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 《中国博物馆行业
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
析报告》 的统计， 中国登记
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已由2200
多个发展到 3589个 。 那么 ，
博物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据了解， 博物馆是征集、
典藏、 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
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
所， 并对那些有科学性、 历
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
行分类 ， 为公众提供知识 、
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的机
构、 建筑物、 地点或者社会
公共机构。

尽管博物馆发挥着如此
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实际生
活中， 博物馆在硬件和软件
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互动活动太少， 博物馆
更多还是停留在参观， 缺乏
新意。” 说到博物馆的话题，
采访中不少人表示， 博物馆
活动太过单一， 缺少活动性
的问题让不少人对它望而却
步 。 “我去过不少博物馆 ，
主要是想带女儿增长些课外
知识， 但是图片、 实物这些
内容小孩会觉着没啥兴趣。”
市民刘峥说。

怎么才能拉近博物馆和
参观者特别是年龄较低的参
观者之间的距离？ 对于这个
问题 ， 采访中不少人也给出
答案， 表示互动性是必不可
少的要素之一。 “博物馆的
陈列虽然是静态的， 但是绝
不能只保持着安静的状态 ，
还是要让它动起来， 而组织
互动活动就是让它动起来的
方法。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
走进博物馆。” 从事教育工作
的赵先生说。

关于这点 ， 不少博物馆
也在尝试新做法。 比如， 在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夕， 位
于德胜门箭楼的北京古代钱
币展览馆迎来一批小观众 ，
由北京市文物局宣教中心和
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联合
举 办 的 “ 我 心 中 的 博 物

馆———儿童绘画 、 摄影 、 手
工作品展” 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以史家胡同小
学为试点， 提前征集小学生
以 “博物馆” 为元素的绘画、
摄影及手工作品， 将小朋友
们的奇思妙想以多种方式呈
现给观众， 带大家遨游在小
朋友们童 真 与 智 慧 并 存 的
“博物馆之梦” 里。

市文物局宣教中心副主
任曹秋月介绍， 北京史家教
育集团近年积极探索引导学
生们走进博物馆， 将博物馆
展览和藏品与学生的教学内
容充分结合， 让学生真正地
触摸历史感受历史， 进而引
发学生的自主感悟。 这样馆
校结合的行为在增强学生文
化底蕴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
注入了新的活力， 并且让博
物馆与学校教育有了更紧密
的联系。

本次展览分为 “我心中
的博物馆建筑”、 “我心中的
博物馆展品”、 “我心中的博
物馆展品” 和 “我与博物馆
的故事” 四个展题。 为了增
加参观的学生观众的互动性，
还特别开设了 “我最喜爱的
作品 ” 投票活动， 并在展厅
中设置了留言墙， 可谓别出
心裁。

曹秋月表示 ， 博物馆走
出 “馆界” 走向校园体现的
是博物馆在发展中对其自身
教育功能的重视和对这一功
能认识的不断提高。 如何从
静态走向动态， 从被动转为
主动， 从 “授人以鱼” 进而
为 “授人以渔”， 成为博物馆
的管理者应该思考且不可回
避的问题。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还
联合中国印刷博物馆、 北京
古建博物馆、 北京石刻艺术
博物馆 、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等多家博物馆与史家小学教
育集团开展 “中国古代科技
文明” 的课程， 使学校、 老
师、 学生、 家长对博物馆的
认知产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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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市民走进博物馆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 博物馆的出现， 承担
着人们学习、 教育、 娱乐等多种目的。 怎么才能
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对此， 不少有关博物馆
思考从加强互动、 改变展出方式上入手， 以拉近
和参观者的距离。

增加互动 私人订制

据了解， 我国平均每40万
人拥有1个博物馆。 到2020年，
将发展到25万人拥有1个博物
馆。根据国家文物局2013年7月
发布的2012年度全国博物馆名
录显示，到了2012年底，全国备
案博物馆3866家， 其中国有博
物馆3219家 （文物行政部门管
理的国有博物馆2560家， 其他
行业性国有博物馆659家 ），民
办博物馆647家。

“博物馆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相关部
门还是需要下功夫来支持和保
障博物馆的发展。 一些大型的
博物馆， 在一些大城市博物馆
发展相对顺畅 ， 能够得到支
持。 但是小一点的城市， 或者
是小型的博物馆还是较少受到
关注。” 历史专业大学生周芳

