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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博物馆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种现象反映了全社会对文化遗产需求的增加。博物馆的可逛性、

展品的可读性增加了公众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并且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传输方式与渠道。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博物馆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文化意蕴，利用科学技术打破地域限制，携着自家宝贝走近各地游客。于

是，我们能够与文物们在云端邂逅，了解它们的故事，品味那一段段历史。

暖 张成林 摄

文化·生活

这个春日
与博物馆在云端邂逅
姚萌

胡豆胡豆，再吃一口
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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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
6月1日起施行

据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11日消
息，《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由河北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表决通过，将于6月1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要维护大运河文化
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严格
推进规划实施，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
整体保护利用。根据遗产资源分布，合
理划分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
区和辐射区。加强大运河系统性、整体
性保护利用，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同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城
乡区域统筹协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相结合。

《条例》提出，要统筹建设传习所、
传承基地、展示中心等保护传承设施，
鼓励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做好非遗成
果保存工作。实施大运河传统工艺振兴
计划，开展生产性保护，扶持、宣传、推
广老字号品牌。推动非遗进农村、进社
区、进校园、进企业，开展非遗研究。

《条例》还提出，要加强文化遗产
科学利用，在不破坏大运河文化遗产
及其环境风貌的前提下，发展大运河
航运、旅游等。建设运河枢纽城市、发
展运河重点城市、打造运河水岸市县、
培育沿河特色城镇。利用历史遗留的
老作坊、旧厂房等工业设施，发展文化
创意、科技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推动
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发展大运河沿线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增强文化遗产
资源转化活力。（中新网李晓伟张哲）

有一日，母亲从老家带回一包胡
豆，是热情的邻居所送。她特意用切
成块的腊肉烹饪，暗红点缀一盘青
绿，清香与浓郁交织。我迫不及待又
小心翼翼地夹一粒送入口中，微微用
力，豆皮裂开，豆肉涌出。尽管有肉及
调料的加持，但其本身的味道仍清晰
可辨，和儿时记忆并无二致。

在乡下，胡豆是最寻常的农作
物之一，家家都种、处处可种。一般
不会专辟一地，而是利用田边地角
的闲地来播种，东一块、西两行。它
从不自恃娇贵，不对生长环境过于
苛求，被主人撒于何处，便在那儿生
根发芽，缺少精心养护亦不影响茁
壮成长。稍不留神，绿苗已长高，风
吹浪起，使田埂显得更瘦。虽然花有
白冠、紫纹、黑斑，而且团团簇簇，无
奈比不过姹紫嫣红，容易遭到无视。
幸好它们依旧努力结硕果。

尝鲜是乡村生活难得的奢侈，胡
豆就讲究一个现摘现烹现吃。在农民
眼里，胡豆要么用来煮稀饭，莹白配

翡翠；要么煮熟凉拌，只需浇淋两勺
熟油辣子，加上姜末、蒜泥、盐巴拌匀
即可；要么炖肉的时候放一把，别有
鲜香。吃剩的豆，若想换个吃法，还可
以配面条，既当臊子又作菜。

小孩也有妙招。剥一堆鲜嫩的胡
豆，用一根削尖了的竹枝穿成串，不
加任何佐料，埋进灶孔的火灰中烘
烤。估摸着熟了，抽出后在灶壁上撞
几下抖掉火灰，直接动口，豆类特有
的浓郁香气随热气往外冒。

胡豆的“青春期”转瞬即逝，还
没吃够就老了，皮厚肉糙，口感不
佳。于是人们将它采摘、晒干、储藏。
奶奶常常炒一把干胡豆，拿来哄孩
童。我站在灶旁，自告奋勇地试吃，
从铲子上捡起一颗，不惧滚烫，咬破
豆壳，咀嚼香脆得“咵咔”作响的豆
瓣，纵然不及商店卖的怪味胡豆可
口，却足以调和乏味的年少时光，让
回忆变得有滋有味。

胡豆尽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虽不起眼，但不可缺。每到时节，桥
头的菜摊儿总会有它的身影，只要
它一上桌，筷子往返的频率明显增
加，心中念叨：胡豆胡豆，再吃一口，
多尝尝鲜，不够再购！

