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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云展览”源于国

家加大公立博物馆开放力度的政

策，是从各家博物馆官方网站建

设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随着

微信的上线与普及，国家博物馆

和故宫博物院在这方面动手较

早，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4 年着手

创建与运营微信公众号。运营初

期只登载简单的展览消息，随后

发展为聘请专业人员写作介绍展

览的专门文章、再制作成单独的

公众号推送发布。近两年来，随着

全民看展热潮汹涌，公众号推送

文章也“进化”到“云看展”阶段，

使线下展览有机会以更加立体的

形式走向线上，生动呈现在观众

面前。

此次疫情推动了全国各大博

物馆“云展览”的上线进程，在

2020 年春节期间，公立博物馆形

成了两大类“云展览”：一类是各

博物馆的“常规陈列展线上看”，

另一类可以说是“云上补救展”。

对观众看展而言，是看馆藏精品，

还是看主题性较强的专题临展，

分清类别才能有的放矢。

诸如故宫博物院介绍历代书

画、河南博物院介绍青铜器、陕

西省历史博物馆介绍周秦汉唐

文物的相关展览可算是“常规陈

列展线上看”。观众可在线了解

“镇馆之宝”级别的藏品。这些

“云展览”都是各馆近年来花大

力气、长时间投入的项目，可归

入精品行列。

各馆本来已为春节期间观众

看展进行了精心策划，准备了丰

富的“文化大餐”，却因疫情闭馆

无法将其呈现给观众，只好以“云

看展”的方法补救一下，这类展览

可称为“云上补救展”。国家博物

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苏

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春节期

间迅速将临展挪到线上，一些还

成为刷屏热门。

求进阶 学知识

对 于 想 要 深 入 了 解 展 览 内

容，学习文博知识的观众来说，直

播看展与“云课堂”的形式不容

错过。

前一段时间，在国家文物局

指导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

究院、南京博物院等 9 家国家重

点博物馆与抖音携手举办“在家

云游博物馆”直播活动，观众可随

金牌讲解员游览一个专设陈列

展。直播看展可以通过 3D 全景、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

3D 扫描等技术手段将线下展览

真实呈现出来。

如果觉得意犹未尽，在直播

结束后，观众可通过博物馆的官

方网站更详尽地了解文物背后的

历史文化知识。以国家博物馆的

《隻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

为例，“云展览”中，文字、图片、

手机语音导览相结合，还分别安

排了策展人、展陈设计师和专家

从不同角度对展览内容进行详细

介绍，在“云展看红楼”项目下形

成了一个庞大的子系统，称得上

是一场红楼文化盛宴。观众通过

手机浏览，结合自己的时间与看

展需求，可以实现深度看展。例

如，在专门介绍“红楼十二钗”的

栏目中，观众可以欣赏清朝人物

画家改琦的精美插图，实现了展

览内容的线上细分。

在对文博知识有了一定积累

后，不少观众希望进入一个深入

学习的阶段，这时一些线上展览

的延伸——“云课堂”就能很好地

满足这方面需要。国家博物馆推

出的“国博好课”，既提供文字、图

片等内容，还分享了精彩的音频

与视频，由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就历史、文物、考古、艺术等领域

的前沿问题和热点学术问题发表

演讲。“国博好课”中《试说鎣的功

用》以流失海外 158 年的圆明园

青铜器“虎鎣”为例，特别请来馆

里已退休的文物专家孙机先生，

制作了长达 40 分钟的音频，揭秘

青铜“虎鎣”的功用。在听讲的同

时，观众可以在国博官方微信“国

博珍藏云欣赏”栏目中，点击进入

推送“铜器虎鎣与您打个 360°照

面”。随着手指的移动，细节逼真

的 3D 虎鎣如在掌中。作为一个长

期的线上节目，“国博好课”与“云

展览”形成了良好配合。无独有

偶，上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一系列

“云课堂”服务。

有趣味 看特色

华夏大地历史、地理、人文各

方面存在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决定

了各地博物馆拥有丰富多彩、独

具特色的馆藏资源，不少博物馆

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打出“资

源特色牌”，满足观众趣味看展的

需要。

广东素以美食著称，广东省

博物馆在今年春节推出“粤博珍

宝”线上栏目，专门介绍了老菜单

及食谱广告，比如有一则“八千只

肥鸡鸣谢启事”，看名字就令居家

防疫的人浮想联翩。宁波博物馆

则另辟蹊径，推出了一个小巧的

线上栏目“每日一物”，每篇介绍

一件新中国成立后的日用老物

件，让我们重温历史的温度，有温

馨有感动有回味。

苏州博物馆推出的招牌项目

“文徵明的紫藤花”也颇具地域特

色。著名文人画画家文徵明曾参

与苏州拙政园的设计与建造。480

多年前，他在园门附近栽种下一

株紫藤，每年仲春都会吸引一些

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为此，苏州博

物馆近两年在网上发布这株紫藤

的最佳观赏花期信息。待紫藤结

籽，工作人员小心收藏好，挑选几

粒，装入设计好的礼盒中，在网上

销售。这样的文创产品，当然是独

此一家了。

“云看展”不仅应结合本地本

馆资源，更需要针对不同观众，根

据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开发针对

少年儿童的趣味“云展览”项目。

目前适合广大青少年的“云展览”

