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博物馆这类场所，最
高理想还是应该全部呈现真品，
它是原物的传达，而不仅仅是图
像信息。真实性、对原物本身的
了解是高品质的观赏的一个必然
要求，距今一千年和一百年的展
品，区别还是很大的，所以要把
握一个‘度’。如果一个艺术博
物馆有六个展览，其中至少应该
有四个是以原件为主的。尤其是
比较大的博物馆，确实应该避免
低级的复制品。”苏丹补充道，

“尽管很不容易，但也要把真品
拿到馆里。这就是秉持一种真诚
的态度，体现博物馆作为一个公
共教育机构要传递准确的知识这
一精神。”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
育部主任任蕊则认为，入展的

“复制品”究竟是否值得看，也
应当分情况讨论。“博物馆如果
粗劣地复制、生搬硬套或者篡改
经典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并且
在复制之后并未进行研究性的梳
理、对公众的专业诠释与导览，
会让观众失望，是不可取的。”

但高仿品和原作毕竟是有区
别的，无论用什么样的高科技复

制，见不到真品，人们的心中也
会存在心理落差。那么这种落差
怎样弥补？任蕊认为，这个时
候，对观众的专业诠释工作就很
重要。“对于这种落差，还是要
做好公众导览、讲座、工作坊等
公共教育活动，不应有欺骗性，
对待复制的态度还是要以学术
的、教育的、非营利的态度展
开，让观众能够接触到更准确的
文化艺术信息，更多了解到艺术
背后的故事和艺术成就。”

“面对各类观众分类研究，
我们做了10多场的工作坊和6场
专业学术讲座，邀请了国际上研
究达·芬奇的专家学者讲解达·
芬奇的生平经历和艺术成就，还
完成了近千场社会公益导览，让
观众了解他不为人知的故事。当
公益导览人员不断向观众介绍、
讲解作品的问世时间、讲解在艺
术史上有什么样的丰碑式的价
值、讲解原作为什么不能来到中
国以及应该如何看待文艺复兴时
期的艺术，观众就会抱着一种研
究、学习的心态，知道这是一次
以低成本获得较高的教育价值的
观摩。”任蕊补充解释道。

博物馆对观众需加强引导

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智慧博物馆将颠覆传统的展
览体验，让展览、文物、知
识与参观者之间发生奇妙的

“化学反应”。专家指出，人
工智能将从三个方面给博物
馆参观带来奇妙体验。

1.智能管理。不久前，
上海博物馆宣布建成首个博
物馆数字化管理平台，该平
台已通过验收并投入应用。
通过展馆APP及WIFI信号抓
取的客流数据，博物馆可以
实时了解各展厅人员数量，
一旦出现人流拥挤，系统就
会亮灯报警，保证观众安
全、舒适的参观体验。这一
系统还能让博物馆对观众的
需求了如指掌，获悉哪些展
品最受观众喜爱、观众在每
一件展品前逗留的时间，也
可以分析博物馆网站、微

信、APP 和临时展示及活动
的传播效应。

2. 智 能 服 务 。 今 年 年
初，湖北省博物馆使用一台

“国宝讲解机器人”为观众导
览，在现场为游客解读文
物。据悉，上岗仅三天，它
就回答了7000多个问题，获
得9成以上观众点赞。

3.智能体验。在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一面长达 12 米
的超级炫酷“魔镜墙”背后隐
藏了上海6000年来最重要的
历史数据和信息。据介绍，它
可同时支持32人在线点击。

根据AI博物馆计划，观
众今后在参观博物馆时，只
需拿出手机扫码，就能与虚
拟机器人“小度”在线交
流，听它绘声绘色讲述文物
故事。即使外国观众也毫无
障碍，因为机器人会提供即
时翻译服务。 据新华社

人工智能，给参观者带来奇妙体验

刚刚过去的暑假，博物
馆俨然成了家长和孩子们的
“第二课堂”，人们在欣赏展
品的同时也在学习知识、体
验文化氛围。然而，出于各
种原因，一些博物馆把重要
文物用复制品代替陈列的现
象也有很多，甚至出现了
“纯复制品”的展览，让观众
不必跋山涉水，在展厅内就
可尽情欣赏难得一见的中国
古代壁画、西方名画作品等
艺术品的“高仿真品”。记者
发现，这类展览也吸引了为
数不少的观众。

那么，艺术复制品进入
博物馆是否会有损博物馆展
览本身的原真性、权威性和
严肃性？如何看待艺术复制
品越来越多登上博物馆的
“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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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展出复制品，尺度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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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打卡”博物馆
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为
更多的人打开了一扇走进传
统文化的大门。那我们参观
博物馆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自觉遵守秩序，不大
声喧哗。

博物馆是让我们静下心
来感受传统艺术的地方，因
此在博物馆内，我们应该保
持安静，尽量不要大声交
谈，拒绝跑动和打闹。

2.不随意触摸展品。
一些人认为触摸文物可

以给自己带来好运，不由自
主想去摸一下，但手上的油
脂对文物来说是致命伤。除
了触摸文物，还有一部分参
观者认为许愿撒钱可以给自
己带来好运，虽然有明确规
定“禁止投币”，但这样的行
为仍旧屡禁难止。

3. 不要在展厅内吃东
西、喝水。

为了保持博物馆内的卫
生，不要在展厅里饮食，需
要吃东西时可以到博物馆的
休息区补充能量。

4.不能使用闪光灯拍照。
大部分博物馆的照片是

允许拍照的，但不要使用闪
光灯。因为部分文物，比如
古代的漆器、字画、彩陶
等，都会在强光下褪色，闪
光灯会缩短它们的寿命。一
些明确规定禁止拍照的展
览，我们要自觉遵守规则，
用眼睛记录美好。

