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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看展”丰富文化生活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博物馆里过大
年”的文化风尚。为了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全国各地
博物馆纷纷推出线上展览、网络课程、互动小程序
等，为大家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

故宫博物院发布 《“云游”故宫指南》，涵盖
“全景故宫”“V 故宫”“数字文物库”“故宫名画记”
“数字多宝阁”“故宫展览APP”等多款应用，让观众
在家也能逛故宫、看展览、赏文物、学历史。中国国
家博物馆推出“国博邀您云看展”“国博珍藏连连看”

“国博珍藏云欣赏”等专栏，包含近 50 个展览专题页、
30余个展览的虚拟展厅、近30个专家解读视频、20余
个展览宣传片等。上海博物馆基于“丹青宝筏：董其
昌书画艺术大展”进行再创作，打造精品网络展览。

“丹青宝筏”网络展览包括观看、探索、创作三部
分，除了欣赏书画作品外，观众还可以随着董其昌的
宝船云游四方，了解他的旅行与创作轨迹，并能参与
互动游戏，像董其昌一样绘制一幅自己的画作。

各大互联网平台相继举办“云游博物馆”直播活
动，吸引了全国几十家文博机构参与。拥有 1388 年
历史的布达拉宫首次进行网络直播，开放了极少对外
展示的馆藏珍品，一小时内观看人数就超过百万。西
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白雪松依靠国宝脱口秀“圈粉”
无数，被网友称为“文博界李佳琦”“西安窦文涛”。
故宫博物院通过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展示故宫春景，直
播的时间安排让大家可以看到开馆前和闭馆后的故宫
景致，仅在抖音平台就吸引了近千万网友观看。

据不完全统计，闭馆防疫期间，全国各地博物馆
共推出 2000 余个在线展览项目和云教育活动，访问
量突破 50 亿次。而 2019 年全国博物馆线下接待观众
的数量为12.27亿人次。

线上展览具有独特优势

“‘云展览’的创新是近年智慧博物馆建设成果
的一次‘大阅兵’，是博物馆多渠道让文物活起来的
新方式，也是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趋势之
一。”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黄洋
说，今年的疫情让“云展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
影响力，也让文博界得以重新思考博物馆的使命和价
值。在博物馆恢复开放后，“云展览”并没有“退
潮”，而是成为博物馆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今年 2 月起，我们与广东省文旅厅合作推出
‘云游博物馆’系列直播节目，取得良好反响。这个
节目一直做了下来，主题从‘疫情防控’拓展到‘革
命文化’‘博物馆之城建设’‘大湾区文脉传承’等，
至今已播出20期，全网点击量累计破千万。”南方日
报文体新闻部新媒体工作室副主任、“云游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毕嘉琪介绍。

毕嘉琪告诉记者，为了提升用户黏性，项目组不
断探索创新。在第二季“革命文化”主题直播中，邀
请中小学生担任主播，吸引了学校师生和家长群体的

热烈关注和转发，让青少年成为优秀岭南文化的传播
者。第四季节目与酷狗平台合作，在粤剧艺术博物馆
演绎了古风原创歌曲 《风伴广州港》，并与酷狗联袂
推出“岭南声音”歌单，精选 35 首体现岭南文化的
粤剧粤曲及国潮音乐，让博物馆直播更具地域特色和
文化韵味。

“线上展览没有人潮的拥挤，可以一个人凝神欣
赏展品，有的能比现场观展更加贴近，能看清展品的
细节，甚至可以 360 度观看。”华南理工大学大一学
生徐可欣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文博爱好者，徐可欣喜
爱现场观展的沉浸感，但也认为“云看展”具有一些
独特的优势。不久前，她在抖音上观看了一场南京明
孝陵博物馆的直播。“我以前去过明孝陵，这次直播
看到了一些之前没留意的地方，讲解员直播讲述背后
的故事，挺有意思的。”徐可欣说，以后会多关注博
物馆直播，作为实地参观的补充，了解更多历史文化
知识。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宫博物院“丹宸永
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备受瞩目。在午门举办
的实体展览已经落幕，而在故宫博物院官网、“故宫
展览”APP上，网友还可以随时欣赏展览全貌。不少
网友留言点赞：“在 APP 上看 360 度全景，也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线上的展览可以足不出户欣赏中国的
传统文化和弥足珍贵的国宝”“把这个展览 APP分享
给国外的亲戚，疫情原因他们无法回国，这个APP让
他们也能看到这么珍贵的展览，实在很好”。在“数
字故宫”小程序中，“丹宸永固”展还有更生动有趣
的打开方式。网友可以“点亮”太和殿、坤宁宫、符
望阁等 9 处代表性建筑，进入“沉浸剧场”，探寻

