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 2022年7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 张海 版式吕燕 校对汪智博 15

小时博物馆
观众需求

牵引博物馆不断尝试

地处杭州市中心、交通便利的浙

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人气旺

盛，“以前我们常接到游客打来的电

话，白天忙着逛西湖、赏美景，到了晚

上想带着孩子参观博物馆,但大部分

博物馆都是‘朝九晚五’开放，很难满

足大家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升级。”

浙江自然博物院院长严洪明谈道，早

在2014年就有了开设“夜间博物馆”

的想法，正巧近期博物馆收回了一处

沿街310平方米的门面房，适合打造

成单独的文化新空间，便开始了24

小时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试运营首日，浙江自然博物院·
24小时博物馆就在15时到24时的9

个小时内接待了700多名游客。工

作人员介绍，因适逢暑假，几乎每天

从10时30分到21时30分都是高峰

时段。为保障观展质量，场馆只好限

流每小时100人，许多观众在门外排

队等候。为了“错峰”，有些观众选择

在周末的一大早或凌晨两三点前

去。一位市民在观展后留言：“24小

时博物馆开放后，我们又多了一个参

观游览之地，不仅可以消暑纳凉，还

能学习到很多有趣的自然知识。”

进入暑期，浙江自然博物院24

小时博物馆更是“一票难求”。据数

据显示，7月4日至10日这一周，馆

内平均每天接待940人。分时段来

看，16时至22时，每天有三四百人

入馆；22时至24时，平日虽不超过

50人，周末却飙升至近200人。

“博物馆的晚上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它有着不同于白天的安静和视

觉上的感受。这种特别的体验对于

公众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中国

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博

物馆之美》这本书里写道。他认为，

博物馆延长开放到晚上作为一种常

态，对于所在的城市和公众，都是非

常重要的。博物馆在晚间开放，无

论时间长短，都反映了其所在城市

的文明水平和公民素质。

2022年 7月12日，北京市文旅

局发出通知，北京地区博物馆将开

展延时开放等活动，点亮暑期“夜京

城”。各博物馆还将根据馆内条件，

适时延长开放时间、开展晚间夜场

文化活动，或依托已经计划开展的

活动，适当安排晚场接待等。博物

馆正在成为人们夜生活的新地标，

在炎炎夏日中为观众开启一场美好

的“博物馆奇妙夜”。

多元化博物馆
让人流连忘返

“以科教活动为主、讲解为辅”

是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的

基本定位。或许也就是这一定位，

使它在试营业的一个多月中聚拢了

大量人气。浙江自然博物院科教人

员洪磊告诉记者，在暑期，24小时博

物馆一周会举办数次包括化石挖

掘、火山科学实验在内的青少年科

普教育活动，周末的夜场更是被很

多家长和孩子“提早锁定”。

为了让全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有

愉快的观展体验，在这方300平方米

的小天地中，互动设备随处可见：按

动鸟类标本下方的按钮，就能听到它独特

的鸣叫声；花10元钱的材料费，给鱼类简笔

画上色后，用AR装置扫描，投影幕布上就有

鱼儿轻盈游动；还有“我与恐龙比身高”趣

味装置，元宇宙剧场可以点播科普电影、看

线上展览。看累了，观众还可以在阅读区点

一杯咖啡，或者品尝24小时博物馆限定款雪

糕和甜品，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现在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科普

教育、陈列展览的发展方向，跟原本意义上

的传统博物馆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洪磊

说，以前进入博物馆，就是“看”展览，标本

都放在橱窗展柜里，现在经过一系列改革，

在陈列上有场景模拟、互动展项、多媒体等

多元化的形式，再结合活体标本展箱，给观

众带来别样的体验。

洪磊在导览的同时，注意观察了不同年

龄层观众的不同兴趣：小朋友都喜欢以浙江

出土地命名的恐龙，比如杨岩东阳盾龙、礼贤

江山龙、丽水浙江龙；中青年观众会更倾心于

岩石矿物和本土鸟类、昆虫；而老年观众会更

喜欢研究中草药植物和五谷杂粮种子。“以身

边的动植物、矿物为主题，就是因为大家平时

都能接触到，但是并不了解。挖掘身边的知

识，更能启发观众的兴趣。”洪磊说。

如果说“24小时”是通过时间的延伸让

更多游客来到博物馆，那么当参观接近尾

声，选购博物馆“量身定制”的文创产品，则

是让博物馆再次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试

运营期间，24小时博物馆定制蝴蝶与甲虫水

晶标本、24小时博物馆logo雪糕已经和观

众见面，接下来博物馆还将开发陨石、太空

系列在内的多个文创产品体系。

夜间开放
面临重重挑战

“展览、活动的质量高低，决定着夜场的
吸引力，观众不是大门敞开就会来的。”吴文
化博物馆馆长陈曾路曾在采访中表示，夜场
不应该只是简单开放，应和教育活动有机结
合，让大家在夜间有不同于白天的享受。

