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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博博会主题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教研并重 数
实融会。在论坛上，中外文博领域的代表们妙语连珠，
围绕沉浸式展览、数智化实践、博物馆教育等主题发言，
观点的交流碰撞令听者直呼过瘾。

法国大皇宫数字博物馆商务研发部主任劳伦·东迪
就《法国与国际动态市场环境中的大皇宫沉浸式展览》
进行发言，提及如今蓬勃发展的数字式展览的独特优
势，即重塑观展体验、对公众的吸引力强和便于组织巡
回展览，它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结合，技术服务于艺术”，
为公众带来沉浸式交互体验，满足了多样化需求，吸引
更多人走进博物馆。

随着数字化博物馆的发展，很多人会担忧实体博物
馆将何去何从、如何发展。南京博物院图书信息部主任
张莅坤展示了两种观点：“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数字博
物馆”和“博物馆线上展览其实是博物馆展览的另一种
形态”，既肯定了数字化博物馆赋予文物的新内涵和多
重呈现方式，也肯定了实体博物馆不可替代的存在价
值。

如今，各地博物馆都在积极推进与教研相结合模
式。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主任果美侠提出，研究是博物馆
教育的底气。在推进博物馆与教研融合发展的过程中，
要把研究人员纳入教育传播团队中，同时也要加强与教
师的合作，实现博物馆资源与教师教育思维、内容讲解
方面的优势互补，达到更好的文化传播效果。

本届博博会主论坛为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技术互联
互通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为博物馆与其他行业的融
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未来，我们期待博物馆在技术
赋能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注
入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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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尽秋来正可期，一日尽揽五千年。

8月23日，备受瞩目的第十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简称博博会）亮相呼和浩特市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

从烟雨江南到苍茫漠北，从玄鸟生商到大唐盛景，从歌舞雅乐到民俗风貌，从复生延寿的千年文物到精致可人的文创产品，从3D影

像中纤毫毕现的奇珍异宝到VR场景里身临其境的感怀体验……博者，包罗万象，博博会集全国博物馆事业行业之大成，更是一言难尽

其详。观展后，感动震撼惊叹自豪之余，记者唯有将此行奇妙之处拾捡一二，与读者分享。 “在四川展馆和大熊猫合影，在湖北展馆听到了
春秋雅乐，体验了博物馆的元宇宙，学习了如何修复
文物……”内蒙古农业大学学生韩敏细数自己在博博会
上的收获，接连不断的“奇遇”让她感受颇深：“我们国家
地大物博，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来博博会现场的感受更
直观强烈。”

“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市民陈女士带着女儿参观
了展览，在接受采访时陈女士告诉记者，能在家门口跨
越时空，与几千年的历史和全国名城相遇，这个感觉太
奇妙了。

除了人与历史的相遇，在观展过程中，还能体会到
历史长河中，不同文化的相遇。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区，
能够见到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古蜀文化。在讲解
员的介绍下，古蜀国土著文化与华夏文化相遇融合的脉
络逐渐清晰，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由此也可见一
斑。

与此同时，参展企业更是高招频出。“博博会对我们
这些服务于博物馆事业行业的企业意味着更好更多的
发展机遇。”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在展示成果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交流信
息，分享经验，与众多博物馆和同行们深化合作，参与相
关产品的技术研发，拓展文博产业发展新领域。”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在博博会现
场，千年之前、千里之外的历史故事和各地独特的风物
尽在眼前和脚下。

“这件瓷尊是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陈
设品，敞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下部内敛，肩颈之间雕
贴一对白色的展翅剪尾燕子作为耳。”中国国家博物馆
经营开发部副主任廖飞介绍。清乾隆霁青金彩海晏河
清尊高31.3厘米、口径25.1厘米，外壁施霁青色釉，以金
彩绘蕉叶、缠枝花卉等纹饰，近足部饰粉彩仰莲纹及联
珠纹。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整件器物蕴
含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我们这次带来清乾隆霁青
金彩海晏河清尊，就是想把美好的愿景带到博博会上
来。”廖飞说。

快乐·创新，创意·时尚，多元·无界，来到青岛啤酒
博物馆展厅，专属青岛啤酒的麦芽香味扑鼻而来，顺着
时空的脉络，参观者可以通过详尽的图文资料了解青岛
啤酒的百年历史文化。“青岛啤酒已经是青岛市的一张
名片，很多参观者来这里感受啤酒文化。”青岛啤酒时尚
文旅品宣经理路春萍介绍。啤酒文化是快乐的，更是包
容的，青岛啤酒博物馆刷新了博物馆的新定义。