还比较缺乏。在这方面，故宫博物

院走在前列。为了吸引小朋友，故

宫的专门制作团队主攻“漫画带

展”形式，既有图文又有动漫视

频。比如其官方微信近期的“紫禁

城 600 年，‘老狮’有故事”推送，

全文以故宫最常见的汉白玉狮子

为主持人，带领孩子们逛故宫，生

动有趣。

成习惯 积学养

“云看展”新方式的普及与迅

速推广，给观众看展方式带来了

深刻变革。作为观众，不应只把

“云展”当作热闹来看，应该逐渐

转变观念，把网上看展作为提升

自身学识的一种常规模式，提高

广泛汲取文化营养的意识。

“云看展”最大的优势是足不

出户游遍各馆、看遍好展。在快节

奏的生活中，这种看展方式无疑

最大限度地节省了观众时间、打

破了空间局限。但是具有多年博

物馆观展体验的观众可能还会觉

得，云上展览千好万好，不如自己

亲临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到了现

场，虽然挡在许多文物上的玻璃

罩还是让人有一种距离感，但这

种真实的现场感是每一位博物馆

爱好者都渴望与痴迷的。因此，随

着疫情过后各地博物馆逐渐开

放，把线上看展与现场参观更好

地结合起来将成为更多观众的

选择。

（《人 民 日 报·海 外 版》王
建南）

山乡春晓 汤青（安徽）摄

馕，在新疆有悠久的历史。早

在11世纪，就有学者在《突厥语大

词典》中记载了馕的制作技艺。馕

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传承，一直

伴随着新疆人的生活，抚慰着新

疆人的胃，印刻在新疆人的乡思

之中。而今，在维吾尔族人的婚礼

上，主婚人仍要向新郎新娘发放

馕，据说新婚夫妇蘸着盐水吃进

去，可以天长地久地相爱，平静愉

悦地过日子。

当我来到乌鲁木齐国际大巴

扎的时候，才对馕有了更深的了

解。馕的配料很简单，不过是面

粉、盐水、芝麻、洋葱末，一般的

做法与烧饼相似，但却是用馕坑

烤制而成。在简陋的铺子里，那些

打馕的师傅动作娴熟，颇有一种

劳动之美。馕打好了，烤馕师傅们

开始往馕坑里贴馕。我试着靠近

馕坑口，被里面钻出的热浪一下

子逼开。只见烤馕师傅端坐在馕

坑外，右手托馕，左手蘸着盐水在

馕上抹一圈，然后迅速把馕拍在

馕坑内壁上。不一会儿，在高温作

用下，馕的表面鼓起一个个小包，

周边开始收紧、翘起，呈现出诱人

的金黄色泽。这时，烤馕师傅便拿

出钩子勾住馕，轻轻一挑，让其落

在案板上，香喷喷的馕就出炉了。

刚烤好的馕口感酥软，散发着浓

郁的麦香，沁人心脾。

“可以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

馕”。馕，是新疆人的最爱，它自有

一种质朴的美味。在乌鲁木齐街

头，我见过一些老人把馕蘸进奶茶

里吃，就像我们把油条泡进豆浆

里。吃了馕的老人，面色微红，靠坐

在墙边打盹。这让我不由生发出感

慨：一种古老的食物，哺育着一种

古老的生活，而一个城市的灵魂，

往往就不动声色地藏在这里面。

据说，馕发展至今，已有 300

多个品种。当地人告诉我，馕的特

点是耐储存，刚烤出来的馕酥软

无比，放久了则变得干硬，但只消

用水一泡或淋点水用火一烤，就

可以回软。就着炒菜、就着羊汤、

就着水果、就着砖茶、就着咸菜、

就着烤肉，怎么吃都行。听说过

去，一些新疆人踏上旅途，行囊中

一定有馕，行至一条清澈的小溪

流，停下来，把薄薄的馕抛向上

游，再掬起清亮亮的溪水洗把脸，

馕也漂下来了，顺手拿起就吃，再

饮上几口清冽的河水，就是一顿

属于旅人的快餐。我想象这情景，

实在富于诗意和美感。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孕育

着一方食物。馕是这样随和友善，

乐于与各色美食成为好搭档，一

如新疆人热情好客的直爽性情，

为这片充满风情的土地留下了生

动而鲜明的注脚。

郑州：征集全国金石传拓作品
弘扬黄河文化

新华社郑州 4 月 18 日电（记者

桂娟 李文哲）“黄河故事——全国金

石传拓作品邀请展”近日在河南郑州

正式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拓本。活动将

通过出版作品集、进行巡回展等方

