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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上线

还须“动”起来
□ 魏永刚

博物馆和展览上线，不能简单

地搬到网上，而要充分借助网络技

术展示动态的展品，让人们从不同

角度感受展品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元

素，实现与观众的良好互动。

江西黎川：

画出美好新生活

志愿传承挖掘非遗“富矿”
本报记者 杨学聪

现在，博物馆和展览上线像潮流一样“热”
起来。许多博物馆都“登上云端”，不少展览也
实现了线上参观。博物馆展品和展览上线，无
疑是克服了距离等限制因素，节省了观众来回
跑路、购票等环节，方便了参观，当然是一件好
事。但是，对于观众来说，博物馆和展览上线并
非万事大吉，“动”起来才能更好。

有些博物馆和展览就是简单地把展品图片
“搬”到网上，等于把直观的展品“平面”化了。
人们到博物馆现场参观，可以看到不同方位的
展品，在灯光和背景映衬下感受到一种独特体
验。而简单地搬到网上，生动的文物就成了单
调的图片，丰富的文物展览也就成了“图片
展”。这样的上线其实还不如线下参观。

博物馆和展览上线，最大的优势是方便观
众参展。所以，它的“底线”应该是不减损参观
者的感受，不影响观众的学习。上线就要利用
好线上的优势，简单说，就是借助网络传播优势
来展示博物馆和展览的展品，让更多人受益。
如今，网络传播手段已经十分丰富，借助网络技
术，尤其是视频制作等电子技术，确实可以收到
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既可以传递实物展览的
境况，让人们身临其境，也可以叠加出很多独特
创意，令观众耳目一新。因此，博物馆和展览上
线，是文博事业更好更广泛服务群众的新途径。

博物馆和展览上线，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从一个参观者的角度看，笔者感到，重要的是要
让展品“动”起来，这包含着多重含义。

博物馆和展览上的产品，是固定放置在玻
璃柜里的，即使亲临现场，观众也只能看到一个
静止的展品。而借助网络技术，博物馆和展览
上线之后，可以向人们展示动态的展品，让人们
从不同角度感受展品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元素。
这是直接意义上的“动”。

更重要的是，博物馆和展览上线之后，要努
力实现与观众的互动。实体博物馆和展览的一
个限制是交流困难。观众在参观时的感受和体
会，很难及时表达出来，更难以及时得到专业回
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博物馆和展览社
会教育功能的发挥。但是，上线为克服这个不
足提供了可能。

博物馆和展览上线之后，可以发挥网络“链
接”的优势，提供许多“相关链接”，把展品所蕴
含的历史文化知识深入介绍。这样，也许一件
展品就可以吸引观众看半天。同时，还可以开
放参观留言功能，让观众在别人的留言中丰富
自己的感受。如果主办方还有条件花点精力去
回复观众的留言，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互动。当
然，最贴心的互动是借助网络技术实现即时互
动，目前看，尽管即时互动在技术上和人力上还
需要增加很多投入，但是未来可期。

博物馆和展览上线，是文物活起来迈出的
重要一步。这一步使得丰富的博物馆藏品克服
时空限制，与更多观众见面。如果能够更多地

“动”起来，那么，文物活起来将会迈上一个
新台阶，在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将发挥更大
作用。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每当人们
提及江苏扬州美景，贯穿全城的大运河总是绕不
开的。

在大运河扬州段，水阔天长、舟楫纵横。古运河
风光带里，丛林秀美，旖旎多姿。南来北往的船家商
人在扬州集成了风味独特的淮扬菜系，建成了古朴
特色的苏北园林，还有精美绝伦的玉雕、漆器，美轮
美奂的剪纸、刺绣……穿越扬州城的大运河宛如一
条蜿蜒玉带，勾勒出尘封的历史画卷，也把运河文化
描绘的多姿多彩。

进入新时代，作为拥有6段河道、10处遗产点
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扬州，如何高质量建好大
运河扬州段？“我们要让‘古运河重生’，争当运河生
态治理修复的典范，争当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典范，
争当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扬州市委书记夏心
旻表示，扬州将用世界遗产标准来保护好大运河，推
动大运河文化带传承和发展，努力走在前列、担当
典范。

守好蜿蜒千里的水脉

走进扬州古运河三湾湿地公园，这里俨然一座
超大古典园林。树木花卉、亭廊榭阁、抱柱楹联，市
民游客漫步园中，怡然自得。

几乎每天都来公园散步的扬州制药厂退休职工
张其凯在公园附近生活了大半辈子。然而曾经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张其凯和家人最大的期盼就是从这
里搬走。

“工作分配到运河边的扬州制药厂，当时这里集
聚了80多家化工厂、制药厂、农药厂，大家环保意识
不强，环保设备也跟不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很严
重，家人吵着要搬家。”张其凯说，蝶变始于2014年，
扬州启动建设了占地3800亩的运河三湾生态文化
公园，搬迁企业、拆除码头、改造驳岸、修复湿地，一
座绿树红花的生态氧吧跃然河边，自己渐渐爱上了
三湾。

拆除违建、搬离企业，看起来是“伤元气”，其实
是“增底气”。在扬州三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晓梅看来，以生态保护为基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尝
到的绿色发展甜头越来越大。

“公园自2017年开园以来，年接待游客已达数
十万人次，附近居民过去想搬走，现在要

回来。”沈晓梅说，生态保护修复、经济转型升级和文
化保护传承，在三湾产生了叠加效应，昔日城市“洼
地”成了“发展宝地”，吸引了一大批绿色科技企业争
相入驻。

运河之美，基础在保护。记者从扬州瘦西湖风
景区熙春台二楼放眼望去，没有一处高层建筑遮
挡。瘦西湖这条视觉天际线，扬州一守就是三十年，
无论置身景区哪个方位，视线所及，建筑必须“低头
让景”。

