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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助力考古走入大众视野的新传
播方式不断出现，相关文创产品的用户体
验也不断提升，富有参与性、设计感的文
博周边产品正成为年轻人文化消费的新
热点。比如风靡大江南北的由河南博物院
出品的“考古盲盒”，把时下流行的“盲盒”
概念和文物结合，将十二生肖兽首印章、
大将军虎符、武则天金简或杜岭方鼎等

“微缩文物”藏进土中，甚至还有“隐藏款”
的惊喜。消费者拆盒后要先在土块上喷
水，用洛阳铲挖出大致轮廓，再用刷子清
理、砂纸打磨，细致还原考古过程，而非简
单地盲抽一件文物复制品，既模拟了考古
的未知性，大大提高了体验的趣味性，又
以独特的方式致敬了考古工作者，彰显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与魅力。

手拿脊兽雪糕、荷花雪糕，徜徉故
宫、圆明园，美景与美味相融……近年
来，依托文博场所文化元素而兴起的文
创甜品，点缀了参观者的文博之旅。前不
久，“舌尖上的湖北省博物馆”系列文创
产品在微博、小红书上频频刷屏，越王勾
践剑慕斯、编钟蛋糕、虎座鸟架鼓提拉米
苏……宝藏文物纷纷变身甜品，让逛展
喝茶吃甜品、与文物来一场浪漫邂逅，成
为文艺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切中了当
下年轻一代的消费偏好。

在山东博物馆，上线不足两年的鲁
博手礼平台已汇集百余位设计师，创新

“博物馆IP授权”“平台智能化设计派单”
“设计师分佣激励”“工厂生产发货”四方
运行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博物馆文创产
品的社会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3月18
日，山东省文创产品开发成果转化对接
活动中，鲁博手礼平台提出将以5G、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为驱动力，以文创孵化
基地为加速器，共同打造平台2.0升级
版，加快文物活化与创意成果落地。

从长远来看，盲盒、甜品、文创助推
下的考古“出圈”并非终极目标，找到以
文物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
化热点的契合之处，让其辐射出深远的
现实意义，多元化促进文博教育，塑造更
加强大的文化自信，更值得关注。正如一
位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者指出的，文旅
或博物馆文创，有助于拉近传统文化与
年轻一代的距离，他们作为未来社会的
中坚力量，可以塑造对自身文化的情感。

在《国家宝藏》第三季的节目中，一
名文物摄影师向观众讲述了自己与兵马
俑上一枚古代匠人指纹“不期而遇”的经
历。穿越千年沧桑，古老匠心于细微处闪
现，击中今人“泪点”的，既是历史的厚
度，更有情怀与文化的温度。

一位网友评论95后博主复原黄金
面具残片的举动：3000多年前，那名工
匠也许没有想到，在很久以后，会有一名
年轻人与他心意相通。这既是工匠精神
的传承，也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

在文创产品推陈出新、话题热度不
断升温的现象背后，是公众对我国历史
文化遗产不断增长的兴趣，是对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自信。一方
面，考古学肩负着增强公众文化自信的
使命，另一方面，公众文化自信的增强，
也对考古学的大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也将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以文化为
根基，不拘一格的文化创意，助力文物

“活起来”的同时，也让博物馆等文创场
所更具亲和力。

被误解的考古

◆ 误解：考古等于盗墓。
◆ 真相：不能将考古与盗墓混为一谈，不仅仅因为它们站在较量的两

端，更是因为，它们有着泾渭分明的根本诉求。考古人寻求的不是奇珍异宝，
不是经济利益的获得，而是能够触及古代文明的线索，其过程是获取一种研
究资料。当然，考古围绕的也不仅仅是墓葬，还包括各类古代遗址；除了陆地
上的田野考古，还存在海上的水下考古。

◆ 误解：考古就是寻宝。
◆ 真相：很多人以为，考古就是搜寻、挖掘出一个又一个沉埋的宝藏。

殊不知，更多时候，考古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挖土”（确切说法叫清理地
层）才是常态，很可能掘地三尺仍没有发现任何文化遗迹，其中的艰辛和枯
燥，常人难以想象。考古发掘出土的也未必是价值连城的宝藏。而且发掘本
身仅仅是考古的一部分，此后还需要旷日持久的研究。

◆ 误解：考古仅关乎过去。
◆ 真相：考古的发现与成果，将影响未来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不断丰

富和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知，甚至颠覆以往的认知。考古更是对社会进化的
探索，只有深刻和清醒地了解人类的过去，才能更加明智地对待未来，从中
汲取智慧。

考古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义，同样是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
学自诞生以来，就不单是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同时也承担
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考古以实证帮助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
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文化认同感将油然而生，进一步塑造出中
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自豪感。 （据《中国青年报》）

500克黄金，数万锤敲打，厚度仅有0.2-0.4毫米，点赞超百万……近日，95后

博主复原三星堆新近出土黄金面具残片的视频走红网络，引发一波网友“献上膝

盖”。就连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也在朋友圈分享并喊话：“来我们修复馆上班吧。”

3月20日，三星堆遗址六个祭祀坑出土了包括黄金面具残片在内的500余件文

物，引发又一波全民文博热。近年来，公众的文博热情与日俱增，考古发掘、文保修复

等昔日的冷门领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热点，其中，既有富于技术含量的二次

创作，也有公众“围观”所构成的惊人关注度，还有文艺创作和消费领域的新意频出，

多元传播既推动了考古“出圈”，更体现了我国文博事业发展的蓬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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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为根基
创意助力文物“活起来”

