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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国家的“金色名片”。保护好这些刻印着历史轨迹的珍贵遗产，并让它们“开口”讲故事，是一个大课

题。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让文物活起来”系列报道，借助一个个鲜活事例，探寻让文物走近大众、传承中华文明的奥秘。

文艺与市场不该是对立

的关系，艺术院线已经为两

者找到了一个好的契合点

行走博物馆里，那些斑驳的文物尽管
静静地存放在玻璃橱窗里，却透出历史的
苍凉，让我们体会到岁月的涌动，感受那
种战胜了时光的文化自信。
我国是文物大国。如何让文物走出

“仓库”，更多地走近公众，是一个大课
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中国的文
物故事很多，文物资源之丰富让很多人羡
慕。让文物活起来，才能更好发挥它们的
作用，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文物凝结着历史信息，承载着文化

基因。文物以不同方式，从仓库中走出
来，走进人们的生活中。“文物活起来”
表达着一种期盼，也是生动的现实。

延伸链条
让展示成为“终端”

“文博系统首先动起来，文物才能活
起来。”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赵曙
光从1986年大学毕业，就在文物系统工
作，他感触很深。
文物是考古发现的。很长时期，文

物考古工作是一条封闭的单线：“挖”出
文物来，出个琐碎而专业的报告，然后
把文物移交送到仓库里。如今，山西文
博工作正在努力打破这个逻辑。他们把
展示作为考古的“终端”，而且从“终
端”来思考全链条，发挥文物的社会作
用。“考古的故事”展览去年在省城太原
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展示山西
“十二五”期间考古成果的展览，现在巡
展到运城，接下来还将到大同展览。在
不同地方都受到广泛欢迎。赵曙光说，
这个展览的成功就在于打破了文物考古
的“单线条”，把考古发现与社会生活联
系起来。
动起来，才能活起来。山西文博系统

把文物活起来具体化为“文物巡展”。山
西省文物局的“十三五”规划中，这是一
项重点工作。赵曙光介绍，“巡展”不是
简单地让文物到不同地方展出，而是以此
为抓手，让整个文博系统从上到下、方方
面面动起来。
山西已经成功策划了“无锁不谈”锁

具展览，正在策划“山西抗战 国家记
忆”“飞龙在天”天龙山石窟造像数字复
原国际展等大型巡展。这些展览的一个共
同特点是，省市县合作，文化系统和文物
部门合作，打通上下，沟通左右，大家共
同努力。
赵曙光感到，这种方式最大的收获

是培训了不同层次的策展人。展览是
让文物走向社会的基本形式。但是，
文物策展缺乏人才，尤其是县一级博
物馆、文化馆。山西的做法是，以巡
展为抓手，省博物馆带动市、县博物
馆，各级博物馆动员社会力量。他们
不仅和晋城、运城等市合作巡展，而
且与芮城县等县级博物馆合作办展览。
“文博系统先要从上到下活起来。”赵曙
光说，思想活了，想法多了，文物才能

更多地走出来。

找准切入点
让传统走进生活

文物是穿越时光、带着过去信息的物
件，漫长岁月并不一定冷却文物的温度。
“关键要找到文物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切入
点。”这是赵曙光的体会。
山西文博系统策划原创展览，往往要

进行两个方面的梳理：梳理文物资源，梳理
社会生活中的热点。他们从这两方面的梳
理中，找到契合点，让文物在人们的社会生
活中重新“活”起来。“帽美如花 童年记
忆”展已经征集到1000多顶童帽。这是
一个由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山西艺术博
物馆和晋城博物馆三家联合举办的展览。
展览还在筹划中，已有福建民俗博物馆等
联系巡展。
文物活起来，并不是简单局限于带

着文物本身走到社会生活中。把文物凝
结的文化信息推向社会，也是重要内
容。河南博物院有一个华夏古乐团，他
们仿制了出土的古代乐器进行演奏。起
初，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在河南省博物
馆演出，深受观众喜爱。后来，古乐器
演出成为一个品牌，华夏古乐展演项目
还多次到北京等地高校演出，甚至赴海

外展演。河南省博物院党委副书记丁福
利说，这让文物“回到”现代生活中，
展现出独特魅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
文字博物馆有一个“甲骨学堂”。这个学
堂每周六和周日用两个小时进行知识普
及，“道具”就是甲骨文和青铜器。志愿
者拿出文物或文物仿制品，介绍文字和
青铜器等历史知识，听众多是中小学
生，每次有60多人。在“学堂”里，孩
子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和认识文物。组织
者说，有一些外地孩子专门在网上约好
时间，赶来体验这样的课。
只有走进生活，千百年前的文物才能

