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主持各类朗诵会，作为阅读

推广人，也不断发起筹办不同主题的

诵读会。舞台上，无论是慷慨激昂的

朗诵，还是娓娓道来的诵读，都是共

同分享，分享好声音和好文字。

说来有趣，我个人更喜欢小范围

的诵读会，总觉得在舞台上慷慨激昂

放大夸张的语言表达，显得累，显得做

作。作为活动的主持人，我努力尝试

把活动的气氛营造成“谁都有机会”平

等共享的沙龙聚会，而不想做成舞台

上说、舞台下只能听的氛围。

朗诵，就是大声地读，是用形象

化的口语表达文章的思想感情的艺术

手段。相信大家经常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看一段文字，看到忘情，禁不住

念出声来。其实看就可以，看明白就

足矣，为何还会念出声来，甚至掩卷

长叹，拍案叫绝？是因为文字的美带

给我们的触动，用视觉已经无法满

足。语言的表达，形体的补充，则可

以实现我们对于文字审美的升华，辅

助我们达到审美意境的极致。

比如，大家都曾经看过 《蜀道

难》，但只用眼看，就只是对于文字

的想象。真的大声读“蜀道之难，难

于上青天”，你会被自己的声音感

动，同时也能找到“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洒脱。朋友中有许多人

每天早上都有晨读的习惯，捧一本

书，大声朗读，一来记忆深刻，二来

调整气息。浊气下降，清气上升，心

境随之平和。

朗读可以调动视觉、发声、听觉

等器官的协调活动。眼过千遍不如手

过一遍，如能“嘴过一遍”，则更有

意蕴。朗读可以通过语言技巧的运用

和语音的多种变化，把文章中的人、

事、意境、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趣味，

绘声绘色地表达出来，也能使字里行

间潜在的含义溢于言表，还可以把书

面文字难以表达或者根本无法表达的

隐情妙趣抒发出来。

“好的声音，足够扩展文字的意

境美。”这是演播艺术家王勇对朗读

的理解。在看书时，那些经典的语词

会让我们念念不忘。在运用时，往往

需要把自己喜欢的那段话说出来。这

就得在阅读中充分体验原作者在文学

创作时的起承转合、情绪变化。朗读

的价值，恰恰体现在我们可以用心去

体味作者创作时的心情、意图，揣摩

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

此外，朗读还可以促进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在一次次诵读会现场，我

发现，许多人都有倾诉的欲望，都愿

意和更多人一起分享审美情趣。这也

正是朗读慰藉心灵，达到沟通彼此的

价值所在。个性张扬、敢于表现是

这一代青年人的特点，而朗读为他

们提供了一种展现个性的方式，廉

价且简单，丰富又易呈现。在家庭

可以做小型分享，在单位可以做集

体分享。对于每一个愿意说话的人

来说，朗读对于自我形象的塑造、

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以及人际沟通

都提供有益的帮助。

那句广告语怎么说的？大声说出

来，才是爱。置换一下：大声读出

来，才可爱。

大声读出来

分享好文字

□ 贺 超

“紫禁城这么大，一转身我遇见你，再
转身，我怕不见了你，想和你手拉手，一
起 数 遍 传 说 中 的 九 千 九 百 九 十 九 ⋯⋯”
2014 年的第一天，有着 600 岁高龄的故宫
博物院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邀请游客在

“微故宫”中“微”服私访。游客只需在微
信上呼唤一声，就能轻松实现“访建筑”、

“逛专馆”、“品展览”的一体化服务。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提升，古老的文

化遗产与博物馆文化传播走进了一个全新
格局。二维码、客户端、手机导览⋯⋯博
物馆与网络的亲密互动，带给观众多少不
一样的体验！

“ 微 ” 服 访 博

“用微信听讲解,没听明白可以反复再
听。不用一帮人追着一个讲解员。”“微信
导览”的推出,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观众的
兴趣。

在台北故宫，人工导游的方式基本销
声 匿 迹 。 借 助 “ 带 着 故 宫 走 ” 这 一 款
App， 用 户 通 过 触 碰 、 倾 斜 、 吹 气 等 操
作，就可以与馆内的文物互动，感受到国
宝的各项特色。在展览现场无法敲击的

“西周宗周钟”，通过点击手机屏幕就可听
到其浑厚的声响。

打开微信公共账号搜索页面，输入
“博物馆”，立刻能搜索到国家博物馆、广
东省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等 20 多个博
物馆的公共账号。无论是在展厅，抑或身
处远方，游客都可以通过微信“阅读”这
些博物馆，甚至可以欣赏已闭幕的展览。

