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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代睿）18 日，
2022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
场活动开幕式在武汉东湖之畔的湖北省
博物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
量”，阐释为“博物馆有能力改变我们周围
的世界”。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博
物馆接待观众 7.79 亿人次，策划推出

3000余个线上展览、1万余场线上教育活
动，网络总浏览量超过41亿人次。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长李群在视频连线致辞中说，2021
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395家，备案博
物馆总数达6183家。全国5605家博物
馆实现免费开放，占比达90%以上。全
国博物馆举办展览3.6 万个，教育活动
32.3万场。

在开幕式上，第十九届（2021年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揭晓，浙
江省博物馆（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安徽
博物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荣获2022年
度“最具创新力博物馆”。

当天，活动主题展览“龢：音乐的力量
——中国早期乐器文化”正式开幕，来自
全国7个省（市）、15家文博机构的百余件
（套）音乐文物集中亮相，展期3个月。

文明传承力：
方寸之间览千年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
片”。每到一个城市，很多人选择“打
卡”博物馆。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洛阳街头，一座座别具特色的博
物馆，串联起这座“东方博物馆之都”的
历史文脉，“城中一日，阅尽千年”。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将“最早
的中国”的模样展现给世人；百年留声
博物馆，老唱片与老式电影放映机，“声
情并茂”述说变迁……

“博物馆体现城市的文化底蕴，是
快速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窗口，给人
们带来美好生活的见证。”洛阳博物馆
讲解员李晨飞说，它更是文化和艺术
的殿堂，肩负着追寻历史、传承文明的
重任。

自2012年以来，湖北博物馆数量
增至 234 家，平均每年有 9家新博物
馆建成开放。“打卡”湖北省博物馆，

“曾世家——考古揭秘的曾国”展厅一
件件曾国墓葬、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娓娓道出未被史书所记载的曾国700
余年历史文化。

在新疆，有一批独具特色的博物
馆，如手风琴文化展示馆、昌吉恐龙馆、
布茹玛汗·毛勒朵戍边馆、独库公路博
物馆等，规模不大，各具特色，成为丝绸
之路文化科教中心的重要支撑，展现出
新疆历史人文遗迹和多姿多彩的民族
文化。

位于新疆伊宁市的林则徐纪念馆，
成为伊犁州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旅
游景点。百年前，林则徐流放新疆伊
犁，在逆境中勇往直前，表现出伟大的
爱国精神，鼓舞着每一位来参观的人。

“知来处，明去处”，从历史中汲取
力量，人们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
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

科技创新力：
蕴藏的文化精神鲜活起来

科技、新潮、时尚……如今的博物
馆，早已摆脱传统的印象。新技术、新

手段、新创意运用，吸引着人们重新认
识中华文明的灿烂。

上海设计师朱韶俊经常“云游博物
馆”，敦煌研究院开发的“云游敦煌”，是
他在创作瓶颈期汲取灵感的地方。他
说：“敦煌壁画中的色彩运用与人物形
态流传千年仍不过时，博物馆中的古典
美学给我很多创作灵感。”

线上博物馆突破传统实体博物馆
的各种限制，让文物和历史触手可及。

北京天文馆公共服务部主任孟洁
说，自2020年疫情以来，北京天文馆在
线上开辟了多个主题专栏，通过多媒体
技术介绍天文知识。开展70余场直播
活动，平均点击量超过十万人次，其中
2020年“金环日食”天象直播最受欢迎，
单次直播全网点击量超过1.6亿人次。

现代科技正在将博物馆从观摩转
变为互动和参与的空间。

2022年初，河南博物院上线全国
首个文物“AR 弹幕”服务，让“Z 世
代”们直呼“过瘾”。在博物馆观赏文
物的同时，拿出手机“扫一扫”，就可
打卡并发送“弹幕”，分享此刻文物带
给自己的启发。

近年来，位于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
博物院借助高清数码相机和全景云台，
利用全景采集技术，对遗址全貌、基本陈
列、临时展览进行了全景复原，以最大限
度还原真实展厅风貌，为观众提供全视
角、沉浸式游览体验。

