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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俗，博物馆里过大年

数字显示， 春节期间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 同比增长7.6%； 实
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 同比增长8.2%。 其中， 40.5%的游客参观了博物馆。 近
年来， “博物馆里过大年” 受到了广大游客和市民的欢迎。 各具特色的博物馆
主题活动， 不仅让春节假期更具年味儿， 也充满着更多的文化气息。

博物馆里过大年，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参观博物馆日趋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

2月5日一大早， 家住洋桥的
朱强一家便走出家门， 赶往公交
车站。 “过年好。” 走在社区中
的他遇到街坊便问候拜年。 “这
么早您去哪啊？” “去故宫， 看
展览， 过大年。” 朱先生兴奋地
回答道。 在听说故宫博物院举办
“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
展览的消息后， 朱先生一家便将
这个活动安排进了过节清单中。

“虽然去年 ‘十一’ 也去过
一次故宫， 但是紫禁城里过大年
还真没感受过。” 满怀着憧憬的
朱先生提前在网上预订了门票，
“订票时我还在想， 毕竟是大年
初一， 参观的人应该不会太多。”
让朱先生没想到的是， 来到故宫
后他发现用 “人山人海” 来形容
都不为过。

“在过安检时， 我就听排队
的人说初一到初六的门票都售完
了。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赶在
过年期间来故宫转转。” 虽然游
客不少， 但是让朱先生印象深刻
的是大家都自觉有序排队， “一
会儿， 就顺利进入故宫。”

春联、 门神、 宫灯……参观
前， 朱先生也做足了功课， 制定
了游览计划。 “主要还是要围绕
年味儿展览来逛故宫。 这天灯确
实又高又大， 平时参观可都见不
到。” 看到在乾清宫和皇极殿的
丹陛上下竖立着高大的天灯， 朱
先生发出了感叹， 然后忙着让女
儿用手机拍照 。 “赶紧拍些照
片， 回家给你奶奶也瞧瞧。”

同样在大年初一来到故宫的
还有家住刘家窑的梁女士一家，
她和老公还有儿子正在慈宁宫花
园、 慈宁门外广场逛 “中华老字
号·故宫过大年” 展。 安徽的豆

干 、 天津的果仁 、 山东的扒鸡
……来自北京、 天津、 上海、 山
东、 江苏、 浙江、 河南、 安徽、
吉林、 山西等145家中华老字号
企业参展， 展示传统小吃、 特色
美食、 保健食品、 丝织服饰、 生
活用品、 文房用品、 首饰玉器、
文化创意类工艺品、 非物质文化
遗产工艺品等10余项内容。 “参
观 ‘紫禁城里过大年’ 展览的同
时， 还能品尝、 购买到各地老字
号产品， 这次的故宫逛起来年味
儿十足。” 梁女士两手领着大大
小小六七包购物袋， 赞叹道。

据了解， 故宫先后推出 “贺
岁 迎 祥 ———紫 禁 城 里 过 大 年 ”
展、 恢复宫廷过年景象、 乾清宫
数字沉浸体验展及 “中华老字号
故宫过大年” 展等多项专题节庆
活动。 活动中， 观众能感受到老
习俗也能体验新技术。 比如， 乾
清宫东庑举办 “宫里过大年” 数
字沉浸体验展， 以数字技术、 虚
拟影像、 动作捕捉等科技手段呈
现。 展览分为冰嬉乐园、 门神佑
福、 花开岁朝、 戏幕画阁、 赏灯
观焰、 纳福迎祥六个部分。

多 彩 活 动 成 过 年
“抢手菜”

初一至初四， 《天官赐福》
《三岔口》 《拾玉镯》 《罗汉斗

悟空》 四场大戏轮番上演，

每天四场， 连唱四天； 民俗手工
艺专家及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观
众制作风筝 、 泥塑 、 剪纸 、 烙
画、 中国结、 毛猴共六项传承工
艺 ； “生肖展 ” 系列的收官之
作———“家和年丰———猪年生肖
文化展 ” 告诉你 “啥是佩奇 ”
……2019年新春期间， 首都博物
馆又一次为观众筹备了丰盛的
“博物馆里过大年” 活动， 成了
过年 “抢手菜”。

“豕即猪”， 有 “豕” 才有
“家 ” 。 春 节 假 期 ， “家 和 年
丰———猪年生肖文化展” 与观众
见面。 展览的主题是探索猪作为
最后一位生肖动物所蕴含的文化
底蕴以及猪从古至今对人类生活
的贡献， 全部展区分为 “生生不
息” “风调雨顺” “岁岁今朝”
三个单元， 选取60组 （件） 馆藏
文物， 配以文字、 图片、 多媒体
场景互动等方式展出。