式，带领人们在感知历史、文化与艺

术之中，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金石传拓是人们对流传至今的

古代镌刻在金属或石头上的文字、图

形进行拓制和研究的传统艺术，为我

们保留了无数珍贵的人文资料。”中

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表示，金石

传拓作品是历史的物证和载体，具有

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有助于

深入挖掘“黄河故事”。

征集作品内容包括反映黄河演

变的各类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天文

地理画像石、碑刻拓本；黄河沿岸历

代名人建筑、石窟寺庙等碑刻、造

像、岩画拓本；记载历代开发黄河、

治理黄河及黄河河患的碑刻拓本；反

映黄河沿岸人民生产、生活、人文、

风俗的碑刻拓本；其他各类与黄河相

关的碑刻拓本等。

据介绍，活动由中国收藏家协会

及郑州市政协主办，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

物局、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

位协办，并邀请到来自全国各地金石

碑帖、书法美术、文化研究等领域的

专家担任评审。

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表示，

将充分发挥政协人才组织优势，以历

史载体为依托，多维解析黄河文化的

丰富内涵，持续弘扬黄河文化宝贵的

精神财富。

眉山市
举行抗疫摄影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4 月 15 日，“大爱无邪—致敬

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眉山市

摄影作品展”在四川省眉山市美术馆

开展，一张张摄影作品生动地展现了

全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力量。此次展

览由眉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市文化馆、市美术馆、市图书馆、

市摄影家协会承办，活动将持续到5

月10日。

据了解，此次展览分为“众志成

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团

结一心”科学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坚强自信”社会生活稳步复苏复活

三部分，以120件摄影作品真实记录

了眉山市民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画

面。此次展出的摄影作品主题鲜明，

立意深刻，情感饱满，眉山市广大摄

影艺术家深入一线，用镜头定格下全

市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抗疫的温暖瞬

间和人间大爱，也诠释了新时代文艺

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只有“活”起来，
才能“火”起来
周飞亚 朱悦华

在“云”端，传统艺术正在形成新

生态。短视频与直播中，京胡拉着抖

音神曲，昆曲玩起了快闪，西北花儿

唱出摇滚风……各类传统文化艺术

纷纷换上“新颜”，成为一股潮流。

如火如荼的热闹场面，也反映出

普通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艺术

的亲近姿态。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

号，也充分证明：传统艺术要“活”起

来，才能“火”起来。

所 谓“ 活 ”，在 表 演 内 容 上 要 鲜

活，不断吸收时代与生活的“源头活

水”；在表现形式上要活泼，勇于尝试

以跨界、混搭等方式开拓创新，实现

审美时尚化；在传播场域上要活跃，