传承创新、科技赋能，“让文物会
说话”，传统文化更具活力，其蕴藏的
精神鲜活起来。

5·18国际博物馆日：
读懂这所“大学校”的力量

聚焦国际博物馆日

圆明园四兽首聚首南京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中的牛
首、虎首、猴首、猪首铜像及多件
清代宫廷文物亮相南京城墙博
物馆。

本次以“圆明园海外回归文
物”为主题的“盛世聚首——圆
明园兽首特展”，展出保利艺术
博物馆珍藏的四件圆明园西洋
楼海晏堂水利钟构件——牛首
铜像、虎首铜像、猴首铜像、猪首
铜像，以及十件清代宫廷精品文
物，集中展现乾隆时期的高超工
艺水平和中西文化交融。

据悉，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
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
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
铸像，由中国宫廷匠师制造，设计
师为欧洲艺术家郎世宁，融合了
中西方艺术的精华。1860年英
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兽
首铜像流失海外。迄今，圆明园
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中有七尊已回
归中国。

保利艺术博物馆展览部主任
詹春晖介绍，本次是圆明园兽首
第一次到达古都南京。南京城
墙保护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马
麟介绍，作为文化遗产类专题博
物馆，南京城墙博物馆通过展陈
相关文物向观众讲述其背后的
故事。圆明园是中西文化互鉴
的建筑代表，希望通过该展览让
观众近距离了解文物，激发大家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彰显博
物馆的力量。

本次展览从5月17日持续至
6月19日。 据新华社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开馆

在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当
天，国家“十三五”重点文化工
程、位于河南洛阳的隋唐大运
河文化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
放。

隋唐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
年。洛阳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和枢纽城市，至今还保存着通济
渠（洛阳段）、含嘉仓、回洛仓等大
量珍贵的运河遗产。

2014年 6月，含嘉仓160号
仓窖遗址和回洛仓遗址作为中国
大运河的典型遗产，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据悉，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
馆经过 18个月的建造，整体以

“运河源、隋唐韵、河洛技”为设计
理念，占地约47.7亩，建筑面积约
3.3万平方米，展厅共有三层，展
出了近400件（套）大运河相关文
物精品，包括西周回字纹青铜
鼎、唐三彩天王俑、含嘉仓19号
窖刻铭砖，洛阳运河一号、二号
古沉船等。

除文物展陈外，隋唐大运河
文化博物馆还设计了丰富多样
的互动多媒体环节，将现代科技
与古老文物结合，向公众生动
阐释大运河遗产的文化底蕴与
深刻内涵。 据新华社

各地动态

5月18日，广州铁路博物馆正式开放，市民在馆内参观。新华社发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
要殿堂，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
题是“博物馆的力量”。让我们走进博物
馆，看这所“大学校”是怎样把历史智慧告
诉大众，带给我们信心和力量的。

“大学校”影响力：
功能不断丰富

特色展陈、研学讲座、休闲娱乐……昔
日稍显“高冷小众”的博物馆，已然成为一
所“大学校”，其所承担的功能在不断丰富。

“你看这个彩陶罐子，它的花纹与疆
外很多省份出土的文物很相似，新疆自古
就与中原有着密切往来……”5月16日，

“流动博物馆”走进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喀拉也木勒镇，当地群众欣赏文物的同
时，了解到文物背后的历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副院长于
志勇说，“流动博物馆”还将继续走进校
园，走近偏远地区群众身边，将“历史课
堂”开在全疆各地。

立夏之后，中原大地麦浪翻滚。在河
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一座“麦
田里的博物馆”里，贾湖骨笛化身“乐队主
唱”，绘彩陶坐姿伎乐女俑组成“女子天
团”，用“网言网语”讲述文明传承的故事。

“麦田里的博物馆”由河南博物院牵
头、联合河南省内 12家博物馆共同打
造。“通过联合各地的博物馆开展‘云课堂’
及各色研学活动，孩子们足不出市就可领
略多地的历史文化，这种教育的力量是潜
移默化而又无比强大的。”李晨飞说。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更多公
众尤其是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
馆，从这里亲身感受历史自信、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带来的精神力量。”

守护文化根脉、记录文明发展、开启
美好未来。这就是博物馆这所“大学校”
带给我们的信心和力量。 据新华社

2021年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7.79亿人次
我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超6000家，90%以上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