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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
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以馆藏文物
多、文物等级高而闻名。最近几
年，辽博不断“破圈”与“扩圈”：

“文物展”升级为“文化展”，在更宏大的格局
下，重组单品文物背后的文化逻辑，让公众
深悉其历史况味；既“请进来”也“走出去”，
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各地文物珍品，也
让辽宁地域文化深入人心；推出多样的公共
文化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主动担起更多的
社会责任。持续丰富馆藏文物、不断提升文
物修复能力、立体式构建24小时博物馆……
辽博正持续焕发出新的文化魅力。

破圈 扩圈

亿万年前的世界什么样？
去年10月下旬，辽宁省博物馆

“乐·土——辽宁古生物化石精品
展”通过87件古生物化石回答了这
一疑问。辽宁省古生物化石资源
丰富，是化石资源大省，化石总量
居全国前列，是享誉世界的化石重
要产地。“乐·土”展是辽博第一次
举办古生物化石展，不仅还原了中
生代时期活跃在辽宁地区的远古生
命，而且让辽博再度“破圈”，在展览
内容上实现了新文化形态的突破。

与“乐·土”展几乎同步推出的
“青花清韵”元青花瓷器展，是辽博
临近 2022 年终推出的又一展览。
或深沉浓艳，或纯正清雅，或灰褐暗
淡，多件精品元青花瓷器让不少喜
爱瓷器的观众驻足静观，流连忘
返。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中有
4件瓷器是2022年新入藏的文物。

不论是“乐·土”展，还是“青花
清韵”展，抑或是近些年辽博推出的
多个重量级展览，之所以能够赢得
多方赞誉，离不开辽博丰富的馆藏
文物做支撑，而这背后，是辽博本着
充实藏品、弥补缺项、突出特色的原
则，持之以恒坚持高标准文物征集
的结果。

如果说文物征集是让“文物进
门”，那么文物修复则是让“文物发
光”。近几年，辽博不断提升文物修

复水平，不仅让自身馆藏文物完整
示人，而且还发挥国家级博物馆的
专业优势，协助其他文博文保机构
单位修复文物。

去年，辽博承接了全国唯一一
座“五世同堂”朝阳北塔塔身壁画的
修复工作。全部修复工作结束后，
这些“沉睡”多年的精美壁画将与观
众见面，重焕当年光彩。

如何让文物“扩圈”，被更多人
知晓？最近几年辽博一直在积极
探索。2019 年，公益活动“收藏从
正确认识文物开始”启幕，来自辽
博的专家免费为藏家手中文物进
行鉴定，普及文物知识；近几年，

“数字化辽博”与“云端辽博”融
合，让观众实现了静坐家中，全天
24 小时随时近观文物的梦想；智
慧讲解、智慧导览，科技赋予了辽
博新的内涵，让观展变得愈发轻
松与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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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圈”与“破圈”，看
似博物馆办展思路的外拓与突破，
实则是对博物馆功能的再定位，对
博物馆作用的再认识。岁月滋养
文化，变革激活力量，如今，辽宁省
博物馆正多措并举，在让博物馆变
成一所大学校的同时，“让文物说
话，让历史说话”。

是文明殿堂是文化讲堂也是公众课堂

升级办展思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加强文物交流、打造24小时展览

“破圈+扩圈”辽博不断提升文化传播能级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不久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物馆的7件组文物安全抵达辽宁，
出现在辽宁省博物馆“和合中国”主题
文物展的展柜中。这7件组文物珍贵
且独特，既有西周时期绯色缂回纹斜
褐织物残片，也有东汉蜡染蓝白印花
棉布、唐—宋回鹘纹残片等。足不出
辽宁，就能欣赏到几千公里外新疆地区
出土的文物，这让不少观众直呼“过瘾”。

实际上，来自新疆地区的文物只
是“和合中国”主题文物展外借文物中
的一部分。在为期4个月的展览中，
来自全国22家文博机构的文物占到
了“和合中国”展品文物总量的1/4。

与“和合中国”特展同时举行的
“对望与凝视——东京富士美术馆
藏西方绘画精品展”，则是2022年底
辽宁省博物馆引进的又一个中外合
作精品展览。

巴洛克宫廷画家凡·戴克、新古
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浪漫主义大师
戈雅与德拉克洛瓦、批判写实主义
标杆米勒……这些闪耀在西方绘画

史上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精彩画作，
在“对望与凝视”展览中无声地向观
众讲述西方人物绘画发展简史。

不论是“和合中国”特展从国内
22家文博机构外借展品，还是“对望
与凝视”中外合作办展，都反映出近
年来辽宁省博物馆——新中国建立
的第一座博物馆，展览不断“扩圈”
的办展思路的变化。