3月30日，“5G+AR助力博物
馆展陈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电
信博物馆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
5G+AR等创新技术助力博物馆展
陈创新为主题，研究科技与博物馆
创新融合场景，形成智慧博物馆建
设路径，共同探索科技创新助力博
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方式、方法，为我
国文化强国、博物馆强国战略目标
实现贡献力量。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
表示，我国博物馆发展还存在着不平
衡现象，数字时代的博物馆，应该要

减轻这种不平衡，结合自身藏品、规
模、运营模式等情况思考如何适应数
字时代，如何脚踏实地地开展数字化
升级。

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柳士发认
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桥梁，现代博物馆发展的第
一个大趋势是建设智慧博物馆，博
物馆实体文物资源和虚拟文物信
息浩如烟海，博物馆逐渐成为遗产
的保护平台、传播平台和参与平
台，实现从保护型博物馆到传播型

博物馆再到参与型博物馆的升级。
疫情期间，博物馆信息化、智慧化
的发展潜力被进一步激活，在5G、
AR等新技术的助力、加持之下，全
国文博系统联袂呈现数以千计的
数字展览，数以亿计的观众通过网
络走进博物馆。

未来，线上博物馆将实现更加
人性化的功能，这是科技时代背景
下的发展趋势。线上博物馆从萌芽
到壮大，基于产业环境本身的更新
迭代，但更需要的是，在数字化转型
中留存历史沉淀出来的文化气息。

博物馆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基
于实物、基于藏品，创造出一个情境
化的学习环境。而线上博物馆在很
大程度上弱化了这方面的优势与特
色。当观众的视野局限在屏幕前的
一个个定点镜头，或是基于自身理
解来理解展览时，博物馆该如何予
以引导和帮助的呢？

4月11日，太原博物馆利用数
字化平台优势，在官方微信公众号
推出“线上展览”“线上活动”“线
上课堂”，展览通过VR 场馆全方
位呈现展厅和文物，市民朋友们
足不出户，即可“云游”博物馆，享
受线上文化盛宴。本次推出的“线
上展览”共有 8项，包括广受好评
的：锦绣太原历史文化展、赵卿墓
车马坑、抟土成金——馆藏明清瓷
器展、晋人风华——山西名家书画
选粹展以及首义门锦绣太原展
等。展览通过VR场馆全方位呈现
展厅和文物，让市民朋友们随时
随地观看精彩展览，近距离感受
精美文物。

3月28日晚7点，上海博物馆
“上博讲坛”第三季的首讲开场，上
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古陶瓷专家陈
克伦通过线上直播，与网友分享

“宋瓷”之美，解读“春天”的文化含
义，为市民送上心灵的春意。

其实在3月18日，上海博物馆
就在一场特别的直播节目中，将新
展“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

展”带到观众眼前，其中包括11件
国家一级文物。

在文博爱好者最关注的网上
展览中，上海博物馆把近年来颇受
欢迎的线下大展搬到了线上。2015
年的“王谢堂燕——吴湖帆鉴藏大
展”、2019年的“丹青宝筏——董其
昌书画大展”等当时备受欢迎的展
览都得以线上再现；此外，上海博
物馆还整合了许多馆藏文物，以主
题方式推出线上展览：“有鱼”以馆
藏鱼主题文物作展，“春信”是馆藏
的梅花文物主题展，还有传统文化
另一吉祥符号“如意”汇聚了如意
主题的文物。

“赶上春——江南文化数字专
题”是网上展览中颇“应景”的一
场。点击进入展览，伴随着悠扬的
丝竹之声，页面上出现的是江南地
区的地图，点击各地地名，就能看
到相应地区的文物。点击松江，会
显示一系列金饰文物的图片，点击
一对金色耳环，高清大图和相关信
息就能显示：这一元代执荷童子金
耳环，通高 6.1 厘米，各重 9 克，
2002年在松江区上海电视大学松
江分校窖藏出土。

地图左侧，显示着乡土、风物、
故人、浮生四个板块，展示不同的文
物内容。点击“乡土”板块中的“烟雨
江南”，一幅手绘地图上呈现出江南
的山川河流。点击黄山，画面就会出
现清代梅清的《黄山十九景图册》，