“宫殿往事”。

“互联网+文博”潜力无限

“运用数字技术展示文化遗产是一种国际潮流。
如果展览设计巧妙，文化内涵丰富，可能会收到实体
展无法达到的效果。”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系主
任文铮对记者说。今年欧洲由于疫情影响，一些筹备
已久的大展只能改成线上展示。“这些线上展览不是
简单地呈现展品，而是深入挖掘展品的文化价值，通
过多媒体技术传达出丰富而立体的信息。比如观众可
以任意放大想要观察的细节，还可以通过链接了解与
展品有关的背景知识，甚至可以与相关专家进行线上
交流。”文铮说。

“‘云展览’对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体展
览囿于展示空间有限，而互联网能把展厅里难以充分
展示的信息全都呈现出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黄
洋指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研究和丰富的内容支撑，
线上展览可能会沦为单调的图文展，这种展览必然吸
引不了观众。

文铮和黄洋都认为，国内的“云展览”在技术上
已经达到先进水平，但在互动性方面还有待提升。

“线上展览关键在于交互体验。国外有些博物馆的线
上展览，可以让观众自己挑选展品、设计展线，并能
分享出去。”黄洋说，这在技术上不难实现，但需要
博物馆转变思维，真正让观众参与到展览中。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
局长刘玉珠的提案建议多部委协同合作，大力发展博
物馆“云展览”。刘玉珠表示，“后疫情”阶段，国家
文物局将继续加大“云展览”推进力度，使“云展
览”成为一种观展新常态。

“‘云展览’有助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覆盖不能到场的观众。”黄洋认为，未来文博系统将
着力打造“云展览”聚合性平台，整合各个博物馆的
数字资源，方便公众观展。

毕嘉琪告诉记者，南方+客户端已经搭建了
“在+看展”云平台，汇聚直播导览、VR展馆、视频
节目、展览资讯于一体。“‘互联网+文博’是大势所
趋，我们会积极运用5G、VR、AI等前沿技术进行创
新，丰富云平台的功能，策划新产品，努力突出特
色、增强互动。”

文铮认为，“云展览”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
去”方面大有可为。“国家规定的不可出境文物，可
以通过数字化方式呈现给海外观众。”文铮说，“我们
的‘云展览’不仅是服务国内观众，还要做好国际传
播。可以借鉴意大利等国家在文化遗产推介方面的经
验，调动多种资源，以文物和艺术品为载体讲好中国
故事、阐释其文化内涵，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展示中
华文明的魅力。”

嗓音敲金戛玉，扮相潇洒出尘，他是京剧“马派”
创始人、“须生泰斗”马连良，为世人留下众多经典剧目
和宝贵文化遗产。

即将到来的 2021 年，是马连良诞辰 120 周年。12 月
22日，“龙马精神海鹤姿——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纪
念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由首都博物馆和北
京马连良艺术研究会主办，北京京剧院、梅兰芳纪念
馆、上海京剧院协办，旨在纪念马连良对中国戏曲事业
的杰出贡献，弘扬国粹京剧文化。

1982年12月，马连良家属将马连良生前的剧装、剧
本、道具、配饰等无偿捐赠给首都博物馆。此次展览以
首博馆藏为基础，并借展部分珍贵文物，通过有关马连
良的110余件 （组） 展品、图片以及影像资料，展现马连
良的舞台生涯和“马派”艺术精华。

展览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须生泰斗”主要讲
述马连良的人生轨迹及其成长、发展的历史背景。第二
部分“温如剧艺”通过马连良的代表剧目和戏曲服饰，
表现他在艺术上的璀璨成就。第三部分“菊坛流芳”以
马连良的交游和授艺为线索，展现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及其艺术传承。