博物馆玩微信的确新潮，但在博物馆
的移动新媒体探索方面，二维码、App 手
机客户端等数字时代的新导览方式早就开
始应用。去年国家博物馆推出“道法自然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展出期
间，二维码总扫码数量超过 41 万次，极受
关注的作品梵高的 《柏树》 就有 17000 多
人扫描。

同样在去年，故宫博物院推出了首款
iPad 应用—— 《胤禛美人图》，将故宫红墙
里鲜为人知的故事搬到了墙外。借助苹果
平台，这款介绍雍亲王胤禛时期的 12 幅美
人屏风绢画的应用刚上线一周，日下载量
就超过 2 万次，网友们评价其为“良心之
作”、“叹为观止”。

薛萌是一位博物馆发烧友。在他的
iPad 中，就有 10 余款关于博物馆展览的
App 软件，“在参加博物馆的展览前，可以
通过 App 应用预热一下展览的相关信息。

现场观看时，App 也能作为导航仪使用，
不仅方便，而且能了解到很多在现场无法
接触到的知识。”

交 互 思 维

在位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地下一
层的交互设计实验室，负责人彦风正在与
学生忙着设计一款车载 App。随处可见的
科技公司标志，一隅摆放的汽车驾驶系统
架构，都让实验室充满了一股“工作车
间”的味道。腾讯、微软、奔驰等公司委
托的交互设计产品，就在这个数十平方米
的房间里研发和落地。《胤禛美人图》 也出
自彦风和他的团队之手。

“大多数来故宫的游客，看到的是宏伟
的宫殿、珍宝展、钟表展⋯⋯但还有大量
珍贵文物藏在库房中，没能向世人展现。
我希望运用数字媒体形式推动公共教育，
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谈到创作初
衷，彦风说。

打开应用，一页故宫红墙映入眼帘。
指尖轻触，十二幅美人屏风画像栩栩如
生，再现了清朝盛世华丽优雅的宫廷生
活。精致、典雅，这是 《胤禛美人图》 给
人的第一印象。按照彦风的话来说，设计
一件产品，最重要的是如何讲好故事。

对于“十二美人图”背后的历史，彦
风如数家珍。不过，他最感兴趣的并不是
画中女子的身份，而是画面呈现的环境氛
围。让彦风惊讶的是，经过考证，画中呈
现的文物，仍然有相当多的实物完好地保
存在故宫中，这为他的叙事方式提供了突
破口。

在彦风看来，设计一款 App，理念比
技术环节更重要。为了讲好故事，彦风和
他的设计团队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用来调研
和策划。为了寻找设计灵感，彦风甚至连
看了 3遍电视剧 《甄嬛传》。

《胤禛美人图》 并没有使用过于复杂的
技术，但精美的画面、全方位的艺术知识
普及以及流畅的交互操作，反而让用户得
到了很好的体验效果。只要点击画中物品
的位置，就能看图中文物、诗词、发饰等
详细介绍，不少物品还有 360 度全景预
览。画中的实物展示，成为许多用户最喜
欢的部分之一，用户可以从细节中探索画
轴背后隐藏的故事。

“交互是一种思维方式，探讨的是如何
让更多人参与进去。它完成了用户从单纯
使用到良好体验的转变。”彦风说。2014
年，他和故宫的“姻缘”仍在继续，与故

宫博物院合作制作的最新款应用 《天朝衣
冠》，预计在两个月内就能上线。

期 待 精 品

对于大多数博物馆来说，数字化仍是
个新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做平台的
多，有实际内容的少。许多博物馆还停留
在对展览的简单电子化，缺少自己的设计
理念。

在过去一年，除了 《胤禛美人图》 赢
得一片赞誉外，整体上看有影响力的文创
产品应用依然稀缺。一些博物馆推出的专
为某一展览打造的 App，市场情况并不理
想，只有单件的文物展示，而没有深入的
诠释，并不利于观众的认知。

有专家指出，中国已经成为 App 应用
的制作大国，不过尽管数量巨大，但精品
却仍然缺乏。目前国内的市场环境过于浮
躁，很多人喜爱“短平快”的产品。创业
者和投资人急着套现，缺乏长线思维。从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此外，博物馆的微信应用开发也并非
尽善尽美，在用户体验、推广宣传上仍需
改善。如何协调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接收
与现场参观、实地考察之间的互动互补关
系，是博物馆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过不断尝试与实践，越来越多的博
物馆也开始思考如何突破传统的静态展出
模式，增强观众的互动性。去年底，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建成全国首个虚拟考古
体验馆。借助计算机互动软件和虚拟全景
技术，普通观众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感受考
古现场。博物馆方希望以一种简单易行、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普及科学的考古知
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取箭，举弓，运力，拉弓，瞄
准，出弦，中的。在新疆察布查尔锡
伯自治县，到处可以领略射艺的魅
力。