“妈妈你看 ， 小猪佩奇 ！”
本次展览中 ， 一部英国动画片
《小猪佩奇》 成为小朋友们的最
爱。 而在另一处多媒体影音室，
现场荧幕正在播放着1986版 《西
游记》 里第七集 “计收猪八戒”
中， 唐僧师徒在高老庄的剧情，
同样受到了成年观众的喜爱。

记者了解到 ， 除了新设展
览， 七大常设陈列 《古都北京·
历史文化篇》 《京城旧事·老北
京民俗展》 《千年宝藏 盛世重
光———北 京 古 代 佛 塔 文 物 展 》
《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 《古代

佛像艺术精品展》 《古代玉器艺
术精品展》 《燕地青铜艺术精品
展》 同样开放， 陪你过大年。

看展、 听讲座、 做泥塑， 记
者看到， 来首博过大年的观众多
是全家出动， 一家男女老少在博
物馆里留影成为一道祥和的风
景。 这不， 大年初二本该和爸爸
妈妈一起到姥姥家的萱萱， 一改
往年吃吃喝喝的老方式， 把姥姥
姥爷带进了博物馆。 “姥姥姥爷
没想到在博物馆里也能看到戏剧
表演， 特别高兴！ 我们约好了，
明年还到博物馆里过大年！” 萱
萱兴奋地说。

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杨丹丹
介绍， 己亥猪年春节， 观众参观
热情高涨， 馆内秩序井然有条，
“博物馆里过大年” 的活动精彩
不断， 首都博物馆自从大年初一
中午十二点开门迎客以来， 至大
年初六闭馆 ， 共接待参观游客
59024人， 接待量比去年同期增
长35%。 “从接待量可以明显看
出， 博物馆里过大年越来越受到
市民认可， 成为市民过年期间的
一道 ‘文化宴’。”

记者了解到， 不仅首都博物
馆， 2019年春节期间， 北京各博
物馆举办的展览和文化活动达到
135项， 吸引北京市民和外地游
客主动走进博物馆， 感受文化的
魅力。 比如， 北京自然博物馆组
织彩绘花灯， 邀请4-10岁小朋友
及其家长， 一起用颜料绘制新年
花灯。 北京天文馆开展 “天文馆
里过大年” 春节特别活动， 搭建
寓教于乐 、 传播天文知识的平
台。 其中， 全新推出天文科普剧
《月球那些事儿》、 举办 “我与天
文馆” 绘画比赛等。

出外旅游定制 “博
物馆过年攻略”

留在北京过年的市民跑到博
物馆里过大年， 利用假期到外地
旅 游 的 市 民 也 把 博 物 馆 列 入
了 行 程 ， 有的市民甚至制定了
“博物馆过年攻略”， 在领略当地
风景、 人文特色的同时， 逛博物
馆更能够深入地了解当地深厚的
文化底蕴。

今年春节， 市民孙先生

一家三口趁着放假， 来到了上海
旅游 。 “孩子想要去迪士尼乐
园， 为了满足他能玩儿又能学到
知识 ， 我和他妈妈定制了一个
‘博学乐园计划 ’， 除了去迪士
尼， 还安排了两到三个博物馆，
没想到孩子特别赞成。” 孙先生
向记者介绍。

大年初一的晚上到达上海
后， 初二一大早， 孙先生一家首
站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 令孙先
生没想到的是， 过年期间， 上海
自然博物馆也是游客参观的热门
景点之一。 “绝对是不虚此行，
孩子特别喜欢 ， 大人也收获不
小， 现在的博物馆真是老少皆宜
的好去处 。” 孙先生告诉记者 ，
参观当天感觉上海市民和北京市
民一样， 利用假期携家人走进博
物馆成了一种新风尚， 全家人一
起学知识， 长见识。

上海一行， 朋友推荐上海科
技馆一定要去。 正逢过年期间，
上海科技馆筹备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 不管是当地观众还是外地游
客， 到科技馆看生肖展已成为过
年期间的必游项目之一。 今年的
“猪事皆宜———猪年生肖特展 ”
增设了更多的互动游戏， 十分受
孩子们的欢迎。 观展之余还能体
验 “小小农场建造师” “奇蹄偶
蹄对对碰” 等教育活动。

孙先生说， 参观科技馆的当
天 ， 还赶上了限流 ， 据科技馆
“官宣”： 大年初三， 科技馆以一
天4.1万人次客流破了单日新高，
同比增长31.7%， 初四更是创下
了4.5万人次的单日客流最高纪
录。 “可见去博物馆过大年有多
火爆！”

业内人士指出， “博物馆里
过大年 ” 已经成为一种 “新年
俗”， 并掀起新一轮博物馆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