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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笔者上月参加了在上海的一

次培训活动，期间，聆听了上海博

物 馆 原 馆 长 陈 燮 君 的 专 题 讲 座 。

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介绍该馆曾

在 2003 年 9 月举办了“《淳化阁帖》

最善本特展”，在上海全社会引起

了极大的轰动效应，“《淳化阁帖》”

一时间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包 括 当 地 的 出 租 车 司

机 都 成 为 它 的“ 粉

丝”。这引发了笔者的

思考：博物馆作为一个

提 供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重要场所，其举办的展

览 到 底 该 如 何 有 效 发

挥社会功能、切实为观

众服好务？即，如何让

博物馆接地气，让所在

地 域 内 的 观 众 真 正 感

受到文化、文明给他带

来的知识、艺术以及审

美的享受，而不是看起

来“高端大气上档次”，

却又门可罗雀，观众望

而却步。笔者认为，除

了 展 览 本 身 的 质 量 之

外，还应当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

首 先 是 要 做 好 展

览 的 新 闻 宣 传 与 专 题

推 广 工 作 。 纵 观 社 会

反响较好的陈列展览，

应 该 说 都 离 不 开 完 备

详 尽 的 新 闻 宣 传 与 专

题 活 动 推 广 。 在 当 前

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

不 论 举 办 的 展 览 设 计

多么考究、展品如何珍

贵 、内 容 多 么 丰 富 ，都

要 拿 着“ 扩 音 器 ”大 声

喊 出 来 。 酒 香 还 怕 巷

子 深 ，要 有 自 我 营 销 、

自 我 宣 传 意 识 。 要 知

道 ，参 观 人 数 多 、社 会

关注度高，不一定是成

功的展览，但若是无人

问 津 ，门 庭 冷 落 ，肯 定 是 一 个 失

误。首先是要提前了解展览的性

质、内涵和主旨思想，做到心中有

数，这样在宣传推广实施过程中才

能有的放矢；其次要根据展览大纲

提前启动新闻宣传专题推广工作，

并制定详细的宣传策划方案；第三

是要确定合适的宣传方式和媒介

范围，明确不同时间段的宣传推广

任务和具体形式和手段，比如中央

媒体与地方媒体、行业性媒体与都

市性媒体的组合搭配，线上与线下

的互动等。

其 次 是 要 有 辅 助 的 教 育 活

动。众所周知，公共教育是博物馆

事业的核心职能之一，缺乏良好公

共教育职能的博物馆，如同没有灵

魂的躯壳。具体到一个展览来说，

开展相应的辅助教育活动显得尤

为重要。当然，也不能为了开展活

动而去生搬硬套，必须根据展览的

不同特点，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开发

各具特色的教育活动，达到寓教于

乐 、启 迪 智 慧 、促 进 良

好价值观形成、认识与

认知同步的终极目标。

最 后 是 要 举 办 好

专题讲座、论坛或艺术

沙 龙 活 动 。 对 一 个 展

览而言，如果说提供讲

解服务、开展教育活动

是 对 内 容 本 身 横 向 的

拓 宽 和 延 伸 ，那 么 ，举

办相应的讲座、论坛或

艺术沙龙类活动，就是

对 一 个 展 览 内 涵 和 品

位 的 升 华 。 讲 座 、论

坛、艺术沙龙邀请的嘉

宾 多 为 某 一 领 域 的 知

名专家、学者或网络名

人，主题也会围绕领域

内 某 一 具 体 问 题 进

行。参与讲座和论坛，

往 往 能 体 验 到 思 想 的

火花式碰撞，促进对展

览的深入了解；艺术沙

龙，则更能起到带动和

引领作用，对展览本身

是 一 次 很 好 的 宣 传 。

2011 年，国家博物馆和

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

德 累 斯 顿 国 家 艺 术 收

藏 馆 以 及 巴 伐 利 亚 国

家 绘 画 收 藏 馆 联 合 举

办 了“ 启 蒙 的 艺 术 ”大

型展览，展览展出期间

举 办 了“ 启 蒙 之 对 话 ”