展厅中最为吸睛的当属各式戏服。一件缃色“太阳
蟒”，是马连良在 《秦香莲》《龙凤呈祥》 中所穿的服
装，堪称“马派”剧装的代表之一。它由马连良创制，
在传统蟒袍的基础上删减繁琐纹样，将10个团龙蟒简化
为前后胸各一团龙，突出人物的沉稳、老练。与这件蟒
袍相配的是一顶工艺精湛的相貂。相貂即改良相纱，形制
与相纱相仿，但装饰较多，一般用于丞相、太师等品级的老
年角色。这件相貂帽背插一对扁担展，上镶立体双龙，
颇显精美华贵，贴合马连良在剧中所饰人物的身份。

一件“竹水衣”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它是由细竹
管穿结而成的马甲，轻薄透气。因为京剧戏服大多是丝
织品，为防止掉色、保持挺括，不能用水清洗，故演员
表演时需在戏服里穿上棉质吸汗小衫，行话称为“水衣
子”。马连良演出时，在“水衣子”外会再套一件“竹水
衣”，既透气又隔汗，能够起到保护戏服的作用。

展览中还能看到马连良 1951 年写给梅兰芳的信函，
见证了两位京剧大师的深厚友谊。马连良与梅兰芳多次
合作演出，交情甚笃。20世纪50年代初，马连良寄居香
港。这封信函发自马连良在香港铜锣湾的居所，信中告
知了自己的回归行程，并说“弟回来以后，一切尚仗吾
兄鼎力照顾”，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75岁的梁玖霞老人在开展当天就赶来观展。“马连良
先生让人钦佩。他守正创新，把京剧发扬光大。”梁玖霞
说，看完展觉得离马连良更近了，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入。

观众中也不乏年轻人。媒体从业者孔洁对京剧文化
很感兴趣，以前就看过不少与马连良有关的书。“这次展
览集中、系统地梳理了马连良的艺术人生，布展提纲挈
领，展品丰富多样，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孔洁说，“马
先生当年与世界各地名家开展艺术交流，博采众长，我
们今天也应当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我没有亲眼见过马连良先生，但这个名字是多么响
亮……”在展览开幕式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
满怀深情地说，“大家多到博物馆来看文化，感受戏剧界
的一片暖意，传承就有了，冬天也不冷了。”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1年5月23日。

本报电（李 明） 近日，由中国—东盟中心和中央
美术学院共同主办，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
同创新中心、中央美术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E9区创
新工场联合承办的“光阴的故事——二十四节气”冬至
文化体验活动在北京举办。

活动中，来自东盟十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与中国艺
术家共同欣赏京剧 《贵妃醉酒》 以及古琴、箫、太极表
演，参观“光阴的故事——二十四节气”艺术作品展、
E9区拾美术馆“古风拾忆——民艺文物收藏展”，品鉴冬
至节气食品，并现场创作冬至主题绘画作品。活动通过
创新多元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向驻华使节传递了中国
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宇宙观和哲学观，深化双
方的人文交流与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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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即将迎来尾声。
回望这不平凡的一年，“云展
览”是文化生活中一个新兴
的关键词。从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时，线上展览、博
物馆直播掀起热潮；到今年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
“云展览”和博物馆数字化建
设；乃至今年下半年举办的
博物馆大展中，“云导览”

“云课程”“云互动”也为展
览增色不少。《中国日报》日
前梳理了今年文博界十大新
闻事件，其中一条便是 《全
国兴起“云上博物馆”》。

“云展览”已成为博物馆发展
的重要趋势，“互联网+文
博”能让观众更广泛、更便
捷地走近文明现场，感受文
化遗产的魅力。

首博新展讲述

马连良的艺术人生
陈凯欣

东盟使节体验节气文化

图①：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安徽省六安市皖西博物馆工作人员利用直播平台讲
述馆藏珍品背后的故事。 田凯平摄/人民视觉

图②：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博物馆讲解员通过手机直
播讲解馆藏文物。 吴 拯摄/人民视觉

图③：南方日报、南方+“云游博物馆”节目走进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姚志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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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宫”小程序呈现的“丹宸永固——紫禁
城建成六百年”展 网络图片

观众在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观看展出的
京剧戏服。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马连良在京剧演出中戴的相貂 首都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