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年轻人中“博物馆热”

持续升温。社交媒体上，越来越

多年轻人分享打卡博物馆的体

验，线下打卡展览、线上云逛博

物馆成为年轻人的一种休闲、社

交、生活方式。

某短视频平台《2023 博物馆

数据报告》中显示，00 后中爱看

博物馆相关视频的人，相较其他

年龄占比更大。据有关平台统计，

关注博物馆信息人群中，18~30

岁的总占比近 50%。

除了线上密切关注博物馆的

动态，线下逛博物馆也在年轻人

中渐成风尚。根据中国国家博物

馆发布的数据报告，2021 年，国

家博物馆 35 岁以下的观众占比

超 50%。2022 年，中国青年报·

中青校媒对博物馆的关注程度等

问题面向全国大学生发起问卷调

查，共回收来自 154 所高校的有

效问卷 992 份。调查结果显示，

89.72%的受访者去过博物馆，

42.04%的受访者每年去 1 至 2

次博物馆。

热衷博物馆

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与看演出、听音乐会等其他

文化活动相比，逛博物馆的开销

实在“物美价廉”；博物馆的环境

通常较有韵味，文化氛围浓郁；在

室内不受天气影响。选择博物馆

作为周末、假期的出行地，既能收

获知识，又能和志同道合的好友

讨论交流，结束后还能在社交媒

体上分享精美的文物照片，并带

回特色文创产品……种种“利好”

使得许多年轻人爱上了逛博物馆

的“看展式社交”。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

校”。许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是

为了探索历史与文化的魅力，给

自己加一顿精神上的“营养餐”。

有人是为了快速了解一座城市的

历史，探索城市的文化底蕴。“博

物馆是了解一座城市的窗口，如

果我要了解一座城市，我就一定

会去逛当地的博物馆。”武汉大学

大三学生李易展说。有人是为了

以实物资料补充自己的知识体

系。“专业课上讲过甲骨文、竹简

等，但没见过实物，来博物馆看过

之后，才发现和想象的不太一

样。”北京师范大学研一学生杨子

尧说。

不少年轻人在博物馆中被文

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所触动，获得了

穿越时空的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

“在博物馆里，时空就像被剧烈压

缩了，花上一天时间就能走完上千

年的历史，令人震撼。看着展品，我

总忍不住想象古人是如何使用它

们的。”李易展兴奋地说。

年轻人热衷于逛博物馆，折

射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他

们对古人的生活方式、古时的生

活图景、古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对中华民族从哪里

来、中华文明的起源等怀有旺盛

的求知欲。这些都促使他们走进

博物馆，自觉地去了解中华民族

深厚的历史底蕴。

博物馆如何吸引年轻人
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传

统文化、爱上传统文化，是博物馆

的重要责任。因而创新传播手段，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近”博物

馆，进而“走进”博物馆，最终“爱

上”博物馆，这是博物馆工作题中

应有之义。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

规划的通知》，指出要“实施一批

智慧博物馆建设示范项目，研究

制定相关标准规范；推动博物馆

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提供

沉浸式体验、虚拟展厅、高清直播

等新型文旅服务”。2022 年 5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

充分利用博物馆等文化教育设

施，搭建数字化文化体验的线下

场景。

开发数字 IP、制作小程序与

App、广泛使用文物数字化技术、

开展各种线上线下互动活动、开

发各类文创产品让游客把博物馆

文化带回家、拍摄纪录片、参与文

博类综艺……近年来，花样翻新

的文物与博物馆叙事方式不断出

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

起来”了，走进百姓生活，走进年

轻人的“备忘录”。

线上，博物馆积极开发小程

序、App，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云

端博物馆“永不闭馆”。比如“云游

敦煌”小程序内上线了全球首个

运用游戏科技打造的新一代“超

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

经洞”项目，让年轻人可以沉浸式

体验藏经洞的历史。国家博物馆

还研发了虚拟数智人“艾雯雯”和

“仝古今”，目前艾雯雯已解锁智

能语音讲解功能。

一些博物馆还利用社交媒体

作为宣传展示的窗口，积极“圈

粉”年轻人。部分官方社交媒体账

号语言诙谐幽默，十分有“梗”，频

频制作出圈的“文物表情包”，还

常常与粉丝互动。具有“网感”的

博物馆拉近了自身与“Z世代”的

距离，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线

下博物馆。

除了常规展览外，一些博物

馆还开展了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互

动工作坊、讲座、展演等活动。北

京市文物局在公示的《北京博物馆

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2035）》

（征求意见稿）中指出，“鼓励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开展博物

馆研学、夜宿博物馆等活动”。近

年来，一些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

至夜间，年轻人夜间休闲多了逛

博物馆的选项。更有博物馆借此

东风，开展“夜宿博物馆”“博物馆

奇妙夜”等主题活动。比如，今年

洛阳多家博物馆举办的历史人文

类博物馆夜宿项目“博物馆奇妙

夜”，将时下年轻人间流行的“沉

浸式戏剧”“剧本杀”“露营”等元

素糅合，引得各地博物馆爱好者

奔赴洛阳打卡。

博物馆热中的冷思考
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入博物馆

的同时，也有专家学者表示担忧：

年轻人是否只是为了凑热闹？是

走马观花式参观，留下浮光掠影

的印象，还是真正学到了历史文

化知识，获得了自我提升？

让年轻人从博物馆这座人类

文化宝库中撷取文明果实，需要

博物馆加强对文物的学术研究，

对文物的内在价值、历史文化背

景进行深入挖掘阐释，而非一味

重视展览的“热度”“人气”“轰动

效应”。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物馆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史吉祥