讲座系列活动，一年内

共举办 5 次。活动从 5

个 主 题 开 展 研 讨 和 讲

座，在长达 1 年的时间

里，邀请中德知名专家、学者、艺术

家等从经济、社会、艺术等不同角

度回顾启蒙运动的历史渊源，共同

探讨启蒙运动对当今社会生活的

影响，通过交流达成深层理解，借

助对话建立广泛合作。

事实上，要 让 博 物 馆 展 览 的

个中文化意义和内涵真正为全社

会 观 众 所 接 纳 和 理 解 ，我 们 要 做

的 工 作 还 很 多 ，但 只 要 我 们 更 务

实 一 点 ，更 加 贴 近 生 活 、贴 近 观

众 一点，会有更多的 观 众 为 我 们

点赞。

《清明上河图》、《五牛图》、《伯远

帖》、《游春图》……9 月 8 日，“石渠宝笈

特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展迎客，

众多国宝级书画集体亮相，吸引了社会

各界和大批观众的目光。早上 7 点，午

门门口就开始有观众排队，据统计，当

天共有 8500人参观了展览。

283件珍品：难得一见的皇家收藏

2015 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 90 周年，

故宫博物院在一整年内将陆续推出一

系列精品大展，“石渠宝笈特展”便是其

中的重量级展览。

据介绍，此次“石渠宝笈特展”一共

展出书画藏品 283件，展出的书画文物规

格之高、一级品之多，在故宫博物院乃至

整个中国博物馆界都极为难得。“故宫博

物院馆藏历代名家书画真迹众多，其中

不乏宋元之前的作品。但是，书画文物

不比青铜器、瓷器等其他文物，由于质地

多轻质易损，而年代久远的作品因之前

收藏条件的局限和流转次数较多，而发

生过不同程度的伤害，给今天的文物藏

品保护增加了难度。为此，故宫博物院

规定对于珍贵书画藏品，只在春、秋季

节方可以展出，每次展出时间不得超过

两个月，一次展出以后这件书画藏品必

须回到库房‘静养’三年以上。”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

公众熟悉度最高的北宋张择端《清

明上河图》在展出中备受关注。特别是

此次这一全长 528 厘米的书画作品全卷

铺开陈列，亦属难得一见。10 年前，为

了庆祝故宫博物院 80 年院庆，这幅作品

曾经展出，之后只分别在香港和日本展

出，但都未曾全卷展开。据故宫博物院

书画部负责人介绍，为保证这些珍贵书

画健康稳定、益寿延年，此次两个月的

展期中间，即 10月 12日将更换部分书画

展品，使一些重要的书画藏品实际展期

只有一个月，既让观众们能够看到更多

故宫博物院的书画珍品，也是对珍贵书

画的一种特殊保护。

国宝故事：与时代共浮沉

“石渠宝笈特展”除了展示珍品之

外，还较多地叙述了书画流传、递藏的

经过。据介绍，这样设计旨在对专业人

员研究《石 渠 宝 笈》著 录 书 画 乃 至 书

画 史 、鉴 藏 史 有 所 助 益 ，同 时 增 进 普

通 观 众 对 古 代 文 化 与 艺 术 的 认 识 。

例 如 为 让 观 众 获 得 更 加 直 观 清 晰 的

认 识 ，策 展 专 家 特 意 绘 制 了《石 渠 宝

笈》初 、续 、三 编 在 紫 禁 城 、圆 明 园 贮

藏书画的地图，并列举学诗堂这一贮

藏地点，展出其相关文物。

《石渠宝笈》编撰完成至 今 的 200

年 里 ，著 录 中 的 国 宝 与 时 代 共 沉 浮 ，

