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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活”沉睡
的文物？如何拉近观
众与文物的距离？如
何发挥出文物的文化

力量？近日，沈阳故宫博物院与
辽宁省档案馆、鲁迅美术学院、
辽宁大学以及辽宁省图书馆等
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拓
宽和深化清前史、东北地方史等
研究基础上，在档案编纂、文化
创意、文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
深度合作。沈阳故宫博物院还
将陆续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等十余家高校、文博单位合作
展开研究工作，以此更好地推动
沈阳故宫所藏文化宝藏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经远
了，博物馆现在也需要依赖技术更新、
大数据支持以及网络传媒的深度介
入、传播和宣扬，不断“让文物活起
来”。随着技术革新，藏于深阁中的文
物高频率大幅度地呈现于大众视野，
受众群体才有机缘走进民族文化瑰宝
的纵深腹地，去探幽览胜，从而有更多
人捕捉寻觅采集到历史的风情、传统
的底蕴以及古典文明的幽邃。

文化资源的共享，对于所有人来
说都是一桩盛事。文物这曾深藏的精
神大餐，只有凭借不遗余力地推广、交
流、分享，才会改变以往那种被动接
纳，变成网络平台、云空间上的自由快
乐、即时即地的心灵洗礼和冲浪。

“数字化通过技术创新，让受众更
便捷地走近馆藏展品；影视化则运用
叙事策略，让大众更好地了解展品背
后的故事和精神，这样文博也能超越
时空。”专家如此建议，其实说到了文
物走进民间，落地千家万户的可能，进
而在电视专题节目的共赏系列中，搭
建树立文化自信通道的必要性、急迫
性和可实施性。

众所周知，好的手段是为好的目
的服务的，现代大众传播必须依赖短
平快的信息传递渠道，来构建高精尖
的具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精神版图和
视听接受纽带。

“让文物活起来”，就是让古老的
文物放下身段，走出历史的神秘殿堂，
走向大众的接纳和欣赏视野，走进无
数爱好者方便快捷地去汲取、吸收、传
递各种文化信息的生活空间领地。

大文化落地融汇到具体鲜活的小
细节之中，从而构成了一种雅俗共赏
的精神传播链条。

看过一则关于苏东坡生平历程的
小视频，编者用苏东坡骑马造型感十
足的想象，让这位精神传承千古的大
师级人物，在快节奏地穿越生平各个
重要地点和节点而编织起来的画面
中，留下了不同阶段生命的足音和烙
印。像这样带着审美穿透力的点染，
对于宣传苏东坡诗词书法艺术乃至
整体文化贡献，可谓是最好的途径与
坐标。

当细节信息传播与大众接受形
成共识共鸣，那么文物的价值、文明
的声音才有可能变得更加鲜活饱满
生动！

以细节与技术构筑

雅俗共赏的文化传播链条
刘恩波

“沈阳故宫的定位首先是博物
院，其次才是旅游景区。所以沈阳
故宫非常珍惜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荣
誉，以学术研究带动收藏、保护、宣
传、教育和展览等博物馆基本功能
的发挥，做好沈阳故宫的价值阐释、
保护和利用。”孟繁涛说。

沈阳故宫是“学术”的，也是“大
众”的。沈阳故宫的保护、研究最终落
脚点是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精神和
文化需求。“让文物活起来”的内涵，是
要使沈阳故宫的文物资源通过文化创
意变成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让
文物的灵魂和蕴含的人文价值“活”起
来。把沈阳故宫传统的文物元素、文
化内涵植入时尚的当代工艺品中，让
优秀文化传统与当代审美时尚结合，
通过文创产品这一载体，实现“把故
宫带回家”，使更多人通过文创产品喜
爱故宫，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近年来，沈阳故宫研发了千余
种具有故宫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
比如以沈阳故宫大政殿为元素的文
创产品，以沈阳故宫独有的“红墙黄
瓦”为创作灵感的“盛京宫阙”饮品

等，通过这些具有沈阳故宫文化符
号的文创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故宫。

故宫文创产品的研发需要以扎
实的学术科研为支撑，有了学术研
究作为基础，才会使故宫文创产品
真正体现故宫特色以及中华传统文
化的醇厚韵味。此次与高校合作，
会为沈阳故宫学术发展乃至文创产
品研发提供学术保证。

今年沈阳故宫与高校联合举办
了大学生文创产品大赛。李理说，
与高校合作，就是想通过年轻学子
们的学术能力与活跃的创造力将沈
阳故宫优秀的文化资源提炼出来，
将沈阳故宫文化中独特的艺术价值
和艺术元素，通过创意性的手段与
现代生活有效地结合起来，创作出
兼具艺术特色和实用价值的文创产
品，使故宫文化在价值和情感认同
中，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赵斌说，学生们参与对故宫文
创产品的设计，可以切身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魅力。通过设计文创产品学
习文化，引发对文化的思考，通过思
考获得精神升华，这一过程使中华传

