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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数字化建设，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博
物馆发展的必然趋势。“云观展”如同
对国内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集中检阅，
既展现了成果，也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
行动计划》等有关政策出台，博物馆界
将继续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目前，馆
藏数据库的建立、文物的数字化展示
等，都显现出数字技术在中国文化遗产
传承和保护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而

“云观展”在增强体验、实现文化广泛
传播等方面也呈现不少闪光点。特别是
伴随5G技术的到来，由技术而衍生的
新理念不断融入博物馆行业，这必将在
文物保护、藏品管理、资源共享、展示
传播等方面带来一系列深刻而持久的变
革，如消失的历史场景得以生动再现，
博物馆服务实现个性化推荐，线下展示
空间转为交互式体验空间……博物馆将
变得更智慧，兼具传统文化厚度和现代
科技魅力。现在的数字化成果，将是未
来智慧博物馆建设的基础，其潜力无
限。

值得注意的是，美术馆作为博物馆
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稍
逊一筹。作为相对侧重展示当下美术创
作的文化平台，美术馆与时代发展结合
更为紧密，更应借科技之力发挥优势，
加快发展步伐，在藏品管理、资源共
享、作品展示等方面推动数字化建设走
向深入。如今，就美术馆呈现的“云观
展”而言，形式还较为单一。如何在虚
拟空间展开更具时代情境和情感体验的
美育实践，还需要美术馆在云端持续探
索。

时代在发展，与时俱进是各行各业
都不能回避的课题，博物馆也不外如
是。在紧跟时代步伐的过程中，博物馆
应进一步借助科技发展的无限潜力，让
展陈方式变得更丰盈，开启公共文化服
务新空间。

据《人民日报》

国际博物馆日定于每年的 5 月 18
日，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发
起并创立的。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
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吸引
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与
和关注，向全世界宣告1977年5月18日
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并每年为国际
博物馆日确定活动主题。2020年是第44
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致力于平
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

今天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足不出户酣享文化盛宴足不出户酣享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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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

近期，传播阵地从线下转移到线
上，各种各样的“云观展”出现在国内
大大小小博物馆的云端。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仅春节期间，
博物馆系统便推出“云展览”2000 余
项，阅读量超50亿人次。今年国际博
物馆日前后，国家文物局将首次尝试
采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传播方式，对
第十七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终评汇报会、“青年视角——多元和
包容的博物馆”论坛、中国主会场活动
开幕式和主旨论坛以及“博物馆之夜”
活动，进行网络直播或话题推送。云
传播成为文化供给新风尚。

当屏幕代替展厅，手指移动代替
脚步探访，“云观展”在丰富审美体验
上迈出了新步伐——在云端，展览突
破时空限制，以不落幕的形式，重建起
个体和社会的文化联结；展品以可供
放大和任意角度翻转的互动输出方
式，满足了观众细细欣赏的需求；同
时，像故宫博物院的“全景故宫”和“V

故宫”，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全方位
呈现更多开放区域与未开放区域，文
化阅读空间被大大拓展……这些多角
度、多维度的体验，无疑都是“云观展”
对线下看展的补充和延伸。

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
各大博物馆联合抖音、淘宝等社会力
量开启线上“直播”，首都博物馆推出

“首博电台”……一种新的传播生态正
在形成，吸引众多网友关注。这种传
播生态，进一步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
的覆盖面，策展人、学者以及文博“大
咖”等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提高了知
识普及率，提升了文化生产力。

与此同时，“云观展”也为资源流
动赋能。如今，汇聚国内各地博物馆

“云观展”平台的网站、微信小程序纷
纷上线，多个数字展览如“点”一样存
在，每个“点”打开又是一个全新的立
体空间，方便了大众。各馆通过藏品

“云互借”也克服了馆藏资源不均等难
题，增强了博物馆讲故事的能力。

“在为不同身世和背景的人们创
造有意义的体验方面的潜力，是各博
物馆社会价值的中心”。不论是线下
还是线上，博物馆领域的每一步探
索，都应当回到博物馆的主要价值和
基本功能这一根本上。

作为文化的汇聚之地，博物馆既
要履行收藏、研究的职能，又要发挥
展示、教育的功能。其追求绝不是在
网络空间、娱乐文化中热闹一时，也
不在于形式上的“猎奇”，而在于给
公众带来美的熏陶、文化的滋养和思
想的启迪，实现“以文育人、以文化
人、以文培元”。这是博物馆构建多
元而包容的文化体系的基础，也是其
提升自身价值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博物馆不断加强学术研
究能力、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成为

“打卡”热地。“云观展”等数字化实
践带来的新鲜体验，让公众对其推陈
出新抱以更多期待。由此反观当下的

“云观展”，虽然为博物馆发展带来新

生机，但复制线下展览依然是其主要
呈现方式，其教育功能还未得到充分
发挥，针对少儿和广大青少年的公共
教育尤显不足。在普惠大众的道路
上，如何细分受众并实现知识和审美
的深度对接，需要博物馆在线上线下
建设中审慎思考。

随着实体场馆重新向公众开放，
如何更好实现线上与线下互动，实现
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与教育相互
促进？资源相对短缺的中小型博物
馆，如何更好发挥自身作用？都成为
需要重新面对的课题。

答案是立足自身，深植本土文
化，激活创意思维，打出“特色
牌”。就像前不久，中华艺术宫在云
端以每期一件藏品的形式推出“轻悦
读”、宁波博物馆推出“每日一物”
等，将馆藏文物的厚重底蕴以简洁明
快的方式呈现出来，以精致细腻的构
思留住了读者的目光，使每一件馆藏
都有了活力。

创新形式 服务大众

回归本体 启迪思想

面向未来 激发潜能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如今，从线下免费开放到
线上“云观展”，博物馆文化传播渠道更加便捷，传播形式更
加多元。在尊重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和
谐共存的价值追求中，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该如何持续发力，
进一步释放潜能？

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省抗疫主题美
术书法精品展”线上展厅。

故宫博物院三维立体展示文物的“数字多宝阁”。

上海博物馆“云”展厅。

新闻1+1

2020 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
场活动于今日在南京博物院举行。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致力
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这在南
京博物院院长龚良看来，与中华文化的
变迁颇为契合。据他介绍，南京博物院
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陕西历
史博物馆等 8 家文博机构共同策划的

“融·合：从春秋到秦汉——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多元与包容”特展将于今日亮
相，选取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具有不同
地 域 文 化 属 性 的 精 品 文 物 200 余 件
（套），向观众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包容开放的独特气质。

5 月 18 日前后，全国各地也将开展
相关活动，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互动
的平台。

据新华社

中国主会场
设在南京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