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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范 雪

近年，“博物馆热”持续升温，越来

越多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愿意走进博物

馆，感受文化力量，在中国博物馆协会理

事长刘曙光看来，博物馆是一个能够培

养、影响青年观众文博知识和审美品位的

重要场所，是一个能够让观众与历史、文

化、艺术和科技产生链接和对话的公共空

间。

“青年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好奇心和探

索精神的群体。他们去博物馆，往往不仅

仅是看展品、看文字，还期望获得新奇的

体验和感受。青年也是一个注重个性、喜

爱表达、渴望社交的群体，他们希望从对

博物馆、展览的选择，以及自己的感受中

展现自己的风格、态度和价值观，与志同

道合的人交流和互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感受和见解。”刘曙光介绍，为

了满足青年观众的需求，博物馆也在不断

创新和改进。一方面，已有大量博物馆开

始应用沉浸式、数字化的展示方式，让青

年人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展览的主题和内

涵，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另一方

面，越来越多博物馆开始注重公共服务能

力建设，通过举办研学、讲座、工作坊等

活动，让青年观众可以在博物馆中找到自

己的兴趣和方向，享受“看展式社交”的

乐趣，提升他们的参与感。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的一项调查结

果显示，88.22%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参观博

物 馆 可 以 增 长 知 识 、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

72.20%认为可以提高思维、审美、创造能

力。刘曙光表示，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培

养、影响青年观众的文博知识和审美品

位，有 3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博物馆的展

览，现在博物馆的展览不再是单纯的“文

物+展板”，而是在叙事体系下，通过多

媒体、互动、场景等方式，帮助观众更好

地了解藏品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技价

值，从而提高观众的文博知识和理解能

力；其次是博物馆的氛围，博物馆是一个

充满艺术和创意的空间，无论是建筑、陈

设、灯光、音乐，还是展品、标识、导

览，都是博物馆的审美元素，能够影响观

众的情感和心境；最后，博物馆是一个可

以让人静心思考、提升自我修养的场所，

在博物馆，观众可以接触到人类文明的精

华，开阔视野，从而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

批判性思维。

博物馆向青年观众敞开大门，同时

也期待青年工作者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注入活力。11 月 25 日，首届中国博物馆

学大会在广州圆满落幕，大会开幕式

上，宣布了中国博物馆协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与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举办首届“中

国博物馆协会年度青年人物”推介活

动。之所以开展本次活动，刘曙光认

为，青年工作者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生

力军和希望所在，是推动中国博物馆事

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接地气、

了解博物馆，是时代之先。青年人有着

敏锐的洞察力，广泛的知识面，创新的

思维方式，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为

博物馆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希

望推出一批在文博行业取得突出成绩的

杰出青年，展示他们在文物保护、学术

研究、对外交流、数字文博、展示传

播、文创开发等方面的优秀成果，让他

们成为博物馆事业的领军人物，引领未

来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刘曙

光说。

刘曙光表示，未来中国博物馆协会将

在 3个方面继续关注青年群体：一是继续

加强博物馆青年人才培养，培育一批具有

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的青年博

物馆人；二是加强博物馆与青年群体的互

动，推动博物馆开展面向青年的教育、展

览、活动等，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新平

台，拓展博物馆的传播渠道和影响力，增

强博物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三

是加强博物馆与青年组织的合作，共同开

展博物馆志愿者招募、博物馆社会实践、

博物馆文化体验等项目，培养青年的文化

自信和社会责任感。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未来的博物馆会

是什么样子的？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的

调查发现，77.33%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要合

理运用科技手段助力博物馆发展。在刘曙

光看来，博物馆不能为了数字化而数字

化，要根据自身的特色和需求，按照使用

与适当的原则选择数字化的手段和方式，

避免陷入声光电的炫技。他认为，数字化

赋能博物馆，要做到使博物馆藏品和资料

的信息采集利用更加高效、规范和系统；

使博物馆藏品信息的分享共用更加便捷、

广泛和多元，为博物馆的开放共享提供更

多可能；使博物馆展示和教育的形式更加

丰富、灵活和互动，让深藏在禁宫或库房

里的文物“活”起来。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

青年为博物馆注入新活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范 雪 刘俞希

说起去过哪些博物馆，就读于北京体

育大学的杨舟如数家珍，“今年我去了甘

肃，游览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博物馆。

因为在北京读书，我还去过故宫博物院、

中国地质博物馆等。我是江苏人，之前去

过多次苏州博物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也去过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等。”

如今，“博物馆热”成为一种现象，

包括杨舟在内的一些大学生，也越来越热

衷于参观博物馆。大学生为什么会被博物

馆和文物吸引？他们眼中的博物馆是怎样

的？他们会如何推广博物馆？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

国高校大学生发起关于参观博物馆体验的

问卷调查，共收回来自全国近 300所高校

的有效问卷 7227 份。调查结果显示，近

95%的受访大学生去过博物馆参观，近

80%的受访大学生喜爱观看与博物馆相关

的长短视频。

参观博物馆不只是为了“打卡”