让今天的人们产生兴趣。文物走出仓库，
仅仅是第一步。要发挥增强文化自信的功
效，文物必须带着它特有的文化信息，走
进人们的社会生活。

建好博物馆
让国宝走出“深闺”

安阳的殷墟考古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
的重大事件，成果丰硕。殷墟考古已经有
相当长的历史，有人甚至把安阳郊区的殷
墟遗址称为“考古学家的摇篮”。尽管如
此，殷墟出土文物在安阳本地的展出却是
近些年的事。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
地政府投资建设了殷墟博物馆。现在，这

个博物馆的展出面积为3535平方米，每
次展出600多件出土文物。虽然展出数量
有限，但文物可以轮换展出。
“有了博物馆，才能把库房里的文物

拿出来。”殷墟管理处主任杜久明说。殷
墟博物馆由安阳市政府投资建馆，中国社
科院考古所提供展品。这种合作模式实现
了资源共享，整合了地方和中央单位的文
物资源，社会效益明显。博物馆建设是文
物走出库房的基础。
山西博物院这几年和晋城、运城、大

同等地市合作举办了多次展览，省里的展
览巡展也首先到这些地方去。山西博物院
发展部梁育军说：“文物走出去办展览，
场地条件是一个制约因素。晋城、运城这
些地方，因为博物馆是新馆，基础条件
好，展览就办得多。”文物安全是“活”
起来的先决条件，没有好的展览场地，就
难以保证文物安全。文物活起来，对博物
馆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很多地方正在把博物馆建设当作城

市拓展的“新地标”。一批地市级城市的
博物馆都是当地的特色建筑。我们在调
研中看到，县市一级博物馆建设还是薄
弱环节。文物活起来，博物馆建起来，
反映的其实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综合
发展的状况。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
们相信，县市一级区域的博物馆将成为
一道亮丽风景，也将会有越来越广阔的
场地让更多文物走出来、活起来。

给艺术电影

找到“对”的观众
□ 牛 瑾

文物并不是岁月遗留下来的冷冰冰的

旧物，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让

文物从库房里走出来，就是要把文物所承

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展示出来。从这些历史

文化信息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历史的厚

重，更能寻找到文化的自信。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很早就提

倡文化自信。他说过四句话，叫作“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谓

“各美其美”，就是要懂得我们民族文化的

美。存放在各地库房里的文物，是进行历

史文化教育的最好教材。我们不仅能从文

物上直观地看到过去的制造工艺，而且能

够领略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这种文

化生活是源远流长的，它的“下游”恐怕就

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历史是一个认识今天

的坐标。我们探寻文化生活的源头，本身

是历史的回溯，也是对今天生活的新认识。

客观地说，文物的社会认知度还不

够。一方面是文物藏在“深闺人未识”，另

一方面是人们不认识文物的价值。所以，

让文物“活”起来，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历史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第一步。如果我们

连自己有哪些宝贝都不知道，何谈自信

呢？所以，让文物“活”起来，不是文博部门

独家的业务工作，而是社会层面的共同事

情，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大事。

文物“活”起来，就是让文物所承载的

历史文化信息在人们生动的社会生活中延

续和更新。这也是一项牵涉各个方面的系

统工程。比如，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

就是一对需要精心应对的矛盾。城市发展

要给文物和遗址留出空间，同时，文物和遗

址也要在新的城市布局中发挥新的社会功

用。城市建设不能破坏文物，文物保护也

不能固化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又比如，旅

游与文物的关系，旅游景点因为有了文物

而增强吸引力，旅游发展又不能简单地把

文物和遗址当作“收入增长点”。再比如，

文物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关系，所有者和使

用者的不同感受，其实决定着文物能不能

拿出来，可不可以“活”起来。我们不能一

味强调政府部门的保护职责，也要看到文

物所有者和使用者的责任。

文物“活”起来，可以有不同的路

径，不同的方法。但是，“活”的目的应

该是增强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因此，文

物走出库房，就要走到人们的社会生活

中。文物和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

息，应该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无论我们走出多远，无论

生活方式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都应该

能够感受到这种文化的滋养。我们悠久

的民族文化，是几千年来祖先创造和传

承下来的，它们也一定能给予我们今天

的生活更多的智慧。

从历史文物中寻找文化自信
□ 魏永刚

文物和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应该成为人们现代生活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土家民俗博物馆。
宋 文摄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与广东省博物馆达成合