经历了离散、失落与重逢。本次展览

展出一部分重回紫禁城的国宝，其沉

浮背后的人与往事，令人感念。

本次策展人之一、故宫书画部专家

张震介绍，国宝回宫主要通过四种途

径：调拨、征集、个人捐赠和重金回购。

调拨和征集中，东北博物馆（即今

辽宁省博物馆）的征集起到了关键作

用。北宋燕肃《春山图》卷、李公麟《临

韦偃牧放图》卷、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卷，都是经东北博物馆收集后上调给故

宫的。个人捐赠方面，著名收藏家张伯

驹捐赠了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小雅节南

山之什图》卷等名作；1952 年，朱翼盫后

人将宋拓《游似藏开皇本兰亭序》捐赠

入藏。东晋王献之《中秋帖》卷、唐代韩

滉《五牛图》卷、宋代张先《十咏图》卷

等，均是国家回购并调拨给故宫的。

这些饱经沧桑的书画珍品在重回

故宫后，得到了妥善保护。上世纪 50 年

代，唐代韩滉《五牛图》卷从香港回购重

归故宫时，已经破损不堪。1977 年，经

故宫专家重新揭裱、补笔、全色，重获新

生；北宋米芾《苕溪诗》卷，从荣宝斋收

购时，已多处撕裂、缺字，经修复、补笔

后才恢复了昔日神采。

宣传、服务：让展览深入人心

据单霁翔介绍，此次“石渠宝笈特

展”注重加强宣传推广，为了让更多的

公众了解此次展览，提前预热和深化解

读，在机场、地铁、公交汽车上设置广

告，开办网上展览，充分发挥微博、微信

的传播作用，并提前公布展品目录，便

于观众提前了解展品。同时，配合该展

览 ，及 时 准 备 了 相 关 的 出 版 物 ，包 括

《〈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石渠宝笈

特展》展览图录及《紫禁城》刊物所推出

的《石渠宝笈》专刊。

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观众人数的

增多，工作人员根据武英殿内的情况，

开始采取临时限流措施。根据电子计

数器统计，当殿内人数接近 200 人时，武

英门门口暂不放人进入，量出为入。为

避免观众排队无聊，工作人免费发放精

美的明信片。一旁的故宫书店内有关

于展览、展品的书籍、宣传册，可供游人

先睹为快。

此次为了使到现场的观众更好地

了解展品，故宫增设了 500 台专用自动

讲解器，增加 30 名 志 愿 者 开 展 专 题 讲

解 服 务 。 展 室 内 WiFi 硬 件 设 备 安 装

和互联网带宽接入，实现良好无线上

网环境。展厅内约 1/3 的展品旁配置

了二维码，展览期间将在展区内提供

无线网络，观众扫码后便可详细了解

文物的幕后故事。

赏书画、听故事
——“石渠宝笈特展”集中展示故宫书画珍品

本报记者 翟 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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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

青岛市博物馆“暑期国学亲子体验营”

家长和孩子共同诵读《礼运大同》的声

音。伴随暑期的结束，青岛市博物馆针

对不同年龄段观 众 群 体 开 展 的“ 小 创

客暑期社会实践”“老年书画学习班”

