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博副院长钟玲：
让更多人爱上博物馆

举办展览、开办讲座、组织沙龙……

10月1日晚，
四川博物院

在一楼中庭开展了
“川博之夜·竞出东
方——中国古代体
育文化特展”国庆专
场活动。观众夜游
博物馆，不仅观看到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特展，欣赏到传统乐
器演绎的现代歌曲

《孤勇者》，以及体验
投壶、木射等跨越千
年的运动乐趣，还有
机会获赠精美的文
创及书籍。

据四川省文旅
厅 统 计 ，全 省 图 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
国庆期间累计接待
群 众 超 过 200 万 人
次，老少皆宜的“文
博 游 ”已 经 深 入 人
心。除此之外，各大
博物馆策划的探展、
社教活动直播，也吸
引了网络上数以万
计的观众云游博物
馆。

无论是国宝云
集的新展，还是层出
不穷的社教，十年之
前对观众来说都有
些稀缺。过去每逢
国庆长假，市民外出
游山玩水；而今，越
来越多的观众选择
走进博物馆寻找诗
与远方。十年之间，
四川博物院副院长
钟玲深切感受到博
物馆行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博物馆的数量明显
增加，公共文化服务
的功能显著增强，从
业人员的能力大大
提升。值得一提的
是，川博还在搭建全
省馆校合作新平台，
推出流动博物馆、智
慧课堂、虚拟展览等
便民服务，让偏远地
区的民众也能享受
公共文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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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十几年前，大多数观众认

为博物馆很闲，对吧？只要把文物摆出

来、把门打开就够了，甚至就连有的从

业者也认为，只要办好展览就一劳永

逸。”谈及文博行业十年来的变化，钟玲

笑了笑，坦诚地描述了自己的观察。

如今，文博行业日新月异，一成不

变的展览显然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

以川博为例，每年最基本的要求是举

办3场至4场临展，基本陈列展几年一

小动、十年一大改，此外还要定期举办

讲座、研发课程、组织沙龙等等，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川博每年统计的数据中可以清

晰地发现，博物馆行业正在发生着变

革：2010 年，川博接待观众 102万人

次，提供各类讲解服务1000余次，吸纳

100名小小讲解员，川博文化讲坛开展

了10余场高水平讲座；2019年，川博

接待观众110万人次，提供各类讲解和

社教服务6000余次，拥有400多名小

小讲解员，“蜀绣亲子班”“巴蜀书画兴

趣班”备受喜爱，每年举办30多场学术

讲座，吸引了不少“铁粉”。

钟玲还记得，今年，川博的流动博

物馆大篷车第一次驶入凉山州越西

县、普格县，当地的孩子们欢呼雀跃，

因为他们几乎没听过、没去过博物馆，

容量有限的车厢内陈列的那些文物，

让他们好奇不已。

如何让更多的孩子享受逛博物馆

的乐趣？2015年，川博与四川省教育科

学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四川省博物馆教

育研究所，根据馆藏的文物开发设计了

44个主题课程，让博物馆的文博资源惠

及全省960多万中小学生。随后几年，

博教所研发的课程与时俱进，“国家宝

藏”“走近张大千”系列课程和省内外、境

外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欣喜不已，来自全

国1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美国、

南非、塞尔维亚、巴基斯坦等近10个国

家的孩子在课程中了解了文化遗产。

2017年，川博与四川省电化教育

馆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四川省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上建立了“文博教育”专

区，专供全省师生在线利用文博教育资

源，同时促进从文博教育资源到中小学

生课程资源的转化。例如，川博邀请成

都七中育才历史老师等名师开展“博物

馆里的历史课”远程课堂，让远在阿坝

州马尔康中心校的孩子与成都的孩子

一起知历史、学文物、赏艺术。

期待博物馆
资源更均衡

十几年的博物馆

工作经历，让钟玲养成

了一个习惯，无论繁忙

与否，她总要抽出时间

去馆里转一圈，看看展

柜、导引牌等设施是否

有故障，听听讲解员或

者志愿者的精彩讲解，

围观社教活动，“只要

是面向公众的细节，我

都会去关注”。

让她记忆犹新的

是，一个全职妈妈陪伴

五年级的孩子在川博

体验精品课程“一字一

课”，全程记录了社教

老师讲课的重点，还与

其他培训班的课程进

行了对比分析。课后，

她在家长群里分享了

自己的收获，还透露孩

子回家之后主动翻阅

了历史文化方面的书

籍，在这种探索性的学

习模式中培养了学习

的兴趣。

逛博物馆究竟能

对孩子带来多大的影

响呢？钟玲记得第一

批小小讲解员中的胡

好玥，每周到川博从

事志愿讲解工作，坚

持了5年之久。2017

年，胡好玥被北京大

学考古学专业录取，

她曾告诉记者：“博物

馆让我对周围的一切

有了更多的好奇，也

让我在历史长河中找

到了自己的坐标。”

回望过去十年博

物馆行业的变化，钟

玲作为亲历者和见证

者，激动不已。她的心

态也悄然转变，不只是

觉得博物馆“好玩”，更

明白公众对博物馆的

要求越来越高，这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未来还要提供更多、

更优质的公共文化产

品，走过“最后一公

里”,抵达更多用户的

家门口。

下一个十年，她期

待博物馆资源更加均

衡，期待博物馆成为展

示文物、满足社交与文

化消费、艺术欣赏的综

合体，也期待更多的师

生、家长通过线上线

下走进博物馆，与历

史对话，享受公共文化

的硕果。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从外交官
到文博工作者

“我觉得去博物馆

挺好玩的，可以看到很

多不一样的东西，不管

是自然、历史、文化，或

者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

的文明，包罗万象，可以

为你打开另一扇窗。”今

年和入职川博的新员

工见面时，钟玲分享了

自己当年选择这份工

作的初衷，她特别提

到，在博物馆工作能为

公众提供更多的文化

产品，那种获得感和成

就感溢于言表。

2005年刚来到川博

时恰逢筹建新馆，她先

到四川省文化厅外联处

工作了几年，顺利通过

了外交官选拔考试，担

任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

领馆文化副领事，其间，

为促进中、美两国在文

化、艺术、体育、影视等

方面加强交流，开展了

100多个项目的合作。

当时，在美国洛杉

矶工作，钟玲接触了很

多当地的博物馆、图书

馆等文化场馆，学习了

他们运行开放，提供展

览、教育、艺术等服务的

模式。让她深受感触的

是国外对于博物馆的定

位，是一个集展览展示、

学习交流、文化体验、文

化消费于一馆的文化综

合体，而不仅仅是征集

藏品、对外展示。

这段外交官的工作

经历让她受益匪浅，回到

川博之后，她在公众教育

方面进行大胆探索，用一

系列的举措去延伸公共

文化服务的半径。

延伸公共文化服务半径

钟玲为观众讲解川博的展览。

四川博物院“竞出
东方——中国古代体育
文化特展”。

市民在川博看展览。

小朋友在川博体验社教活动。

钟玲参加川博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特展国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