作，打造机场大型“丝路主

题”公共艺术空间。

梁 旭摄

▼几位小
朋友在西峡恐

龙遗迹园恐龙

蛋化石博物馆

里参观鹦鹉嘴

龙化石。

李嘉南摄

这两天，跟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刷了一

部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豆瓣评分

8.6。在国内同期上映的《星际特工：千

星之城》等多部好莱坞影片的强势之下，

虽然顶着于全球大大小小电影节获得239

次提名、揽奖115次的光环，虽然被世界

各地的影迷反复证明是佳片，《海边的曼

彻斯特》在我国的票房却不显眼。但若论

发行方式，还是值得说道说道的，因为这

是首部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分

线发行的海外影片，影片密钥有效期长达

3个月。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成立于去年

10月，首批在48个城市挑选了100个影厅

作为核心影厅，专门放映具有独特艺术价

值的中外影片。这些影厅必须保证每天3

场、每周10个黄金场次的安排。《海边的曼

彻斯特》此次计划在全国66个城市、190家

影院、270块银幕上映，也说明该联盟下的

院线正在不断扩展中。

其实，每一部电影，哪怕是小众类

型，都有属于它的“对”的观众。只是，

绝大部分影片全线发行的现实，让《海边

的曼彻斯特》这样的文艺电影显得更加弱

势，有些只能“一日游”“一场游”，甚至

还发生过制作人发微博跪求排片的情况。

而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目前在做的，就

是将这些“对”的观众从茫茫人海中找出

来，促成其与艺术电影的“牵手”。好在，

“对”的观众正慢慢增多。

如今，被烂片“折磨”得身心疲惫的观

众学会了用脚投票，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高质量的艺术电影，这才出现

了国内影迷到艺术影展看世界上的优秀电

影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每年的上海国

际电影节和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许多热门

佳片的放映场次，“手慢无”成了常态。但

影展毕竟是“限量版”的，一年只有那么几

天，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分线发行却

是按需供应的，能更好地对接渴望观看艺

术电影的受众。

好在，分线发行也尝到了甜头。客观

来说，《海边的曼彻斯特》没有宏大的场面，

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不像是一部有“观

众缘”的电影。但因为分线发行，截至9月

13日，该片以0.12%的排片占比收获了

0.13%的票房占比，累计票房达到757万

元，成绩还是不错的。之前，作为全国艺术

电影放映联盟发行的第一部国产文艺片，

于今年3月上映的《八月》的最终票房结果

及上座情况也显示，艺术院线的表现要好

过商业院线。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文艺片的创作力

量还很薄弱、市场条件还不完善，文艺片的

繁荣将是一条长期的路，院线支持文艺片

更是一个长线的投入。全国艺术电影放映

联盟分线发行培养文艺片高上座率的做法

开了个好头，但目前阶段还是要考虑怎么

“活下来”并“活得好”的问题。毕竟，我国

的影院和银幕数量经过短时间的极速增长

之后，市场趋于饱和，想要单独另开艺术院

线难度太大。所以，我国的艺术院线与商

业院线是并行发展的，这就难保一部分观

众不会到影院后临时改主意、放弃文艺

片。毕竟，与艺术电影牵手的“对”的人虽

在增多，总量却依然小众。

此外，也得想想怎么提高宣发能力的问

题。美国或欧洲的艺术电影的宣发，走的是

低成本路线，靠有灵气的宣传手段把“对”的

人吸引到影院来。而我国，在电影宣发成本

不断攀升的同时，又多是靠媒体用友情价甚

至免费形式帮忙宣传积累口碑，这不具有可

持续性。因此，必须打破这些既有的宣传套

路，壮大目标观众群体。

总之，文艺与市场不该是对立的关

系，艺术院线已经为两者找到了一个好的

契合点，源源不断的好片子会在这里被更

多的人看到。有消息说，斩获了不少奖项

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将在全国艺术电

影放映联盟上映。所以，不妨给自己一个

机会，走进艺术院线，去看看已经上映的

《海边的曼彻斯特》或即将上映的《不成

问题的问题》，届时你会发现，爱上艺术

电影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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