善用最新的媒介手段，以更积极主动

的态度、更频繁的亮相，吸引年轻观

众的目光。

此次“云”端表现十分抢眼的戏

曲艺术，就遵循了上述模式，特别是

在形式多元和传播活跃度方面有很

大突破。大部分创作者选择了直播，

这正是时下流行的网络工具。从两三

分钟的短视频，到一个多小时的长直

播，内容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尤其是

直播内容，突破了以往主流院团官方

宣传视频的套路，成为深受观众欢迎

的板块。恰如麦克卢汉那句名言“媒

介即讯息”，内容必须符合传播工具

的特性，才能发挥出优势效应。

另一个典型样本是民乐艺术。在

传统艺术门类中，民乐出发较早、走

得更远，其线上模式已经相当成熟，

并已开始向线下移植。2020 年元旦的

两场晚会，颇具标志性。一场是哔哩

哔哩网站口碑与流量双丰收的跨年

演唱会，其中，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的

表演成为爆点，当民乐、爵士乐、电音

等音乐混搭，古曲和动画、电影主题

曲串烧，传统艺术的时尚之美尽显，

“壮哉我大国乐”的弹幕刷屏。另一场

是北京民族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几首

流行音乐曲目 、游戏配音演员的朗

诵，成为吸引年轻人走进音乐厅的契

机，现场气氛的火热，让乐团对未来

充满期待。民乐近两年不断走红，正

是由于内容与形式的大胆跨界、年轻

态表达，在年轻人心目中，民乐已经

打上了“时尚”“酷”的标签。这不仅惠

及线下演出，还催生出综艺节目《国

乐大典》和影视剧《闪光少女》等以民

乐为主要元素的作品，使传统艺术的

魅力真正融入了日常生活。

民乐的发展轨迹和近来“云”文

艺的经验，还彰显出艺术传播者的重

要性。大众走近传统文化艺术，需要

更多专业的“引路人”。

传统艺术借助互联网发力，早已

有之。几乎每一次网络工具升级换

代，都有目光敏锐的艺术从业者率先

闯入，开疆拓土。如知识付费 APP 最火

爆的时期，京剧坤生王佩瑜入驻喜马

拉雅平台，开设了“京剧其实很好玩”

课堂。三年前直播刚兴起时，中央民族

乐团的中胡首席蔡阳就在陌陌上开

播，并联合几位演奏家成立“民乐坊”。

但这些开拓，主要是少数从业者的个

人行为，能有机会亮相的，也多为业界

已有一定资历的名家。而此次“云”文

艺热潮，主要特征就是规模化、专业

化，将名家名角这“一棵树”背后的整

片“森林”都拉入互联网这个新场域。

专业演出院团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云”

端，极大丰富了网上的传统艺术资源，

提升了相关内容的品质。

网络受众的年轻化以及审美的

多元化，一直在推动传统艺术的演

变，但新生态的形成需要时间，达到

一定规模才能引起质变。“云”文艺热

潮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成为传统

艺术转型的一副催化剂。不难预见，

那些适应了新生态的演出院团，会将

新的创作思维、表达方式和发展理念

带到线下，最终实现传统艺术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艺术

是在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中沉淀下来

的文明精华。活化传统艺术，让每一

个普通人都能领略艺术之美，是文化

传承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艺术工作

者的使命。

“ 云 看 展 ”在 此 次 疫
情期间风行于网络。据国
家文物局初步统计，全国
博物馆春节期间共上线
展览 2000 余项，1300 余家
博物馆开放在线展览。在
琳琅满目的“云展览”中，
哪些“干货”最多？众多选
择面前，文博爱好者和普
通观众如何选择自己最
感兴趣的线上展？其中的
门道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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