辽宁工业大学的赵雯淇有个习惯，每

参观完一家博物馆，都要买一枚纪念币，

还会随身携带笔记本用来盖纪念章。“我

在天津博物馆盖了一本子的章！”她说。

但赵雯淇并非流于形式的“打卡一

族”。她是河南周口人，因为有家人是博物

馆工作者，所以她是周口市博物馆的常客，

也去过河南博物院、开封博物馆等。来到辽

宁读书后，赵雯淇专门参观了辽沈战役纪

念馆、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等。“去博物馆可

以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历史文化，比如去这

些红色主题的博物馆，让书本里的历史

‘活’起来了。”赵雯淇说，“我身边有很多喜

欢逛博物馆的朋友，大家出游会不约而同

地把博物馆列入游览目的地。且不少博物

馆都是免费的，对大学生很友好。”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的调查结果显

示，88.22%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参观博物馆

可以增长知识、增强文化自信，72.20%认

为可以提高思维、审美、创造能力。

就读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林书雄也

是个“博物馆迷”，他很关注博物馆本身

的设计和藏品。他回忆道：“深圳博物馆

里的胶囊电梯，看起来很酷，就像这座城

市一样，充满未来感。”令林书雄印象最

深刻的藏品，是位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

南海文化博物馆里的海捞瓷。“这些瓷器

曾沉在海底千余年，被打捞上来后，瓷器

的纹路颜色依然完整清晰，真的很不可思

议！”他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的调查结果显

示，参观博物馆时，72.78%的受访大学生

最关注的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及重点藏

品， 64.36%关注博物馆所在地的历史文

化，61.41%关注博物馆的文化氛围。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古船模型让

杨舟印象深刻，“置身其中，可以沉浸式

观赏运河四季景象，体验感很好。”她还

回忆起自己曾在馆内体验过“运河迷踪”

密室逃脱。“想体验‘运河迷踪’一定要

提前预约！”杨舟推荐道。

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宋娴

认为，当下，博物馆应突破传统选题，关

注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心灵疗愈需求。

中国博物馆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

委员、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观察到，博物

馆的青年观众需求非常多元化，他们更追

求参观博物馆的体验，不只是看展览或是

看文物本身。“以前人们是‘去一座城市，一

定要去这座城市的博物馆看看’，现在则是

‘因为要去一家博物馆，所以要奔赴这座城

市’。”在她看来，“博物馆已经不再只是说

教的展示，而是与观众平等地对话。”

大学生愿为博物馆“代言”

