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成都博物馆馆长：
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游

客，也是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是书法爱好者和学习者，孩子也在学
习写字。所以为了‘汉字中国’特展，
母子奔赴成都……”为了一场展览，
奔赴一座城市，这看似现实生活中
少见的浪漫想象，但在来自汉中的
游客霍楚身上却成为现实。盛夏
时节，她和孩子来到成都，在成都
博物馆的帮助下，实现了一场圆满
的“书法朝圣”，在天府之国留下了
美好回忆。随后，她用一封长达近
千字的信件，吐露她和孩子对于一
场展览带来的无限震撼和久久不
能平静的感动。“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地之志”，在霍楚挥就的书
法作品中，她用最传统也最具仪
式感的方式表达感谢。

不止于稀世罕见的文物和精心
策划的展览，在“汉字中国——方正
之间的中华文明”展览的爆火中，无
论是及时调整展品位置、更新云看
展内容，还是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
约名额等，都能看到博物馆方做出
的努力。正因于此，“因为一个馆，
奔赴一座城”不再止乎想象。

“汉字中国”观展人次超80万
博物馆如何与观众“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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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屋檐上的艺术“中国古代瓦当展”亮相重庆

每日新增两千张门票
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

6月 10日，成都博物馆新展“汉字

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一经开

放，“一票难求”成为刷屏关键词。记者

从成都博物馆得知，截至目前，该展览已

接待海内外游客超80万人次。

作为国家一类公益博物馆，成都博

物馆实行免费全预约入馆制度。“一票

难求”虽见证着展览的火爆，但也为人

们观展增加了难度。而在此前，国家文

物局已发出关于加强博物馆暑期等节

假日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重点

场馆应根据实际情况，通过适当延长开

放时间等方式，更大限度满足公众参观

需求。“一票难求”的热门场馆应适当增

加门票投放量或预约名额，加大“黄牛”

囤票曝光力度，共同构建健康有序的购

票环境。

成都博物馆克服多重困难，两次延

长开放时间。尽管已实施多项便民利

民措施，优质文化服务仍旧供不应求。

于是，成都博物馆在广泛了解市民需求

后，又实施了一系列人性化、精细化的

措施，力求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

首先，增加每日参观门票，除提前

五日放出的每日1.5万张门票外，每日

再新增2000张门票，没有提前预约的观

众可再进行当日预约，开放名额现已达

到每日1.7万人次。其次，人性化调整

每日放票时间，从原来的00:00调整到

19:00，让更多观众在合适的时间进行

预约。三是及时更新票池，退票会及时

放入票池，增加市民预约成功率。

同时，对于残疾人、现役和退役军

人等特殊群体，成都博物馆也有更人性

化的入馆服务。网络中，有观众写道：

“得知我是一名退役老兵后，工作人员

为我做了身份登记，让我如愿走进‘汉

字中国’特展。非常感谢。”

多项针对性措施
从源头上杜绝“黄牛”

除了在开放时间上“延时”、预约名

额上“加量”外，记者还了解到，成都博

物馆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严厉打

击黄牛行为，全力确保观众享受免费文

化服务的合法权益。

首先，从技术层面调整单个账号每

日可预约次数、设置“黑名单”，从源头上

杜绝“黄牛”。成博已实行全员分时段预

约参观机制，观众使用实名注册手机号

码进行预约，单日内每个手机号可预约

本人及4名同行人员入馆，每个证件号

每日限1次预约；如无法按时到馆参观，

需观众提前取消（退票截止时间为参观

当日14:00），若累计爽约3次，自第3次

爽约次日起，该预约证件号将被限制30

天，以防恶意刷票、抢票、占票行为。其

次，成都博物馆加强网络监控，要求各

网络平台下架未经授权的成都博物馆

门票、讲解和其他文化服务商品。

同时，成都博物馆组织安保力量加

强巡查，联合公安等执法部门严厉打击

“黄牛党”。馆方还在醒目处增添了“打

黄牛”“防诈骗”的标识，再次提醒来馆

游客从正规途径预约购票，共同抵制

“黄牛票”，并提供多种预约“小妙招”帮

助游客实现参观心愿。

听取观众意见及时调整展品位置、

满足观众愿望开展系列学术讲座、在各

自媒体平台高频次更新云看展内容

……在“文博热”和“汉字中国”展览火

爆的背后，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是博

物馆始终真诚聆听观众想法、不断提高

着自身服务水平的体现。于是，才成就

了观众和博物馆的“双向奔赴”。岁月

长河中的历史宝藏，通过博物馆的展览

呈现在当下依旧熠熠生辉，博物馆也成

为人们“文化寻根”的圆梦之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瓦当，屋檐最前端筒瓦顶端下垂部

分，是我国古代建筑物中独具文化特色

的建筑构件之一。它不仅保护屋檐椽

头免受日晒雨浸，延长建筑物寿命，而

且以其美妙生动的图案与文字，达到装

饰和美化建筑物的艺术效果。

如今，走进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二

楼的南浦厅，观众就能在此邂逅一场关

于瓦当的时空穿越之旅。8月 18日，

“椽檐陶韵——中国古代瓦当展”正式

开幕，展览共展出214件展品，带领观众

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瓦当之美。展览

将持续开放至12月3日。

瓦当是在制陶工艺高度发达的基

础上，配合木结构建筑的需要而产生，

为古代中国所独创，既是一种实用品，

也是一件艺术品。它集绘画、雕塑及书

法等多种艺术手段于一身，以独特的艺

术形式和装饰手法成为中国古代艺术

宝库中极具特色的种类，具有很高的艺

术欣赏和历史研究价值。

不同历史时期的瓦当，其纹饰有着

不同的特点。其中，秦瓦当纹饰以动物

形象居多，图案写实，简明生动；汉代瓦

当在工艺上达到顶峰，纹饰题材广泛，

有四神、鸟兽、植物、云纹、文字等；魏晋

南北朝时期瓦当当面较小，纹饰以卷云

纹、莲花纹为主，文字瓦当锐减；唐代，

莲花纹瓦当最普遍；宋代广泛用兽面纹

瓦当；明清多用蟠龙纹瓦当。此次展览

中，当人们从展厅精美的文物前走过，

就能发现这些小巧的瓦当，不仅蕴含着

古人无穷智慧和审美情趣，更寄寓着对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祈愿，体现

了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椽檐陶韵——中

国古代瓦当展”为成都永陵博物馆的原

创展览，这是首次出省外展。成都永陵

博物馆征集收藏有各时期的瓦当文物

数百件，其中不乏若干代表性器物，如

兽面纹瓦当、花草纹瓦当、文字瓦当、云

纹瓦当等。

瓦当上的图形空间，为当下人们了

解古人的历史渊源、习俗好尚，走进古

代历史地理、思想意识打开了一扇穿越

时空的文窗。在千年历史岁月中，成都

老城遗址逐渐消逝，椽檐上的陶韵却见

证了千年历史变迁。如今，走进“中国

古代瓦当展”中，这些凝结了时间的瓦

当，正无声向着今人讲述那跌宕起伏的

历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椽檐陶韵——中国古代瓦当展”展览现场

陕西汉中观众霍楚与儿子观展

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特展现场

“汉字中国”特展现场“汉字中国”特展开展首日观众排起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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