统文化在年轻人中得以更好地传承。
辽宁大学相关专家表示，沈阳故

宫作为重要文博单位，具有众多科研
能力强和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研究
员，可以为高校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
的师资补充，高校也可以为沈阳故宫
提供后备研究人才，这种合作会产生
多方共赢的结果。比如沈阳故宫与辽
宁大学开展文物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
合作，通过先进科技，建立“数字故
宫”，通过“数字故宫”拉近与观众的距
离，让大家走进“数字建筑”，触摸“数
字文物”。在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
同时丰富公众体验，在展览中，通过
数字化技术展示出与真人等大的历
史人物形象，与真实的宫廷环境融为
一体，形象而真实地再现历史人物的
宫廷生活，让人们沉浸式参观展览。

孟繁涛说，沈阳故宫博物院还
将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
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吉林大
学、天津美术学院、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展合作，共
同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活化故宫文化宝藏
落脚点在满足大众文化需求

文艺微评投稿邮箱
lnrbbffk@126.com

数字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原本静贮在展
柜和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清明上
河图》被数字画笔“唤醒”，《千里江山
图》可以“动起来”……数字技术赋能
下的文博展览弥补了传统展览的不
足，观展成为随时随地的可能，各种沉
浸式数字交互空间的打造，使大众感
知文物的方式更加立体多元，文物的
价值越发凸显。

当前，数字化成为促进文化传播
的新动能，倘若仅把线上展览当权宜
之计，那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但
就文博展览而言，还需要思考怎样数
字化，需要明晰数字技术是服务于展
览与文物的，再高超的技术也只是一
种手段。

文博展览的数字化，不是把展览
简单地搬运、复刻到“线上”，这种冷冰
冰的数字化，自然不会“收买”到人心，

“差评”也就在所难免；也不是对数字
技术一味地求新求变，把数字技术当
噱头、一味强调技术的新奇，而忽视实
物藏品本身的价值，那也是喧宾夺
主。一些数字展览把炫技当作展览的
目的，酷炫的展台、眼花缭乱的打卡任
务，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
淹没了文物本身的价值。过于依赖、
凸显数字技术的作用，未必能增强观
众的获得感，浮华表象下观众是被文
物打动，还是被技术炫目，也就不言而
喻了。

数字技术不但要让文物“走出来”，
更要“走进”大众的日常文化生活中，

“走进”大众的心里，让大众感知文物的
温度。那么，数字技术作用于文博展览
应有的方式，就是把数字技术思维内化
为提升展览品质的驱动力，让技术手段
真正融合于展览之中，使大众更好地理
解、感受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

随着“科技+文化”的深度融合，
小程序看展、5D 观影、扫码立体阅读
等数字化文化体验活动，使大众的文
化生活前所未有的精彩，期待中华文
化全景呈现与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的
图景早日绘就。

让数字技术手段

真正融合于展览之中
刘艳妮

沈阳故宫与高校等单位全方位深度合作——

多维探索让文物宝藏活起来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文物宝藏，不仅要保护好，而且
要让它“活”起来，形成文化力量，为
当下文化建设聚力。

8月28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
学院2020级研究生刘骏走进沈阳故
宫翔凤阁，面带笑容地为游客讲解
正在展出的“明清文人书画展——
境由心生”。自今年7月鲁迅美术学
院与沈阳故宫博物院建立合作关系
以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发
挥中国画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特优
势，依托沈阳故宫博物院丰富的书
画资源优势开展相关课题、项目合
作，在中国画、书法等领域进行相关
研究，并与中国画教学实践相结合，
让学生拥有丰富的古中国画阅览经
历，同时参与文物保护与修复，从而
培养出传统中国画功底深厚的人
才。为了让学生们得到更多学习锻
炼的机会，暑假期间，鲁美中国画学
院研究生刘骏、裴朗延、魏崇恒、昌
珊、江承霖等在沈阳故宫参与了志

愿者服务工作，他们以专业、生动的
解读为参观者讲解文物知识。刘骏
说，近距离感受沈阳故宫之美，对他
个人来讲是不可多得的珍贵体验，
此前对故宫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一些
影视作品中，现在走进故宫，亲眼
所见，用心感受，无论是宫殿建筑，
还是书画文物，更深切地体会到沈
阳故宫的魅力、传统文化的精深。

沈阳故宫博物院不仅有宏伟的
古建筑，而且其中还珍藏着数以万计
的文物精品。据不完全统计，沈阳故
宫博物院收藏各类文物10.5万余件，
包括瓷器、玉器、珐琅器、漆器、绘画、
书法、纺织品、金属器等20余个品种。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丰富的书
画资源，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此次与沈阳故宫合作，就像走进了
一座藏宝洞。明清绘画藏品是沈阳
故宫最具特色的收藏品之一，仅明
代、清代绘画藏品就有三四千件，是
明清绘画藏品最多、最好的文博机构

之一，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这些
藏品基本涵盖了明清两代众多绘画
流派、各派宗师的作品，如明代浙派
画家、吴门四家、青藤白阳、华亭派以
及清初四王吴恽、四僧、金陵八家、扬
州画派、海上画派，等等。听到沈阳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理的介绍，刘骏
说，他的毕业论文方向找到了，他会
在明清绘画上进行深入研究。