观察，有些博物馆为了达成办展

数量的指标而疲于奔命，“如今每

年推出的历史展览和交流展累计

有 3 万多个，博物馆对‘物’的研

究还未深入，就匆忙地办展览，对

公众是一种不负责”。

史吉祥强调，博物馆创新文

旅融合形式值得肯定，但尺度的

把握同样重要。无论是 AR、VR

等数字化手段，还是拍照打卡的

“高颜值”展区，抑或“剧本游”“夜

宿博物馆”等活动，种种创意策划

要为展览的内容服务，不应“喧宾

夺主”。“有些技术手段只停留在

刺激眼球上，但是对于人们理解

展品的历史背景并没有太多的帮

助，这样的数字产品就会流于形

式。”他提醒道，目前许多博物馆

将这类项目承包给技术公司或文

化公司，但外包出去不能撒手不

管，要对文物文化内涵的阐释把

好关。

归根结底，互动性体验的目

标是传播文物知识。“噱头”或许

可以吸引人们走进博物馆，但真

正能打动人们的，一定是对历史

文化感知、感悟、感动的那些瞬

间。史吉祥再三强调，博物馆要了

解观众、服务观众，更重要的是提

升观众认知能力，发挥博物馆作

为文化机构的功能，对年轻人有

正向的引领和提升。

总之，庄严神圣的博物馆可

以“接地气”，但不应过度娱乐

化———博物馆毕竟不是游乐场、

娱乐场所。南京大学历史与自然

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指出，博

物馆应在不偏离专业性、学术性、

科学性等特质的基础上，再进行

文物活化利用、文旅融合发展。

“文物是有尊严的，一味用流

行的方式取悦观众，就会削弱文

物的地位和博物馆功能，文物本

身不能被‘搞笑’。”他说，“迎合，

看上去是赢得了观众，但也失去

了另一部分观众。”

专家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博

物馆和观众应是双向的互动，除

了博物馆方需要在吸引年轻观众

和忠实博物馆的特质之间作出平

衡，年轻观众也应怀揣一颗求知

的心，比如在观展前提前做些功

课，这样才能从展览中汲取更多

感悟，与文物进行一场“走心”的

深度对话。

（李韵 王笑妃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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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厦门

每个老巷子、每块老路牌，都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由来和变迁，承载了老厦门人悲欢离合的

记忆。时光匆匆，日异月殊，曾经繁华的街巷褪去往日的喧嚣，却也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过往故

事。

二王街

二王街位于开元路至后厅

衙巷、土地公祖巷之间。原来这

里有一间二王宫，街由此立名

并沿用至今。以前也叫风鼓咀、

打石顶、二王石墓口（石墓围、

大墓围）。在二王宫的对面，是

一个防空洞，紧挨着防空洞洞

口，曾经是一个热闹的讲古场。

二王街是厦门早期出名的“讲

古”场所之一。以前说书人被称

为“讲古仙”，“讲古仙”不需借

助任何道具，只是手里有一本

书，有的还拿把折扇，就口若悬

河、滔滔不绝地讲，并富有生动

的表情和形象的

动作，绘形绘色，

引人入胜，讲渴

时喝口茶，继续

讲。厦门方言讲

古已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用来讲古的

地方有室内外之

分。榕树下、竹树脚或宫庙前，

一般习惯称“讲古脚”，室内茶

座式称“讲古场”，放置几张茶

桌仔，可以边听边泡茶。营业性

“讲古场”主要就靠卖茶水、马

蹄酥、花生酥、瓜子、蜜饯之类

的零碎食品挣钱。

二王街讲古场占地面积约

先锋营街

先锋营街西起故宫路，东至太

平妈街。长 450 米，宽 2.6 米。为古

代军队营地，街由此立名并沿用

至今，这里原来有座平台宫，供奉

天后，已被拆除。先锋营街位于古

厦门城北门外，与北门外街相邻。

为防止倭寇侵扰，明洪武二十七

年（公元 1394 年）修建厦门城，共

建有城门 4 座，各有城楼，先锋营

街在北门潢枢（今公园西路的园

南小学附近）外。清嘉庆十一年

（公元 1806 年），又在 4 座城门门

楼上各安置铁炮 2 门，以增强防

卫力量。先锋营街则是驻扎军队的

营地。

先锋营街 1 号原为厦门歌仔

戏研习中心。厦门市歌仔戏剧团成

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由著名的

“福金春”和“群声剧团”合并而成，

在闽南、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享有

较高的声誉，是福建省重点剧团之

一，2012 年正式划转为厦门歌仔戏

研习中心。 （来源：思明快报）

三百平方米，有两座小房子和一个

庭院。讲古场四周用竹篱笆围了起

来，把场内和场外隔离开来。因为

有庭院，所以二王街讲古场的地形

显得很别致，高低错落，很有层次。

讲古场也是一天讲两场，下午场和

晚场。逢年过节的时候再加一场早

上，共三场。大部分讲《七侠五义》

《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

《说岳全书》等小说和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