蕊说。
关于这点， 我国也出台相

应的法律进行保障。《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 中国博
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史吉祥认为， 从博物馆
角度来看， 这部法律对各级政
府在博物馆公众文化服务上的
责任、 权利和义务做了明确规
定， 对博物馆服务贯彻公共性
做了全面阐释， 同时用法律形
式具体化了博物馆公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内涵。

首先， 《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 明确提出 “政府主导”
的公共文化服务理念 ， 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
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 规定了政

府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 、 管
理、 提供、 保障中的职责， 这
非常有利于强化政府在博物馆
建设中的主体责任。

史吉祥表示， 中国国有的
博物馆发展到今天， 县域成为
重点。 博物馆作为文化设施的
“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
性”建设原则的提出，对地方政
府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什么是
应当坚持的、 什么是应当避免
的，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关于便
利性的提出，非常具有针对性。

这部法律还提出了 “建立
公共文化设施资产统计报告制
度和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情况的
年报制度以及建立有公众参与
的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效能考核
评价制度”的划时代要求，非常
切合公共文化的本质规定。

不仅缺乏互动性的设置，
采访中还有人表示不少博物馆
的展示方式大同小异， 很难提
起参观者的兴趣。“在我的印象
中博物馆就是将各种文物进行
收藏，然后再摆出来供人欣赏。
不管参观者是什么年纪， 不管
是什么主题，都是这么展出。博
物馆也应该倡导私人订制。”

据了解， 现代博物馆的功
能包含了搜集、保存、修护、研
究、展览、教育、娱乐七项。形态
上包含建筑物、 植物园、 动物
园、水族馆、户外史迹、古城小
镇博物馆化、 长期仿古代生活
展示（民俗村），以及视听馆、图
书馆、表演馆、档案资料馆等。
内容上一般分为美术馆、 历史
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自然历
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地区性
博物馆及特别专题博物馆等。
由此看来， 博物馆是个庞大的
家族。对此，也应该采取不同的
展出方式来吸引参观者。

关于这点， 也有不错的事
例可以借鉴。 为了让圆明园遗
址考古工作走近公众， 从2015
年起，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
圆明园管理处启动了圆明园遗

址的“公众考古”，将考古工作
全程对游客开放。

继2015年西洋楼遗址区的
养雀笼考古现场向游客开放，
2016年远瀛观考古现场开放之
后， 今年开放的重点则是长春
园内五园中规模最大的如园。

今年， 圆明园还加大了对
公众考古支持力度， 将有更多
文博爱好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考古现场，同时，还会以专家交
流讲解、网络直播、模拟考古等
多种方式让人们“围观”圆明园
遗址考古工作。

“通过考古发掘 ， 才能探
知圆明园的方方面面， 才能了
解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 古代
科技原来是如此先进， 而要让
更多人了解这一切， ‘公众考
古’ 是最好的形式。” 北京市
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
张中华说。

作为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
负责人， 张中华不仅要指挥现
场挖掘工作，同时，还承担着为
考古现场到访的参观者进行讲
解、科普的责任。张中华介绍，4
月1日，如园考古现场迎来今年
开工后的第一批参观者， 北京

市第二十五中学的120名高中
学生， 他们都是第一次近距离
接触考古。

张中华针对他们的特点 ，
选取了这个年龄段孩子们感兴
趣的话题，从如园的历史、文物
遗迹的发掘， 一直讲到考古工
具洛阳铲的使用。“现在的中小
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都很
强。通过我们的讲解，也纠正了
由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给他们
造成的一些对考古的误解。”

目前， 光是预约参观如园
的北京中小学校就已排满了日
程。 张中华认为，“公众考古已
成为一个趋势， 意义深远。”过
去我们的考古学者闷在象牙塔
里，把考古工地挖好，把成果用
专业语言让同行知晓就行了。
但实际上， 连一些历史学家都
看不懂我们的专业文章。 考古
成果涉及很多学科领域的内
容，如果通过公众考古、通过科
普，让其他学科的人了解，就有
可能把考古这个小众学科变成
大众学科， 对考古学和其他学
科的拓展都很有益。 所以公众
考古不只面向游客， 还要向相
关专业的学者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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