天多则数以万计的观

众，如何以智能控制技术为支撑，

优化博物馆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

为博物馆决策提供支持，是智慧管

理的重要要求。 （方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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