刘骏的研究生导师、鲁迅美术
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赵斌说，今
天，我们把研究生的课堂搬到沈阳
故宫来，请李理副院长讲解故宫历
史沿革、建筑形式及明清绘画收藏
情况，让学生们比较系统地了解沈
阳故宫建筑群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
涵。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大量的珍
品、文物、字画等，为中国画学院中
国画与书法专业教学实践提供了珍
贵的范本。对于提高学生们的审美
素养、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确定将来深入研究的课题，从而发

挥传承作用、拥有创新能力起到无
可替代的作用。

赵斌说，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
是鲁美新创建的专业，目前学生在
课堂上学到的多是理论知识，实际
操作课时相对较少。与沈阳故宫博
物院合作后，学生将有更多的机会
体验中华传统书画装裱的魅力。通
过合作共建，鲁美将培养一批艺术
理论功底扎实、艺术实践能力过硬
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人才，为沈
阳故宫博物院培养优秀的储备人才
与传统技艺传承人。

沈阳故宫的宫阙亭台是有形
的，沈阳故宫所藏的文物古籍也是
有形的，但是沈阳故宫所承载的优
秀传统文化需要更多专业人才的挖
掘与整理，需要更多年轻人的了解
与关注。

与鲁迅美术学院一样，辽宁大学
也与沈阳故宫博物院建立了合作关
系，利用沈阳故宫的文化遗产资源，

通过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等方
式，增强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从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传承人。

此次沈阳故宫博物院与辽宁大
学合作，以明清史研究为核心，对故
宫学视野下建筑史、器物史、历史文
献、文学艺术史和传统科技史等进行
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中华传统思想
文化。比如对《黑图档》进行档案整
理与研究、清代沈阳城市记忆研究
等。还将开展多场讲座，挖掘文物的
文化内涵和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如

“清前期的盛京文化”“沈阳汗王宫的
前世今生”“盛京内务府抄本档《黑图
档》记载中的文溯阁及四库全书”等。

沈阳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孟繁
涛说，与高校合作，就是为了大力引
进学术资源，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
特别是年轻学者研究沈阳故宫，将
沈阳故宫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
传承，同时也让沈阳故宫博物院研
究的新成果走出去。

与高校全方位合作，大力引进学术资源

近期，辽宁省档案馆满文专家
何荣伟将到沈阳故宫进行满语讲
座。这是沈阳故宫博物院与省档案
馆深入合作的一部分。沈阳故宫所
藏清代档案、古籍等大多是满文书
写，但懂满文的人才却不多，沈阳故
宫的青年工作人员急需学习满文。
何荣伟说，他准备从满文语言形成
讲起，并结合沈阳故宫实际作普及
讲解，之后，再深入地教授满文单
词、解析方法等，让更多沈阳故宫工
作人员可以独立进行满文研究。

在清朝历史中形成了大量满
文 及 多 语 种 文 字 合 璧 的 各 类 典
籍。这些一直存放在沈阳故宫的
清宫典籍、档案和皇室玉牒，在清
朝覆亡后被陆续移送到辽宁省档
案馆和辽宁省图书馆保存。辽宁
省档案馆收藏清代档案73881余卷

（册），包括《清历朝皇帝实录》《爱
新觉罗家族玉牒》《满洲实录》《满
文老档》《无圈点字档》《有圈点字
档》《盛京内务府稿档》等。辽宁省
图 书 馆 收 藏 沈 阳 故 宫 清 代 古 籍
1000 余部，其中包括《九家集注杜
诗》《皇朝通志》《大清会典》《御注
孝经》等。

正是基于对这些珍贵的满汉文
档整理破解的需要，沈阳故宫博物

院与省档案馆、省图书馆进行全方
位合作。辽宁省档案馆副馆长里蓉
说，我们将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
出版方面拓宽合作空间，2022年开
始，我们将深化历史与文化、东北地
方史研究，共同出版学术成果著作，
同时开展陈列展览、档案利用、学术
讲座等多领域、多渠道、多角度、全
方位的横向合作。

省档案馆专家为沈阳故宫青年
工作者讲授满文只是开展合作的一
个方面，将深藏于库房的典籍、档案
拿出来共同进行深入挖掘，将研究
成果更广泛地传播出去，产生文化
影响力才是更重要的方面。

此次合作，沈阳故宫博物院分
别向省档案馆、省图书馆捐赠《清帝
东巡与东北地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沈阳故宫博物院藏考古
文物研究》《曾在盛京——沈阳故宫
南迁文物特展学术研讨会文集》《清
帝东巡研究》《清宫史研究》等40部
研究成果图书。

孟繁涛说，沈阳故宫举办展览、
文集出版等都需要学术支撑。此次
与省档案馆、省图书馆合作，会使沈
阳故宫的年轻工作人员有机会多看
档案、多看古籍、多做项目，进一步
提升沈阳故宫的研究能力。

与档案馆、图书馆横向合作
多领域产出文化成果

沈阳故宫的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喜爱。

8月28日，鲁迅美术学院研究生在沈阳故宫参加中国画教学实践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