还附有屈大均的诗《寄汪扶晨黄山
中》。原来，点击这些地标就会出现
以此处为主题的古画，可谓“画中游
江南”。这个展览中还有“AR艺术
家——我画江南”的互动功能，上传
自己拍摄的照片，再选择喜欢的古
画风格，一幅“古今共创”的江南春
色就诞生了。

“实在很不容易！”家在浦东新
区三林镇的市民瞿先生表示，网上
逛展成了他解压的方式：“这些线
上展览原创性很强，策展思路非常
清晰，不是简单地按主题罗列文
物。未来即使疫情结束，博物馆也
可以考虑保持这样创新探索以扩
大辐射面。”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众
多博物馆就加快了“上线”的步伐。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
不断重塑文化艺术服务的方式与
范围。

有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未
来博物馆的社教工作产生的最大改
变在于活动形式由线下更多地改为
线上，增强相关内容的研究，从而扩
大博物馆社教版块，强化公众教育。
与此同时，线上意味观众有了更多
的选择，不过，更高的活动质量、趣
味性与专业性兼备的要求对于博物
馆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未来，线上线
下融合、越来越贴近受众需求的公
共文化服务，也会让城市生活变得
更加美好。

省时又省力
线上逛馆

贴近更贴心
更新技术

业内人士教你拍摄
绝美的“花语星空”大片

新华社天津4月13日电（记者 周
润健）4月，地上繁花似锦，天上群星
璀璨。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很多人都想
通过摄影镜头，让绚丽的星空与绽放
的花朵“同框”，来一次“时空对话”。那
么，如何才能拍出绝美的“花语星空”
大片？听听业内人士怎么说。

创作“花语星空”作品，拍摄时节和
目标的选择很重要。北京市资深天文摄
影爱好者王俊峰结合自己的拍摄实践介
绍，每年的3至4月，春暖花开，尤其是进
入4月，更是百花千卉竞娇颜。在花朵选
择方面，考虑到构图美感，建议选择花枝
较高、外形具备明显特征的目标。

天气方面，一个晴朗通透的夜晚
是必要条件，无风的环境也至关重要，
如果追求繁星漫天的感觉，最好选择
远离城市的郊区、高山，以避开周围光
源的干扰。

拍摄时段方面，尽量避开满月或朔
月时段，上下弦月前后4天都比较合适。
因为满月时，天空太亮会导致星点稀
少，而朔月时虽星光璀璨，但由于整体
环境较暗容易造成拍摄目标黯淡无光，
缺乏质感。上下弦月前后4天这个时段，
月亮在夜空中亮度中等，会把天空映成
天然的蓝色底色，同时会给花朵进行天
然补光，这种补光方式相较于人工补光
效果更自然，拍出的照片质量也更好。

拍摄器材方面，用相机拍摄时，在
光害较重的地区推荐使用中焦镜头，
在光害较轻的地区推荐使用中焦镜头
和广角镜头。中焦镜头可以通过构图
调整，重点突出花朵的质感，让画面更
具视觉美感，而广角镜头更适合大面
积的具有颜色特征的场景拍摄。而使
用手机拍摄时，可根据实际情况使用2
倍镜头拍摄。

拍摄技法方面，首推的拍摄方式
是低机位仰拍，确保花朵和星空“同
框”。架设机器构图时，如果花朵距离
较近，推荐打开相机的实时取景装置，
以花朵为主焦点进行对焦，如果环境
光较弱，可使用手电等补光设备照亮
花朵。具体做法是将相机镜头切换至
MF挡，选中要对焦的花朵放大，慢慢
转动对焦环，直到边缘最清晰为止，这
样就能拍出主体花束清晰、背景星空
形成光斑的迷离梦幻的效果。而使用
手机拍摄的话，使用“夜景模式”就能
获得较好的效果。

春日时分，拍花赏星正当时，挑一
个好天气，携带三脚架，背起相机，拿
起手机，去欣赏和记录绝美的“花语星
空”吧。

上海博物馆推出的“赶上春——江南文化
数字专题”线上展览页面

▲ 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金玉满堂——沈阳故
宫典藏清代宫廷珍品展”线上展览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