今年 10 月，天津外国语大学大三学

生肖雅俊前往天津博物馆参观，随后她在

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篇标题为 《大

学生，博物馆一定要冲，好吗》 的图文，

她总结了 3 条去博物馆的好处：提升审

美，从场馆设计到展厅陈设，加上展品外

形设计和色彩，给人带来视觉盛宴，无形

之中提高了个人审美能力；增长见识，通

过一个文物就能了解一段历史，想了解一

个地方，就一定要去当地博物馆；收获纪

念品，博物馆有徽章、书签，很好看也有

收藏价值。“通常参观完博物馆，我就会

把拍摄的一些藏品照片在社交媒体平台分

享，也会分享我在参观中了解到的新奇的

历史故事和参观感受。”她说。

随着社交媒体不断发展，受访大学

生获取博物馆信息的途径呈现出多样化

的态势，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博物馆

的推广者。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调查发

现， 70.08%的受访大学生通常获取博物

馆相关信息的来源是微博、小红书、抖

音等平台的网友推荐， 62.53%来源是地

方政府或博物馆的官网及官方新媒体平

台，也有 54.45%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会在

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分享参观博物馆的

见闻和感受。

在赵雯淇的朋友圈置顶图文里，有一

条是她参观开封博物馆时，身穿汉服所拍

摄的照片。“参观完博物馆，我会把一些

照片和体会发在朋友圈，希望能够跟亲近

的朋友分享，也起到推荐博物馆的作

用。”她说。

与肖雅俊、赵雯淇不同，浙江树人学

院的于子涵不仅喜欢在社交媒体平台为博

物馆发声，她更喜欢走进博物馆，向陌生

人讲述博物馆的故事。从 2019年 5月到今

年 5月，于子涵一直在浙江省博物馆当志

愿讲解员，讲解时长共计约 79 个小时。

“虽然每次讲的内容都一样，但面对不同

的观众，会有不同的体会，也很有成就

感。”她说。提及在博物馆做讲解工作的

故事，于子涵表示，自己深受著名文物专

家孙机的影响，“2021年我曾去中国国家

博物馆参观，有幸听到孙老师现场讲解，

当时他已经 90 多岁了，还在坚持讲解，

大家都很感动。”于子涵记得一个细节，

“孙老师讲到一半时，嗓子不适吃了一个

润喉片，然后跟大家说，‘各位，很抱

歉，我继续讲’，当时我快哭了。”今年 6
月，孙机在北京逝世，于子涵非常难过。

因为有在浙江省博物馆讲解的经验，

于子涵也成为身边同学的“导游”。“现在

经常有小伙伴找我，‘子涵，我今天去省

博，你有空带我去看看吗’，只要时间允

许，我都会马上答应。”她说。

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看

来，现在博物馆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

他们不仅希望自己是参与者，更希望自己

是主创者。“要积极构建观众友好型博物

馆，为观众带来双向、多元的内容和体

验。”她说。

期待数字科技赋能博物馆

杨舟去过好几次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很喜欢馆

内的临时展览。其中，《永乐宫的传世之

美：壁上丹青》令她印象深刻。为了克服

不可移动文物展示的困难，特展运用了

3D 打印、现代动画等技术，展现壁画人

物、场景。“整个策展非常漂亮，造景的

设计也很好看。”她说。

近年，随着我国的文化数字化进程不

断加快，文博数字化转型势不可挡，越来

越多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展示历史文化。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的调查结果显示，

关于未来博物馆的发展，77.33%的受访大

学生认同要合理运用科技手段，71.95%认

为文物陈列展示形式要不断更新，65.66%
认为文创活动和产品要不断创新。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些观众参观

完兵马俑一二三号坑后，会前往兵马俑

VR 影院欣赏电影 《秦·兵马俑》，这是全

国文博行业首家 VR 影院。观众戴上 VR
眼镜欣赏电影，就仿佛置身俑坑中，与秦

俑展开穿越时空的“对话”。这对于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来说，数字化之路才刚刚开

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信息资料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王勇介绍，希望未来虚拟技术

能够与秦陵大遗址展厅数字提升融合、与

秦陵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技术融合、与秦陵

大遗址数据利用融合，实现数字技术让文

物更精彩。

近日，由苏州博物馆出品的数字项

目——“云游苏博”正式上线，观众通过手

机，足不出户即可沉浸式参观苏州博物馆，

领略艺术与科技的美妙邂逅。谢晓婷认为，

当下青年观众对信息化的需求比以往观众

提高很多，这对博物馆工作者来说是一个

新挑战。她介绍，近年苏州博物馆推出了

VR 体验、数字化展示、虚拟空间展览等，

都是数字信息化的探索。

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熊梓岑曾经去过云

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

馆、河南博物院等众多博物馆，她发现这些

博物馆在近些年都引入了数字化、科技化

的手段辅助游客参观。例如，云南省博物馆

开发了“线上立体云展览”；甘肃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

都提供了多样化、分众化的服务，为大学生

提供了青少年版导览讲解，从青少年的视

角出发，采用讲故事、互动式的形式，并结

合导览的随行讲解、地图导航等特色功能，

真正实现了让青年们轻松畅游博物馆。此

外，贵州省博物馆“万桥飞架”展览，还为青

少年们开设了线上研学探索课程，新颖有

趣的故事线链接，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

让青少年在模拟操作、闯关冒险的情节中

综合了解博物馆历史文物的价值，有趣的

桥梁志内容结合 NPC互动，不少青少年现

场直呼“简直不要太过瘾”。

令熊梓岑印象最深刻的是敦煌博物

馆，它采用 3D 复原技术设立了圆弧形荧

幕，用身临其境的效果带游客感受洞窟中

的壁画。“虽然有些场景我们无法亲眼看

到，但这样的技术所展现出来的效果也是

令人赞叹的，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观众席

内不时传来的惊叹声。”她说。

大学生希望博物馆多开展哪类活动吸

引年轻人呢？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的调

查结果显示，70.57%的受访大学生希望博

物馆开展讲座分享等多样化的社会教育活

动，65.70%希望博物馆开发数字藏品等互

动活动。

熊梓岑期待博物馆未来可以有更多

有趣的互动形式对文物进行展览与介

绍，“因为我是一名外语专业的大学生，

情不自禁就想到博物馆可以利用 AR 技

术与外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创新，这样

既有利于向外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也可以帮助外语学习者、低年级儿

童和对这门语言感兴趣的人学习更多丰

富的内容。”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博物馆官方提供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受访大学生参观博物馆的原因是？ 受访大学生逛博物馆时，主要关心什么？ 受访大学生认为参观博物馆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受访大学生通常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博物馆信息？ 受访大学生认为未来博物馆的发展趋势是？

大学生为什么喜欢“逛”博物馆

南越王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 视觉中国供图

深圳博物馆

广东省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