一方面，将精品文物引进来，让
辽宁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珍贵展品，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将辽宁文物展出
去，让“辽宁有历史”“辽宁有文化”深入
人心，提升辽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是
近几年辽宁省博物馆持之以恒不断

“扩圈”的重要原因。
在“扩圈”同时，近些年来，辽博

打破原有办展模式，在办展思路上
不断“破圈”，将“文物展”升级为“立
体化的文化展”，赢得了专家学者和
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从“又见大唐”到“唐宋八大家”，

再到正在举办的“和合中国”特展，辽宁
省博物馆将单一陈列文物，调整为借
助不同类别、不同质地文物来诠释一
个宏大文化主题，让附着在文物背后
的文化，成为吸引观众的最强力量。

不仅如此，每一次主题宏大的
展览推出后，辽博不断外拓展览形
式，设计推出一系列精美绝伦的 IP
文创产品，还围绕展览举办专家研
讨会，让流动展览车进社区、进校
园、进企业，不断充盈展览内容。

“破圈”之后的辽博斩获了多项
荣誉。“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山高
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龙
城春秋——三燕文化考古成果展”连
续三年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优胜奖和精品奖；多个展览连续四年
入选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展览推荐名单；几个大型展
览成为“现象级”展览，在吸引全国各
地观众前往辽宁观展同时，也成为全
国文博界的研究样本。

解码现象级大展频出的深层原因

2022 年，华为辽宁政企业务部
总经理陈跃又多了一个身份：辽博
志愿者。他热爱历史文化，曾游历
全球几百家博物馆，在工作调任到
辽宁前，他曾在广东省博物馆做过
多年志愿者。“通过在辽博做志愿讲
解，我愈发觉得辽宁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值得好好宣传。”虽不是辽宁
人，但通过近一年的讲解，陈跃对辽
宁历史如数家珍。

与陈跃不同，郭粤是一名已经
在辽博讲解岗位工作了 10 年的“老
志愿者”。退休后，郭粤开启了她的
志愿讲解服务，10 年时间，累计为
五六万名观众进行过精彩讲解，其
中，有不少国外和省外观众，“给他
们做讲解服务，我觉得特别自豪，
觉得自己是辽宁历史文化的宣传
者。”郭粤说。

不论是像陈跃一样的新志愿
者，还是像郭粤一样的“老志愿者”，
260 余名辽博志愿者已经成为这座
全国知名博物馆的一张亮丽名片，
为辽博持续“扩圈”与“破圈”作出了
不懈努力。

博物馆，一览数千年，借助文物
及讲解服务，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
曾经的市井繁华。辽博的志愿者来
自各行各业，他们身着天蓝色工装，
有教师、医护工作者、公务员，也有
大学生、个体经营者、离退休人员
等。从青年人到中老年人，穿行在
辽博各个展厅的“辽博蓝”为观众提
供讲解、引导、咨询等志愿服务。他
们弘扬着甘于奉献的志愿精神，还
有辽宁历久弥新的历史与文化，展
示辽宁良好的对外形象。

辽博志愿者团队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关注与褒奖——这支队伍荣获

“2018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的“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荣誉称号，荣获文旅部“春
雨工程”全国示范性志愿服务项目，
国家文物局、中央文明办 2022 年度
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还
荣获全国博物馆优秀志愿者团队、
文旅部优秀项目等荣誉，累计 60 余

人次获得国家和省级的团体和个人
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辽博起
草的地方标准《博物馆志愿者服务
与管理规范》正式获批立项，标志
着辽宁省博物馆标准化建设工作
在志愿者服务与管理方面取得初
步成效。

近些年，辽博推出的一系列公
共文化与文化惠民活动，在辽博之
外又拓展出一个更具延展意义的

“辽博”。
不久前，辽宁省博物馆设计推

出的“汉字之旅”主题教育项目，正
式入选2022年度全国文博社教十佳
案例宣传推介活动公布百强名单。

一个主题展览、两本纸质读本、
三次主题大赛、四门线上课程、五种
线下活动，这个脱胎于“字途”中华
传统文化系列教育展的项目，不仅
立体化地外延了展览内容，而且将
展览精髓通过暑期研学、学校课堂
等多种寓教于乐的方式直接呈现给
青少年。

“通过举办展览和多元传播方
式，让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
来、火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
厚氛围。今后，辽博将进一步挖掘
文物价值，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
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说。

多种方式打开文物拓展出“另一个辽博”

