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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进进““博博物物馆馆之之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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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 资深出版人 、 编审 、
知名时评人 。 著有杂文集 《楞客
天下》 《出版行旅—总编辑手记》
等 7种 ， 在 100多 家 媒 体 刊 发 近
2000篇杂文 、 评论 、 散文等 。 为
北京杂文学会会员 ， 至今仍笔耕
不辍。

主讲人介绍：

一 、 北京打造 “博物馆之
城” 的重要成就

北京作为伟大祖国的首都， 有着
3000多年建城史， 800多年建都史的辉
煌历史。 荟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
文化精髓， 拥有众多历史名胜古迹和
人文景观。 而北京的博物馆数量、 质
量， 在全国5000多家博物馆中， 也独
树一帜。 截至2020年底， 正式备案博
物馆的总数达197家。 这个数量还不包
括那些由各个机构建立的内部博物馆、
未备案博物馆， 如果加上这些博物馆，
那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据我所知， 北京在前几年就成为
全球拥有博物馆数量第二多的城市 ，
仅次于英国伦敦。 北京市主管部门从
去年开始正式提出建设 “博物馆之
城”。 从目前北京博物馆的数量、 发展
和影响看， 这个博物馆之城的设想是
完全能够实现的。 届时百花齐放的博
物馆会让全世界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为
之倾倒。

随着疫情的好转， 京城目前有近
100家博物馆恢复了开放， 这些内容不
一， 大小不等的博物馆， 完全能够满
足公众沉醉博物馆进行文化体验的需
求。 我特别注意到， 新开办的一批博
物馆主打京味儿文化， 比如劲飞京作
红木博物馆 、 燕京八绝文化博物馆 、
二锅头酒博物馆等。 在皇城御窑金砖
博物馆， 收藏了大量从明永乐年间到
清宣统年间的御窑金砖， 每一块金砖
都标注了年代款识、 督造官名字和窑
户名字等信息。 在北京中药炮制技术
博物馆里， 观众则能看到京帮中药古
法炮制场景、 几近失传的京帮高案刀，
还能亲身体验中药制作。

这些京味浓郁的博物馆， 对喜爱
老北京的参观者来说， 又多了体验和
浸润的文博基地。 按照主管机构的设
想， 打造 “博物馆之城”， 一方面要力
图构建不同背景、 类别丰富的博物馆，
从而建设更加多元的博物馆体系。 另
一方面加强策展能力， 组织专家、 讲
解员提供高质量文化供给， 让云直播
更多地走进人们生活。 目前， 有很多
公众关注的博物馆正在全力建设中 ，

如圆明园博物馆、 三山五园艺术中心，
相信这些重量级的博物馆将会是京城
博物馆方阵中靓丽的风景。

二、 走进博物馆， 走进历史
与文化的深处

应当承认， 早些年博物馆不是目
前这个样子的， 大多数博物馆和公众
隔得有点远， 人们除了去故宫、 国博
等大型博物馆一睹风采外， 其它博物
馆的人流并不大。 由于缺少与观众的
互动， 缺少高科技的配合， 缺少生动
的介绍， 所以许多的国宝基本都是沉
睡在各自的博物馆里。

大约是在2017年， 以故宫为代表
的全国一些大博物馆， 以开放的姿态
重新向社会诠释了博物馆的理念， 从
而让人们乐于走进博物馆。 诸多博物
馆一改过去的闭门办馆思路， 一些新
展览、 新举措总是牵动着国人的神经，
成为重要的社会话题。 如故宫博物院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自2017年9月15日开展以来， 吸引了大
批热情观众前来参观， 成为重要的文
化现象。 此外， 故宫每天8万人的限流
措施， 陆续新开放的藏品都最大程度
地吸引着公众的眼球。 而 《国家宝藏》
节目。 又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博物馆的
美誉度和影响力。

