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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开展引发的热潮也是朱丽
丽乐于见到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都在
文史专业的朱丽丽对此非常感兴趣。如今
从事新闻传播的朱丽丽多年来致力于做媒
体文化研究，她也从十年来的文博热以及青
少年观展热角度对唐宋八大家热潮进行了
解读。

媒体推广加速文博热

近年来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购买博
物馆的文创产品，去博物馆看展都是晒朋友
圈、网红地打卡的热门事件，这正是当下城
市生活的一部分。

在朱丽丽还在求学和成长的年代，去博
物馆看展还没有现在的热度，为什么会如
此，朱丽丽认为媒体的推广和传播是关键因
素之一。

朱丽丽注意到这些年无论是传统媒体
还是新媒体，都推出了很多跟文博事业相关
的文化产品。比如，前几年有一个大热的纪
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之后引发了
非常强烈的反响。朱丽丽听过《我在故宫修
文物》的制片方——清华大学清影团队的老
师介绍说，当这个片子播出火了之后，尤其

是在青年人扎堆的 B站上火了之后，每年有
3 万青年人抢着去故宫应聘原来非常冷门、
非常小众、不为世人所知的修文物的工作。
这可以看出媒介的推广对于文博热的形成
是有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力的。

这并非孤例，当下有很多的虚构文化产
品、主流文化产品其实都在推波助澜的。朱
丽丽举出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电视剧，近
两年来我们的历史剧有一个新的趋势，越来
越注重对历史朝代的历史细节的还原，其中
包括《长安十二时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红瘦》《清平乐》等等，它们对历史细节的还
原达到了以前历史剧没有达到的高度，它们
事实上激发了一股“跟着媒体去考古”的热
潮。历史剧中呈现的服装、化妆、礼仪、民
俗、官制、兵制、武器、甲胄、物产，日常用品
等等，都在观众心中引发非常大的激荡，而
他们也会用一种积极的文本再生产的方式
介入进去，日常一点的说法就是他们积极地

去打 call、积极地写评论、积极地与生产方之
间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狂欢的合谋。

朱丽丽认为电视综艺节目，比如说《国
家宝藏》，运用现场表演的方式，讲述文物前
世今生的故事。节目组会请一些老戏骨，包
括流量明星，去再现历史中的某一个场景，
通过这种具象化的方式，还原和普及历史文
物知识。使得这样一个文化节目变成一个
为大众所喜爱的，尤其为青年所喜爱的宝藏
节目。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媒体确实全方位
地促进了当今社会文博热的产生。

把青少年吸引进博物馆
“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

若干年前朱丽丽带着她的研究生团队做
过一个江苏省的项目，考察文博事业尤其是
博物馆与青少年教育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个
项目的完成，她也对文博事业本身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我们的历史文
化教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现代社
会，不能完全通过学校和家庭来给予。社会
教育，包括博物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朱丽丽还清晰记得有位博物馆馆长讲
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原来我们的博物
馆是面向市民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念有所
改变了，博物馆不仅是面向市民的，而且是
面向公民的，面向国民的。

“我觉得这就把博物馆的文化教育意义
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做项目的过程
中发现，某些中小学的举措很好，去博物馆
观展可以在学校里面置换学分。有机地促
成社会和学校的连接，将博物馆的教育跟青
少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看见，博
物馆的主题展览，使得青少年与国家民族的
历史文化之间，有了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
非常生动鲜活的教育。”在朱丽丽看来，辽博
做的“唐宋八大家”文物展会吸引沈阳、辽宁
乃至于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来观展，而这些青
少年的观展感受，会与他们在课本上学习过
唐宋八大家的体验交融，面对穿越千年留下

来的这些字画的真迹，体味跟古人面对面的
感觉，相信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它一秒钟把你拉回历史现场，你可以
感觉到历史的温度，也可以感觉到历史经由
千年保存下来的一些原貌。这好比“目击成
诗，遂下千年之泪”。要有很直
接的观感，要置身在某个情境
之中，然后有着非常大的感动，
你才能够为这千年之前的物
品，为这千年之前存在过的人，
为他们活生生的感情和创作一掬感动之泪，
一掬同情之泪。这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地方。 ”朱丽丽说。

也正是如此，朱丽丽作为媒介文化研究
专家建议，博物馆展览包括辽博的“唐宋八
大家”这样的优秀展览，首先是应该跟青少
年发生关联，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和契
机，使得教育青少年变成一个全社会的事
情，而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或者是学
校内部的事情。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培
育我国青少年的文化素养能够起到积极的
正面作用。

我们需要唐宋八大家
这样的文化精品

2014 年是流量明星的元年,鹿晗是第一
个流量明星。与传统明星通过作品走红的
造星策略不同,鹿晗走红却并没有给普罗大
众带来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

从那年开始，流量明星和作品纷至沓
来，整体质量下降。

为什么大众文化产品的品质在下降？
朱丽丽认为，即使是大众文化产品不可能完
全原生态，恰恰非常需要文化精英作为文化
把关人引领大众文化品格。而从当下的角
度来看，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事业，
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博
物馆沉淀了人类文明的过去，只有人类文明
的精品、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精品，才能够
进入到博物馆。它是被时光筛选的，也是被
无数代验证过的。而这样的文化精品有机
会走出学院，走出原来相对狭窄的精英化群
体，深入到大众，深入到社会，让每一个人有
机会面对面接触，从中得到陶冶和愉悦，无
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朱丽丽非常认可唐宋八大家的策展过
程中各个环节的努力，如当地政府对文博事
业的投入。而中间文化精英，如一批优秀的
策展人，文博事业的研究者和参与者，包括
媒体人的努力，让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有了更
好的效果。

“以往的经验中，策展人更偏向于民间
文化交流，而如今政府主导的文博从业者能
够让他们重新组织文物的故事，用更加活泼
的、更加新颖的方式，让文物的文化内涵能
够更好地被大众感知、接受和喜爱，增强博
物馆在公众心中的文化吸引力。这无论如
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也是一种非常好
的趋势。”朱丽丽认为历史文化是全人类、全
民族的宝贵财富，它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
群体的学术私产，理应回馈公众、回馈社
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博物馆千方百计向公
众推出优秀的文化成果展览，与大学向社会
推广课程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其实是一样的。

在整个文博热的趋势当中，朱丽丽也提
醒要时刻清醒：后人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
的文化品格？

朱丽丽说，我们当下的文化品格，就需
要政府部门、知识分子、公众的共同努力，达
成全社会孜孜以求的文化目标。而文化精
英们要勇于承担责任，才能够使得更好更多
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深入到大众中间去，深
入到社会中间去，变成我们所有人精神愉悦
的来源，也变成我们社会文明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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