观众在看“唐宋八大家”展。依托丰富的馆藏文物，近年来，辽博推出多个重量级展览，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玉玦形龙是辽博的馆标。

观众在看“字途”展。领着孩子来辽博观展已经成为很多家长的常态。

如果说“大展”是琳琅满目的年终
硬菜，那么注重主题策划的“精选展”
就更像用材精当的私家风味餐，两者
如同大师班和精品课，都令人回味无
穷。跨年之际，辽博推出“对望与凝
视——东京富士美术馆藏西方绘画
精品展”，展品虽只有60幅画，却吸引
了络绎不绝的专业人士和美术爱好
者，不少参观者是全家出动，展厅里常
能看到孩子凝神看画，父母查资料给
孩子补充讲解的场面。

颇有欣赏门槛的西方美术史展，
却成了普通爱好者的课堂，源于这次
展览在专业与大众、深刻与通俗之间
做了很好的平衡，让门外汉和内行人
都能体会到逛展的乐趣。

在题材选择上，“对望与凝视”选
取了更为受众所熟知的人物画，稀释
了理解的迷雾，提高了吸引力。神话
里的朱庇特、历史上的拿破仑、断头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文学史上的
堂吉诃德，这些人物的形象、故事出
现在画展上，就是对绘画一无所知
的人，也会有“原来他们长这样”的观
看冲动，进而凝视。吸引背后的原因
可以有千万种，但是最初的动力一定
是好奇心，画展成了无声的吸引和普
及教育。

在作品选择上，“对望与凝视”平
衡了“明星画作”传播效果与小众画作
研究价值，观展者能各取所需。“对
望与凝视”选择了普通人感到“眼熟”
的作品，这易于吸引普通观展者；而同
时也有非常著名的画家不同寻常的另
类作品，这又成为行家的惊喜彩蛋。
拿破仑广为人知的形象就是披红斗
篷，在马背上指向前方——来自雅克·
路易·大卫工作室的《拿破仑越过圣贝
尔纳山》知名度不亚于《蒙娜丽莎》。
展厅内，几乎所有人路过都会驻足，

“这不是拿破仑吗？”
在主题梳理上，“对望与凝视”不

局限于绘画本身，无论是对文化历史
的延展，还是对美术自身发展的思辨，
都做了精心设计，每个章节，都介绍了
美术发展的节点作品与时代精神变化
的互相影响，这些丰富了看画的层次，
让观展“小白”也能体会到人物画就是
历史长河中那一刻人的精神风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题梳理才是
成展的精髓。这正是“对望与凝视”的
样本价值所在。

精品展
为何值得“凝视”
王海宁

■618.8万人次
2018年改革至2022年底，辽宁省

博物馆共举办包括古代辽宁、明清玉
器、中国古代碑志等11个固定陈列展
览，同时举办了包括“又见大唐”“又见
红山”“和合中国”等60个临时展览，4
年里，接待观众总数为618.8万人次。

■8570人
“又见大唐”展单日观众数量最

多达到8570人次，创下3年多来，辽
宁省博物馆单日参观人数最多纪录。

■18—25岁年龄段观众占比最多
根据2020年和2021年问卷调查

统计，18岁—25岁年龄段观众到辽
博参观人数占比最多（33%），其次是
26岁—35岁的观众占比22%。也就
是说，中青年人是辽博主要观众群体。

■43%观众为本科学历
调查显示，到辽博参观的观众，

43%为本科学历，大专学历观众人
数占据第二位，为22%；高中（中专）
学历以20%的比例位居第三位。

■75%的观众来自沈阳
根据 2020 年和 2021 年问卷调

查统计，沈阳地区观众是辽博观众
的主要群体（75%），国内其他省市
参观人数占比为13%。

■93%的观众专程来辽博参观
根据调查问卷，93%的观众是

专程到辽博参观，7%的观众顺路过
来参观。

■44%以上观众多次来辽博
根据调查问卷，44%的观众至

少到辽博参观 3 次以上，第一次到
辽博的观众占比为37%。

■去年线上观众达72.4万人

随着线上展览内容日渐丰富，近
5年来，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在“云端”观看辽宁省博物馆
展览的人数逐年增加，从2018年的
458020人次、2019年的477105人次、
2020年的542729人次、增至2021年
561416人次、2022年723748人次。

沈阳的高中生正在校园看辽博的流动展览。持续多年进学校、进社
区、进企业传播历史文化知识，辽博在公共文化服务上赢得多方赞誉。

精彩辽博
数字说话

再认识 再定位

正在展出的“青花清韵”展。珍贵的文物和具有美学意义的设计与陈设，
让辽博的每一个展览都魅力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