有人说， 走进一座博物馆， 就是
读懂一座城， 读懂一个民族。 以故宫
为例， 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
博物馆。 其院藏文物体系完备、 涵盖
古今、 品质精良、 品类丰富， 堪称艺
术的宝库。 因此， 故宫就是一部中华
民族立体的大书， 值得反复打量。

当然对每个人来说， 如此众多的
博物馆资源也需要有所取舍。 除了必
去的国宝级 、 世界级的博物馆之外 ，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休闲时长等
有所选择。 比如， 爱好文学的尽可到
北京鲁迅博物馆 、 中国现代文学馆 、
老舍纪念馆、 茅盾故居、 郭沫若故居
等博物馆一探究竟。 而喜爱戏剧的朋
友， 完全可以到中国戏剧博物馆、 梅
兰芳纪念馆去。 喜欢美术的朋友， 可
以到中国美术馆、 齐白石故居、 徐悲
鸿纪念馆等艺术大师的博物馆， 还可
以到新的艺术博物馆， 如当代美术馆
等。 喜欢北京历史的的朋友， 可以看
的博物馆更多了。 如史家胡同博物馆、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 中国古代建筑
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 中国石刻艺术
博物馆等。 更让人惊喜的是， 众多的
名人故居成为了京城博物馆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 如李大钊故居、 宋庆龄故
居、 纪晓岚故居、 林则徐故居等。 从
我去过的几十家名人故居看， 每个故
居都令人肃然起敬。 这些文化符号和
历史记忆， 让我们感受到了京城历史
文化的厚重。

三、 开放包容的博物馆， 亟
待继续放大魅力

有专家指出 “文物不是尘封的古
董”。 是的， 文物应当是流淌的艺术，
是民族文化固有的基因。 我们应当让
文物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记忆、 历史记
忆， 让这些文物穿越几千年， 跨越时
空， 与现代人互动。

这几年我在走访众多的博物馆之
时， 也注意到了一些新崛起的博物馆
的创立理念十分新颖别致， 令人赏心
悦目， 回味再三。 如我去的松美术馆，
从里到外处处都可圈可点， 让人拍案
叫绝。 这是一座具有国际视角、 国际
标准的艺术空间， 虽然地处北京顺义

温榆河畔十分偏僻的所在， 但是在不
经意间， 实现了华丽转身。

我注意到， 整个空间， 虽然占地
不多， 但建筑师去除了原始建筑的符
号 ， 将一切转化为几何 、 净白 ， 使
“松” 成为一座极具包容力和承载力的
“艺术容器 ”。 通过建筑传递出 “净 ”
之观感， “无为” 之气息， 让观者抛
却繁杂， 返璞归真。 在里面展示的美
术作品也呼应了这个设计理念。 类似
的美术馆还有很多 ， 如中国油画院 、
合艺术中心、 当代美术馆等， 都是异
常的简约、 留白， 给人以更大的遐想
空间。

由此可见， 诠释中华文明、 中华
艺术重在进行艺术创新， 要用现代观
众喜爱和容易接受的方式， 艺术性地
再现以往中华文化遗产所绽放的艺术
光芒！ 艺术创新不能是一句口号， 博
物馆要借助现代高科技技术手段， 融
会贯通各类艺术手段， 让公众与文化
对接， 从而实现文化自信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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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到博物馆去， 成
为广大公众追求的时尚。 特
别是每到节假日， 博物馆游
成为很多人的首选。 马上又
到了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
日了。 今年的主题是： 博物
馆的未来： 恢复与重塑。 的
确， 从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
情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人们
去博物馆的步伐。 眼下， 随
着疫情的好转， 博物馆行再
次被不少人列入了休闲日程。
近年来， 我陆续走访了京城
的几十座博物馆， 深感博物
馆带给我的全新的文化体验
和震撼， 那种喜悦是难以描
述的。

我在京城的一座座博物
馆中穿行， 心灵也在参观中
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思维也
在参观中得到了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