5.尊重讲解员。
认真听工作人员讲参观

规则和注意事项，在参观过
程中有疑问可以先听讲解员
讲解结束，再小声礼貌地询
问讲解员，讲究礼貌用语。

参观博物馆 应该注意啥

今年以来，“古代壁画暨流
失海外珍贵壁画再现传播与展
示”展览亮相中华世纪坛；由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意大利驻华使
馆文化处联合呈现的全球艺术教
育推广项目中国首站“达·芬奇的
艺术：不可能的相遇”在央美美术
馆展出。上述展览通过细致的临
摹、高清晰度且等大的复制等方
法，让观众得以接触到难得一见
的中国古代壁画、西方名画作品。

“博物馆陈列复制品的情况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出于保
护的目的，比如长时间在外陈列
但环境达不到保护的要求，就会
以一些高仿的复制品替代；还有
重要的馆藏出去巡展，这时可能
会用复制品来‘补缺’；再有由
于文物原物无法移动，只能用复
制品展示，比如敦煌的壁画对外
巡展，是用高清晰度的扫描等方
法制作的。此外一些特殊类别，
比如摄影图片展上也有复制品，
但需要收藏原版图片的一方授权
才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
馆长苏丹表示。

“有些国际知名的艺术品出
于安全等各种原因确实很难到处
展览，同时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
也很难到博物馆现场欣赏真品，
那么最佳的替代方法也就是高仿
真复制品的出游了。”中央民族大
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张铭心解释，

“其实这种做法在敦煌早就开始
了。因为环境闭塞的石窟里如果
人来人往，势必对石窟壁画造成
破坏，所以敦煌很早就做了一个
高仿真的石窟壁画展览。某种程
度上说，这样的高仿真展览比原
物看得更清晰，因为这里可以用
明亮的灯光照射，可以充分满足
视觉效果，而原物则不可以。”

除此之外，高昂的成本也是
博物馆在设计展陈时不得不留下

“原作不能露面”这一遗憾的原
因。“比如做吴冠中先生的展览，
大部分都是原作，但几张代表性
的是高仿真的，因为很难借到或
者运费等成本太高。”苏丹坦言。

陈列复制品
通常是“无奈之举”

故宫文创仿甜白釉暗花缠枝
莲托八吉祥纹碗做成“吉字茶
具”，贵州省博物馆将鎏金三足
铜鍪变成可以栽种植物的袖珍花
盆……近年来，博物馆里和展品

“长得越来越像”的纪念品越来越
多了。不少专家表示，复制品越
来越多地走进博物馆，实际上反
映出博物馆的功能定位逐渐由过
去主要面向专业人员研究开放到
更宽广的大众文化空间的转变。

“高科技在博物馆的深度应
用，让观众更好地实现和展品面
对面的交流与互动体验。所以新
科技的发展、博物馆新科技的应
用是必然趋势，能让博物馆的藏
品活起来，让中国传统艺术的精
髓走进人民生活中。”任蕊表示。

“以复制品代替真品的好
处，是其更能满足观众对文物接
近的需要，可以让观众更进一步
进入场景，而真品往往是拒人于

千里之外、很难融入的。我倒是
认为，一个展览可以把真品放在
展柜里，把仿制品放在体验区，
这样就弥补了以上所说的遗憾。
今后的博物馆，真品的展览可能
越来越少。通过数字化的展示，
观众不仅看到文物，还可以走进
文物本体的时代和地域的场景、
通过文物讲故事、通过数字化技
术展现故事场景。”张铭心说。

任蕊还认为，艺术复制品的
呈现也可以采用多维多层次的方
式，在仿制经典艺术作品的过程
中，全面还原其状态、质感、文化
特性；除此之外，用高精尖科技媒
介展览艺术作品的方式，以及
VR、全息影像等全新技术的互动
和观众体验，也在不断地发展。
最后，艺术衍生品的设计与生产、
销售、3D打印复制，都是把艺术
品带回家、让艺术品深入人们生
活的方式。 据《光明日报》

通过艺术复制可实现“把展品带回家”

观众在博物馆参观“牛虎铜案”（复制品）。 据新华社

博物馆最初萌发于人们
的收藏意识，早在 4000 多年
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
统治者就开始注意寻找珍品
奇物。

缪斯神庙是人类历史上
最早的博物馆，与我们今天
的博物馆不同的是，缪斯神
庙是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
里面有大厅研究室，陈列天
文、医学和文化艺术藏品，学
者们都聚集在这里，做研究
工作。缪斯神庙在公元 5 世
纪时被毁于战乱。

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出现
在17世纪后期，在18世纪，一
位英国收藏家决定将自己近
八万件藏品捐献给英国王
室。由此王室决定成立一座

国家博物馆。1753 年，大英
博物馆建立，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
馆。

中国在先秦时期，王室、
宗庙、府库就已经开始收藏
文物珍品了，秦汉以后文物
收藏仍以皇室为主。宋至明
清，除皇室收藏外，以官僚、
士大夫为主的私人收藏也逐
渐形成风气。到了19世纪中
叶以后，产生了近代意义的
博物馆，但由于中国当时处
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博
物馆事业并没有得到充分发
展。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才使博物馆建设事
业进入到一个空前的繁荣时
期。 晚综

博物馆的由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