内蒙古自然博物馆的展区外观，宛如一扇开启的大
门，一场探索自然的旅程即将开始。“大家所在的位置是

‘富饶内蒙古’展区，这里主要展示来自内蒙古的矿晶标
本。”内蒙古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徐曼介绍。“这个就是蓝
萤石，萤石只有在被加热或是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才会散
发光芒。中国是全球萤石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截至
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萤石保有资源储量为2380万
吨，居全国第一位。”徐曼介绍。

千年文脉延绵不绝，灿烂文明生生不息。全国各地
珍贵的文物和独特的风物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让璀
璨的古代文明与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在青城交相辉映。

文物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灿烂
文明，承托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为中华儿女注入了
磅礴的精神力量。历经时间的洗礼和环境的变迁，文物
的珍贵性愈加凸显，社会各界越来越注重对文物的保
护、修复和展示。各参展企业纷纷大展身手，详细展示
了如何利用科学技术赋能文物保护。

漫步展厅，地震模拟情景设施格外引人注目。木板
不断左右大幅度晃动，但上方的花瓶却纹丝不动，这是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研发的馆藏文物
一体化防震技术，置于花瓶下方的钢板有效阻隔了木板
的强烈震动。该公司创新院副院长张曼生介绍：“我们
会根据文物所处地区、抗震等级要求等，设计和提供具
体的防震设施，如防震储藏柜、桥架式防震平台等，能覆
盖重量从数十公斤到四吨的文物，目前已经与上海博物
馆、雅安博物馆、唐山博物馆等开展合作。”

除文物保护外，文物修复工作也倍受重视。山东文
保文物修复技术有限公司专攻于此，为全国数百家文博
机构提供文物保护修复、展品复仿制、文物预防性保护
等服务。该公司修复的文物包括金属类、陶瓷类、书画
类、古籍类等，最大限度对文物进行复原。该公司业务
部经理董书羽介绍：“目前公司已完成数以万计的文物
修复，涉及敦煌遗书、南海一号出水（土）陶瓷、菏泽沉船
元青花等文物。我们始终坚持文物修复高标准，最小化
干预作业，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我们
每个文保从业者的责任。”

文物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时间的打磨
下历久弥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文物保护、修复和传承
的队伍，奇能巧匠们用现代化科学技术赋予文物新的发
展，成为新时代历史的守望者。

“整个体验过程非常震撼，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而神
秘的世界。”“画面的精美程度太高了，像是穿越了时空一
般。”参观者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区连连发出赞叹，纷纷排
起了长队。“寻觅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VR
沉浸式探索体验，依据三星堆博物馆和祭祀坑考古发掘
现场相关数字资源，1∶1重构复原祭祀坑保护大棚、考古
发掘方舱、6个祭祀坑、实验室、象牙库房、青铜馆与新馆
等数字孪生场景。同时借助LBE（多人大空间VR）技术，
实现多名观众在共享虚拟场景里自由移动。“在这里能体
验最全面最生动最真实的考古现场。”三星堆博物馆工作
人员何俊岷介绍。

数字时代的文化瑰宝重生、开启智能检索新纪元、探
索文物之美与未来愿景……中国古代可移动文物知识图
谱是故宫博物院于 2019年启动的一项面向公共文化服
务的长期数据建设项目，在院藏文物编目信息基础上，拓
展故宫学、艺术史、图像志、生物学等跨学科概念和词汇，
让用户可以从更多维度找到和使用院藏文物信息资源。
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工作人员孙竞介绍：“中国古代
可移动文物知识图谱，可以让一直沉寂于库房的藏品以
数字的形式与天南海北的用户常常见面。”

走进浙江省博物馆“云上浙博”区域之江馆区“多彩
之江”展区，映入眼帘的是 6个浙博陈列展览海报屏，囊
括了之江馆区中具有特色的多个专题陈列。浙江省博物
馆宣传部部长施义亭介绍，“云上浙博”展区通过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采用“交互装备+行业数据+人工智能”的实
现方式，利用物联设备，实现人员、场所、物品3方信息互
通，提升观众参观体验感。

在博博会上，充满未来感的数智化专题展示区给观
众带来了新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借助数智化手
段，让文物在各类终端媒介上“活”了起来。科技为沉睡
千年的文物插上“翅膀”，历史正在变得触手可及，智慧博
物馆的发展，呈现出更多不一样的精彩。

“故宫的建筑凝结了很多智慧，比如太和殿，夏天的时
候阳光只能照到门外，而到了冬至的时候，阳光可以照到
正大光明匾上……”在故宫博物院“宫中好乘凉”研学活动
现场，随着指导老师的娓娓道来，参与活动的家长和孩子
们全神贯注，仿佛进入了几百年前的那个辉煌宫殿的情景
当中。