“成人传统鲁绣体验秀”和“方寸之间

刀 石 相 接 —— 篆刻公益学习班”也相

继落下帷幕。青岛市博物馆馆长隋永

琦介绍，作为社会课堂的重要基地，青

岛 市 博 物 馆 始 终 秉 持“ 开 放 办 馆 ”理

念 ，以 服 务 公 众 为 目 标 ，通 过 不 断 创

新，激活博物馆教育新能量，让文化遗

产真正活起来。

运用流行新元素讲述地方老故事

“大家好，我是龙儿，是生活在青岛

地区的东夷先民，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

国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是今

年端午节，青岛市博物馆卡通形象代言

人“龙儿”和观众在进行端午怀古。

为激活文化教育新活力，让凝固的

历史焕发新的生机，青岛市博物馆寻求

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将当下流行的

“穿越”融入社会教育活动中，推出了由

讲 解 员 扮 演 的 卡 通 形 象 代 言 人“ 龙

儿”。两年来，活泼可爱、备受喜爱的龙

儿已带领观众开展了“龙儿讲故事——

东夷文明讲述”和“东夷探源——时光

宝盒”活动。每一次“龙儿”的闪亮登

场，观众们无不为这鲜活的卡通教育形

象所吸引，孩子们更是将“龙儿”团团

围住，瞪着好奇的大眼睛不断地问这

问那。活动中“龙儿”将观众引入了青

岛地区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从上古

东夷族的兴起到青岛解放，青岛故事

立 体 的 呈 现 在 观 众 眼 前 。 此 外 ，“ 龙

儿”还带领观众进行接地气的互动体

验：城市老建筑拼图、瓦当拓片体验、

粘土货币制作、古陶制作等。在参与

的过程中公众了解了地域文化，激发了

别样的家国情怀。

“龙儿”的闪亮登场为博物馆积累

了各年龄段众多“博粉”。博粉们一致

认为：“青岛市博物馆形式多样、内容专

业的活动让大家流连忘返，纵然来过千

百回，每次皆不同。”

活化教育新形式开辟馆校新课堂

青铜器修复室内同学们正拿着准

备好的 2A 试剂(蒸馏水和乙醇混合溶

液)，小心翼翼地用棉棒蘸溶液擦洗铜器

上的锈蚀。书画修复室里，老师正在教

各位同学打浆糊、润画心、托命纸……

同学们干得专心致志。这是青岛市博

物馆和市十五中学合力打造的素质教

育第二课堂的现场，“馆藏探秘实践课

堂”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青岛市博物馆结合自身资源和学

校的需求，不断探索馆校合教新途径、

新模式、新领域，寻找博物馆资源与学

校教育的交汇点，开展有创新性和时代

感的教育活动，体现了博物馆教育实物

丰富、直观性强和知识广博的特征。“馆

藏探秘实践课堂”活动以博物馆资源结

合高中教材内容、教学需要及同学们的

兴趣点为主，将青铜修复和书画装裱作

为课堂实践内容，采取展厅参观、博物

馆专家讲课及现场操作的形式开展活

动。博物馆修复专家将日常的文物保

护技术与学校课程相结合，让学生走进

了博物馆修复室，也让专家走进了化

学、物理课堂。此类活动让博物馆真正

融入了学校教育并实现了博物馆教育

职能的良性发展。青岛市博物馆已将

此项活动常态化、长期化、品牌化，并向

全市中学推广，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孩子

们激发兴趣探索新知的第二课堂。

跨界开辟新领域传承“中国好声音”

一轮明月高悬，丝丝琴音入耳，青

岛市博物馆大厅内正在上演的“2014 中

秋赏乐会”高朋满座。青岛市博物馆致

力于古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依托馆藏

资源优势，以“活化保护”为宗旨，与地

方琴家和国家级专家合作，采用动静结

合的方式，传承非遗文化。定期举办

“博琴雅韵”古琴雅集活动、古琴专题音

乐会和古琴名家讲座等活动，将价值阐

释、深入探讨与技艺传承有序结合；将

馆藏古琴、书画和古籍资源应用在古琴

艺术的推广和传承过程中，全方位、立

体化地将博物馆资源与社会共享。

为 使 社 会 公 众 认 识 古 琴 、感 受 琴

韵，了解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人文内

涵，青岛市博物馆在古琴名家讲座和雅

集活动中将馆藏“松风”“松石意”等名

琴、《赵子昂携琴闲步图》等名画进行同

台展示，通过专家的弹拨和解读使文物

真正活起来，现场观众切身感受到上古

幽音、千年国粹以及古人的琴心画意。

开拓古琴艺术普及与传播领域，每年开

设两期古琴公益学习班，为古琴爱好者

提供免费学习专业古琴技艺的机会。

为方便古琴班学员学习古琴，以馆藏青

岛即墨李宣三《琴学管见》琴谱为蓝本，

编制了青岛市博物馆首个社教活动馆

本教材《青博古琴问阶》。

目前，青岛市博物馆古琴公益班连

开四期，每次均是开班名额即满，古琴

音乐会座无虚席、古琴雅集一座难求。

古琴系列活动吸引了数百位各地古琴

爱好者的参与，更有来自美国的古琴初

学 者 慕 名 前 来 ，可 谓“ 高 山 流 水 有 知

音”，而这些古琴爱好者也逐渐成为博

物馆的忠实粉丝。古琴系列活动使古

琴重回人们的视线，唤起了社会公众对

传统文化的关注和认同，作为“国琴”的

古琴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和喜爱。

隋永琦表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 ，青 岛 市 博 物 馆 将 依 照《博 物 馆 条