博物馆热度持续
文博事业未来可期

见证考古新发现
直播点燃公众文博热情

公众走近考古、了解古代文明的方
式多种多样，不过，在博物馆中参观考古
发掘文物仍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方式。如
何让文物“活”起来，吸引更多人走近博
物馆、爱上博物馆，近年来各地均有颇具
成效的探索。

今年元宵节以来，以乐舞俑为核心
灵感、借助5G+AR的技术将虚拟场景和
现实舞台结合的舞蹈《唐宫夜宴》火出荧
屏，直接将河南博物院送上热搜，连续一
个多月，相关搜索是以往单日搜索量的3
至 5倍。在业界颇具权威的“博物馆头
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2021年第一季全
国热搜博物馆榜单上，河南博物院位列
领跑位置。线上热搜对于线下参观的带
动实实在在——前往河南博物院的游客
络绎不绝。

三星堆新一轮重大考古发现公布以
来，激发了社会公众的参观热情，自3月
下旬起，三星堆博物馆参观人数逐日增
多。在清明小长假，三星堆博物馆成为了
新晋网红景点，共收获了4.5万余游客的
青睐。携程集团数据显示，受三星堆关注
度提升的带动，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等文博场馆近
期热度也排名居前。从全国情况来看，去
哪儿平台介绍，清明假期全国文化古迹
类景区的整体热度较2019年时增长了
3.8倍。景区热度同样带火了相关文创产
品，比如三星堆博物馆的不少文创产品
就巧妙利用“千里眼”“顺风耳”等造型元

素，保留了三星堆纵目文物的“神秘微
笑”，文物自身的魅力通过天南海北的消
费者，也进一步得到传播。

当今时代，博物馆承载的功能日益
多元，在搜集、保存、修护、研究、展览、教
育、娱乐多元功能的基础上亦担当着媒
介、舞台、社交、旅游、创新引擎、第三空
间等更加复合化的职责。博物馆也逐渐
走出封闭、呆板、沉寂的传统印象，日渐
成为城市文旅目的地、网红打卡地、IP衍
生地及媒介关注点。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的内核本身就具有穿透“次元壁”的能
量，找准连通当下、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创
意切口，完全可能引爆流量，但让文物

“活”起来的同时，人们真正需要的文博
普及，既要有趣，更要“有料”。

创意、科技和互联网传播方式，为
考古“出圈”、博物馆“走红”按下“加速
键”，但文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
开专业、专注的人才队伍，这其中，要有
秉承匠心精神，让出土文物重现人间、
重焕光彩的考古人、文保人；要有怀抱
学术志业，甘坐冷板凳、埋头故纸堆的
理论家、研究者；也要有懂文物、爱文
化，能够利用现代方式讲好文博故事的
普及者、媒体人；还要有以创意助力文
博“跨界”“出圈”的策划人、设计师，等
等。多元化人才队伍，能够为文博事业
贡献才智、增添活力，让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流传后世。

（本版编辑综合）

今年3月，一场长达6小时的考古现
场直播，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

“祭祀坑”中的文物出土过程呈现在公众
眼前。有网友点评：“现在的博物馆越来
越接地气，越来越亲民了。”

考古学与直播的联袂，近年来已不
鲜见。2015年11月，央视直播了江西南
昌西汉海昏侯墓 1 号主墓开棺过程。
2007年12月，直播“南海一号”古沉船打
捞过程……通过直播，公众亲眼见证了
埋藏于地底的文物重光于世，这种现场
感与历史感的交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
的体验。

近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评选活动向公众网络直播了终评会，
入围终评环节的20个项目，由汇报人依
次向公众报告，遗址、文物对于还原历史
和古老生活场景的重大意义，考古工作
者的不凡经历，深深打动着线上线下观
众，被称为“年度最强考古公开课”。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举办的30多
年，是考古工作不断走入社会公众视野
的30多年，也是考古事业融入社会文化
发展的30多年。评选活动采取的一切形
式，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公众更深切感触
考古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参与和分享
考古学对构建民族历史、增强文化自信
的独特贡献。

直播等传播方式揭开了考古的神秘
面纱，让公众得以直观感受考古工作。对

于热爱文博事业的非专业人士而言，亲
身参与考古也成为可能。2020年11月，
河南安阳开启“公众考古模式”，面向全
国发布考古志愿者招募“英雄帖”。从田
野考古常识培训，到现场观察地层堆积，
通过土质、土色的差异来判断遗迹的叠
压、打破、共存关系，辨认陶器器型、收集
出土文物小件……几天里学到的各种技
能让志愿者们大开眼界。

“来之前没想到，考古是如此细致的
工作，不是探险、挖宝，没有想象中的惊险
刺激，当然也有偶尔的惊喜，但更多的是
枯燥烦琐的记录，需要极强的专业性和耐
心。”来自上海的自由职业者陈超说。

对于志愿者们认识上的转变，负责
培训的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
申文喜并不奇怪：“不少人是通过影视
剧、小说了解考古，平时很难真正接触
到，就会觉得很神秘，志愿者活动让考古
走出了‘象牙塔’。”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公众考古强调
考古学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的艰深学
问，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民共
享的，考古学也应回应公众关切，将考古
信息传递给公众，并激发公众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的热情。近年来，我国在公众参
与考古方面有不少探索，比如开放考古
现场，让有兴趣的百姓参观、与专业考古
人员交流；一些网友借助“云端”直播体
验“云考古”，等等，很大程度上助力了考
古“出圈”，点燃了公众的文博热情。

出
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