“参加研学活动，通过制作一个玻璃画碗的过程就能
学到这么多知识。”市民林女士告诉记者。

“我们把‘宫中好乘凉’研学项目带到了博博会，制作
一个玻璃画的冰碗的过程中，除了制作工艺和传统的纹
饰，我们还把故宫的衣食住行和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讲解给
大家。”故宫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公众教育组科长李颖翀介
绍，依托 186万余件（套）文物，故宫博物院开发了课堂、探
索、创作等不同类型的研学活动。“众多藏品涉及生活的方
方面面，讲文物的同时，讲出文物背后的故事，其中蕴藏着
古人对自然、对社会的观察和研究，这些知识尤其让参与
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感到乐趣无穷。”李颖翀说。

“运河里行驶的都是平底船，是运货用的……”在扬州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厅，孩子们一边制作船模一边温习刚
刚学到的知识。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博博会研学活动的现
场无疑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市民梁女士告诉记者，有趣的
研学活动能让孩子们主动去问，动手去做，最关键的是会
动脑思考。

博博会上什么最吸睛？无疑是那些有趣、有用的文
创产品了。全国各文博单位组团亮相博博会，文创产品
层出不穷，带给文博铁粉无尽的快乐。南京博物院的金
陵十二花神杯、河南博物院的饕餮乳丁纹·四方杯、温州
博物馆的“礼行天下”钟形行李牌……一大批特色文创
产品成为爆款。

展会现场，苏州博物馆文创产品以其精巧的创意、
精美的做工和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观众。
其中毛绒玩偶系列、苏绣发圈、鎏金书签、真丝礼盒、特
色文物冰箱贴等很受欢迎。这些文创产品在设计上均
融入时尚与趣味元素，受众群体跨越多个年龄区间。

“开盒一把铲，宝物自己挖。”一盒难求的河南博物
院文创产品——考古盲盒“失传的宝物”也亮相本届博
博会，河南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失传的宝物”设置了

“传承”“史诗”“传说”等级别，不同级别所能“挖”出的
“宝物”稀缺程度也不同。商朝的杜岭方鼎、唐代的武则
天金筒、宋代的鹅颈瓶……一件件耳熟能详的国宝，都
可能被“挖”到。

“终于在家门口买到心心念念的考古盲盒了。”市民
张斐说：“能一次买齐这么多博物馆文创产品太开心
了。”在各个展厅，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吸引观众驻足围
观、争相购买，各博物馆带来的上百件产品几近售空，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人们又纷纷在线上下单。

近年来，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热度不减。“国潮经
济”和“文创经济”持续引领和促进文化消费，让传统文
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随着博物馆的数字化体验越来
越丰富，数字文创产品也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成
都永陵博物馆以“二十四伎乐”为蓝本，打造出国内首款
以五代十国时期历史文物为主的文创产品，向观众展示
了成都永陵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成果。

一场优美的歌舞，重现昭君出塞的故事；雏凤声
清，小小讲解员正在介绍呼和浩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青色蒙古包，搭配着仿佛张开双臂的哈达迎接八方来
客……呼和浩特市文博事业综合展示区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也让北疆文化这块“金字招牌”让更多的人
熟知。

“从 60万年前的大窑文化到 1986年呼和浩特成为
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轴线是我们展示的核心，能够让观
众了解青城文脉。”呼和浩特博物院副院长白云峰介绍，
为加强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塑造北疆文化品牌，2023年，
呼和浩特市文博系统实行一院六馆总分馆制，“一院”为
呼和浩特博物院，“六馆”分别为呼和浩特博物馆、将军
衙署博物馆、昭君博物院、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
馆、丰州故城博物馆，实现了资源、人员、资金、人才储
备、运营模式一体化，加速推进博物馆“活起来、火起
来”。同时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充
分挖掘所辖 6个博物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价值，准确
定位发展方向。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三星
堆博物馆推出了‘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展’，本届
博博会开展之前，联合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盛世琳
琅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玉器展’，吸引了大量市
民、游客参观。”白云峰表示，在做好“引进来”的文章同
时，呼和浩特博物院在“走出去”方面也有着长足的思
考，和宜昌博物馆、兴山县民俗博物馆、随州博物馆、西
安博物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神木市博物馆、洛阳博物
馆、许昌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朔州市博物馆等博物馆
联合举办的“交融之美——昭君出塞和亲之路沿线精品
文物专题展”已经在昭君博物院开展，后续将在全国巡
展。

物共赏
——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

奇 能巧匠
——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历史的守望者

奇

技致胜
——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

奇 遇未来
——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更多相遇 更多可能

奇

语连珠
——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博博会永不落幕

妙

思遐迩
——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阅古今 联天下 向未来

妙用无穷
——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

妙趣横生
——穿越时空 对话文明——研古趣学新知乐在其中

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