例》,充分挖掘馆藏资源，不断创新服务

模式，全面激活博物馆教育新能量，通

过提供紧跟时代脉搏、视角独特的服

务，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各项社会职能，

让多彩的博物馆、精彩的社会课堂点亮

百姓文化生活。

创意课堂激活博物馆教育新能量
———青岛市博物馆创新社会教育工作—青岛市博物馆创新社会教育工作

王英群

工作人员布展《五牛图》

第一期古琴公益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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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近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山东

省文物局《关于举办 2015 年中国国

际文物保护装备博览会的请示》，同

意山东省文物局和济南市政府、省

贸促会共同主办 2015 国际文物保护

装备博览会。

博览会定于 10 月 26 日至 28 日

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

览面积 1.3 万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

位 406 个，展会期间还将同期举办高

层论坛、项目推介会、采购洽谈会等

多项活动，届时预计将有来自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单位参展。

国际文保装备博览会将在山东济南举办

本报讯 9月8日，敖汉第一村民

俗博物馆开馆仪式在内蒙古自治区敖

汉旗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单位

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开馆仪式。

敖汉第一村民俗博物馆于 2013

年 10 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批

准成立，由收藏爱好者丁起义投资

兴建，是敖汉旗第三家运营的民营

博物馆。该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8000

多平方米，展厅面积 4310 平方米，

内设华夏古今八千年、一村民俗展

敖汉、太阳升起皆圣地、名人名录·
字画展等 5 个展厅，展出各类文物

6000 余件（套），精品 410 余件（套），

其中八千年石人、元青花大罐、清代

扎萨克王爷印等精品文物成为馆藏

展览亮点。

敖汉旗旗长于宝君表示，敖汉

旗历史文化悠久灿烂，境内有 7 种距

今 1 万年至 4000 年不断层的史前文

化，分布有各个时期不可移动文化

遗址 4000 余处。这些厚重的史前文

明元素，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民间文

物爱好者、收藏者。敖汉第一村民

俗博物馆将充分发挥优势，找准功

能定位，为敖汉旗经济社会发展创

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李佳霖）

敖汉第一村民俗博物馆开馆

本报讯 近日，西安碑林博物

馆历时 5 年，完成了全国古籍普查工

作，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上登录古

籍 2150部。

据了解，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

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国家古籍登记

制度，加强各级政府对古籍的管理、

保护和 利 用 。 全 国 古 籍 普 查 登 记

工 作 ，利 用“全 国 古 籍 普 查 登 记 平

台 ”建 立 全 国 古 籍 普 查 基 本 数 据

库 。 在 古 籍 普 查 登 记 基 础 上 ，由

省 级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组 织 本 地 区 各

古 籍 收 藏 单 位 编 纂 出 版 馆 藏 古 籍

普 查 登 记 目 录 ，形 成《全 国 古 籍 普

查 登 记 目 录》。 在 古 籍 普 查 登 记

工 作 基 本 完 成 的 前 提 下 ，由 省 级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负 责 编 纂 出 版 本 省

古 籍 分 类 联 合 目 录《中 华 古 籍 总

目》分 省 卷 ，继 而 由 国 家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负 责 编 纂 出 版《中 华 古 籍 总

目》统编卷。

西安碑林古籍普查平台登录工

作始于 2010 年，历时 5 年，在全国古

籍普查平台上登录古籍为 2150 部，

经、史、子、集、丛五大类齐全，经部

172 部，史部 949 部，子部 424 部，集

部 525部，丛部 80 部。同时，碑林博

物 馆 还 完 成 了 由 国 家 文 物 局 组 织

开 展 的 第 一 次 全 国 可 移 动 文 物 民

国 文 献 的 普 查 工 作 ，登 记 民 国 文

献 为 1990 部 ，总 计 4000 余 部 、5 万

余册。 （文 艳）

碑林博物馆2150部古籍登录全国普查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