提起博物馆的夜间活动，就不得不提
2019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上元之夜”灯会，
当时因“一票难求”成为坊间热议话题。“抢
票流量太大导致网站服务器瞬间崩溃”“黄
牛票最高炒到9999元”等消息令人咋舌。
究其原因，除了适逢节日，“稀缺性”才是个
中关键——“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第一次在
晚间对公众开放”的噱头，不能不让人眼馋。

由此社交平台上纷纷展开讨论：为什么

夜间活动不能经常性地推出，让更多人有机

会参与？有专家分析，增加照明设施、大量

铺设电线会增加故宫里的安全隐

患，木质结构的古建筑担不起这个

风险；更别说夜间管理游客的难度，

还有一些文物也不适合夜间展览、

需要适时休整。

其实不光是故宫，对于我国各

级博物馆来说，要将夜间开放常态

化，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陈履生

认为，创造更多的夜间专场是一个

巨大考验，因为不仅延长了工作人

员的工作时间，更会面临延长开放

带来的安保问题、管理费用的增加

等情况，因此博物馆需要更大的经

济投入来维系夜间开放。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木木美术馆

（798馆）就曾尝试延长开

放时间到21点，同时搭配

沉浸式艺术疗愈、音乐会、即

兴喜剧体验等夜间活动。“美术馆

在798艺术区内，客流有明显的‘潮

汐’现象，适合在周末和节假日延长

开放时间。同时，根据用户调研结

果，仅仅延长开放时间并不能显著

促进观众来看展，而是需要给观众

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理由。”创始人

林瀚表示，目前还不会尝试24小时

开放，要依据防疫政策和美术馆所

在园区的管理要求，再结合美术馆

受众的需要综合评估。

浙江自然博物院的24小时博

物馆就因人力不足，在7月初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编外科教人员。据

严洪明介绍，24小时博物馆整个

运营管理团队由 9名全职人员组

成，暑期增加了2名兼职人员，同

时博物院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包括

藏品组、宣教组、经营组、安保组

在内的19人专班，来保障“精彩不

打烊”。

同时，与基础运行、宣传推广、

人力管理等成本等并驾齐驱的挑

战，是博物馆能否提供与 24小时

“相得益彰”的内容与体验。挑选哪

些优质的文化产品支撑夜场，这既

考验博物馆的专业水平，也体现博

物馆的审美眼光和艺术能力。

近年来，博物专家经常强调“在地

性”，即讲好本土故事，其目的就是让

更多人加深对本土的认知，了解自己

身边的自然环境。而对身边动植物的

兴趣，就是生态保护意识的开端。

如果说浙江自然博物院杭州馆

9000平方米的常设展厅，讲述的是

从生命爆发到人类诞生的“宏大叙

事”，那么24小时博物馆就是兴趣

营地。这里展示的300余件标本，

是从27万件馆藏中精挑细选出来

的，都是浙江地区出现的动物、植

物、矿物，并且计划每个季度从海量

馆藏中更新部分展品。

“创新展览展示，推动藏品活化

利用，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

文明优秀成果，是我们博物馆人肩

负的责任与担当。”严洪明表示，此

前浙江自然博物院就曾通过众筹、

众包、众创等形式，调动潜在观众的

参与感和积极性。这一次24小时

博物馆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

种新的拓展尝试，在用活博物馆藏

品和场馆资源的同时，着力服务教

育“双减”助力“双提”，践行“一个博

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的当代使命。

据光明日报

城市夜生活新地标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除了电影院、酒吧、KTV等热闹的娱乐消费场所，疲倦的城市人还能否寻得一处静谧的休闲之地，充分享受文化滋
养？夜间开放的博物馆，或许就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可遗憾的是，虽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也尝试过延时开放，举办夜间巡游、夜宿博

物馆等活动，但将“夜间营业”常态化的博物馆仍是稀缺。
在浙江杭州，“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试营业一个多月以来，前来体验的观众已超过两万，进入暑期后，人数更是持续攀升。该场馆

是浙江自然博物院打造的一个300平方米的小型文化空间，营业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10时至24时，周六、周日则全天24小时开放。这一时长上的
大步突破，在国有博物馆中还是首创。以此为讯号，我们能否期待，“后来者”也许会层出不穷，让博物馆也成为城市夜生活的主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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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物馆，家长带小朋友在夜间体验
漆器制作。 （资料图片）

家长带着孩子在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
时博物馆”内参观岩石标本。

观众
在上海自然
博物馆参加
“奇妙夜”系列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