从伊犁州首府伊宁市出发，过伊
犁河向南约 10 公里，便来到了我国
惟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
察布查尔是锡伯语，有“粮仓”的意
思。作为“箭乡”，这里坐落着国内
首个以弓箭为主题的中华弓箭文化博
物馆。

说到弓箭，就不能不说锡伯族的
历 史 。 锡 伯 族 自 古 善 骑 射 ， 公 元
1764 年，3000 多名锡伯族官兵及眷
属，从世居的东北出发，西迁至新疆
伊犁地区屯垦戍边。当年，在抵御侵
略者时，锡伯族同胞以弓箭对抗火
器，不输外敌。从那时起，弓箭不仅
作为一种武器，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流
传下来。

中华弓箭文化博物馆的前身是座
射箭训练厅，这里曾走出过郭梅珍等
体坛名宿。后来，县里新建了训练场
所，训练厅被改造成博物馆，开门迎
客。

走进这座博物馆，仿佛进入了万
箭齐发、战马嘶鸣的冷兵器时代。博
物馆面积只有 802 平方米，却珍藏着
全国乃至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弓箭，将
弓箭这个冷兵器时代最复杂武器的历
史、演变，展现得淋漓尽致。

展厅分为射箭文化、军事文化、
礼仪文化、弓弩、箭镞和扳指等展示
区 ， 镇 馆 之 宝 当 属 “ 中 华 第 一 长
弓”。这张弓长 3.52 米，制作材料全
部来自当地，并以筋木弓传统工艺制
作，弓身绘有汉、锡、蒙、维、藏等
5种文字的“弓、射”二字。

与战斗、狩猎用的弓不同，在博
物馆里，还陈列着小巧的儿童弓。

“锡伯族的孩子们在能拉弓时就开始
学射箭。”为游客讲解的天山弓坊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浩说，“按照民
族习惯，如果生了男孩，父亲要将一
把小弓和一支小箭用红绳挂在门口，
祝愿孩子长大后能练就百步穿杨的功
夫，成为保家卫国的英雄。”

箭支最前端的部分叫箭簇，是形
成杀伤力的关键部位。用途不同，箭
簇的材料、形状也不同。在中华之箭
展区，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射杀马匹的
多锋箭簇，宋代传递信号的鸣镝等，
让人感叹古人的智慧。

如果是外行，十有八九不了解扳
指的用途。黄浩告诉我们，“扳指是
射手的护具，戴在右手拇指上，拉弓
时用扳指扣弦，可以减少给手指带来
的伤害。”扳指展区展出了玉兽面纹
扳指、青铜扳指、蒙古扳指、牛角坡
形扳指、牛角包银扳指等，令人大开
眼界。

“射者，仁之道也。”在许多人看
来，中华弓箭文化博物馆最精彩的部
分在“礼射展区”。礼射起源于射猎
文化，是由在野外射猎的比武活动发
展形成的。礼射所用箭支是一种前锋
呈钝头的钝首游箭，不同于前锋锐利
的兵用箭。

“华夏礼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
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容。”黄浩解
释说，礼射将竞争与揖让、勇猛与雅
致等糅合在一起，不仅传承着射艺的
风俗，更发挥着规范礼仪、道德教化
的功能。

人生如弓，应亦张亦弛，张弛有
度才可以行远；人生似箭，要选准目
标，开弓后要勇往直前。中华弓箭文
化博物馆藏良弓、聚箭魂，这里不仅
能领略弓箭的魅力，还可参悟人生的
真谛。

中华弓箭文化博物馆

藏良弓 聚箭魂

□ 乔文汇

人生如弓，应亦张亦弛，

张弛有度才可以行远；人生

似箭，要选准目标，开弓后要

勇往直前。

二维码、客户端、手机导览⋯⋯博物馆与网络的亲密互动，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二维码、客户端、手机导览⋯⋯博物馆与网络的亲密互动，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指尖滑出博物馆
□ 韩秉志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

遍，如能“嘴过一遍”，则更有

意蕴。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

遍，如能“嘴过一遍”，则更有

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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