行走在扬州邵伯古运河河堤上，岸畔垂柳成行，
堤下波光粼粼，苔藓斑驳的青石台阶直伸入河，默默
诉说着曾经的繁华。

长期参与运河保护工作的扬州市江都区文旅产
业园运营管理局局长丁云峰介绍说，得益于生态治
理、岸线整治和疏浚，邵伯明清运河故道实现治旧如
旧，最大限度保持了历史原貌。“再现了‘三十六陂帆
落尽，只留一片好湖光’风情，实现了‘船在景中行，
人在画中游’。”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扬州做到了把生
态保护抓在手上，把“精细化”镌刻于心，实现了系统
性思维，推动“文物单体保护”向“文化遗产区保护”
转变。

丰富绵延千秋的文脉

古扬州因运河水运发达而盐商兴旺，素有“扬州
繁华以盐胜”之说，仅在市区相关盐商文化遗迹就有
四五十处之多，堪称全国之冠。

在扬州城里探寻盐商文化，除了厚厚的文字记
录，静静矗立的盐商大宅值得一去。

一座大宅门，一部盐商史。扬州市南河下170
号，坐落着汪鲁门盐商住宅。“九进房屋，布局规整，
绵延百米，体量宏大”，从导游的十六字简介足以感
受扬州盐商文化的辉煌历史。

如今，这座宅院有了新的使命：将化身为扬州
大运河盐商文化展示馆，讲述着承载千年的运河文
化故事。

走进展示馆，江春接驾、两淮盐业、盐商传奇等
六大主题根据时间发展依次分布在西侧建筑内，每
迈入一进，便是跨越了一个盐商的时代，从南走到
北，相当于看过了一部扬州盐业发展史。

“我们在完成盐商住宅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的
基础上，探索文保建筑利用新途径，以扬州盐商文化
为核心，通过文图、影像、实物、三维动画等多种手段
展示扬州大运河盐商文化历史遗存。”扬州市名城
建设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付元宁介绍说，为了吸
引年轻人了解盐商文化，还专门在展示区建立
了盐商文化“密室逃脱”游戏，以实现寓教
于乐。

如今，正在布展中的大运河博物
馆，造型宛如一艘即将扬帆起航的
船，停靠在岸边。

“集文物保护、科研展
陈、休闲体验于一体，以生活

化融入、当代化表达为

切入口，以大运河发展变迁为时间轴，涵盖大运河
全流域，重点展示大运河带给民众美好生活。”在
沈晓梅的介绍下，大运河沿线地区的历史文化与风
土人情全貌逐渐立体清晰起来，可触摸、可互动、
可体验。

“大型原创歌剧《运之河》、大型历史古装扬剧
《鉴真》，接连问世的文艺佳作在剧场舞台精彩呈现，
以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形式展示传承
运河文化。”扬州市文艺创研中心主任朱运桃说，因
大运河而兴的扬州学派、扬州曲艺、扬州传统工艺技
艺等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夺目光彩，一件件与
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传承之举，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了起来。

激活连亘千年的“动脉”

大运河不仅是生态带、文化带，也是经济带。
当航盛科技公司总经理朱新军在扬州智谷科技

综合体顶楼向外张望的一瞬间，他决定把企业落户
扬州。“三湾公园大运河的美景实在太吸引人了，加
上便捷的交通，我们一定能够发展得很好，所以就决
定留下来了。”朱新军回忆说。

“刚开始有点担心招不到人，现在很多人才主动
找上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朱新军告诉记者，企业从一开
始是只有30人的小公司，发展到拥有300多名员工
的软件企业，短短几年间，航盛科技已经成为业界
翘楚。

在大运河扬州段，一座座冒黑烟、流污水的高耗
能、高污染工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像航盛科技这
样更智能、更绿色的科技企业。

运河通江达海、沟通世界。浩波千里的大运河，
一次次为扬州与世界对话架起了桥梁。

今年9月28日，2020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在扬
州开幕，来自29个国家的500多位中外嘉宾齐聚扬
州，分享运河建设的“中国行动”和“国际案例”。这
是江苏唯一一家国际性社会组织——世界运河历史
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连续第14年举办世界
运河城市论坛。

“从文化遗产保护到生态环境修复，从水利航运
建设到文化旅游发展，论坛一年一个主题，开展国内
外合作对话、分享治理经验。”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
市合作组织秘书长邓清告诉记者，世界运河历史文
化城市合作组织坚定不移地搭建世界运河城市沟通
的桥梁，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运河城市的民
间智力和集体智慧。目前，该组织的“朋友圈”已经
从最初的13个发展到154个。

近年来，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世界运河
古镇邵伯行等活动相继举办。“扬州小调”飘扬“浪漫
之都”巴黎；古琴、玉器、漆器三大“扬州工”招牌在法
国卢浮宫留下美妙身影。

在不断加入的“国际朋友圈”里，扬州正在用世
界语言讲述运河保护的城市故事、中国智慧，让大运
河这张金字名片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

每周六早上7点20分，“80后”平面设计师
窦雅丽就要从家出发，辗转乘坐1个多小时的
地铁，在9点前赶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9
号的西城区非遗传习基地。在这里，作为一名
传承志愿者，她每周有一次与面塑代表性传承
人张宝琳当面学活儿的机会。

这个机会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的非遗传承志
愿者项目。从2014年起，西城区每年都会推出

“民间瑰宝 记忆西城”西城区非遗传承志愿者
招募活动。每次推出5个非遗项目，招募总人
数不超过50名志愿者，与传承人学习传统技
艺，留下一段特殊的非遗记忆。

“不做不知道，面塑在色彩搭配、空间结构
上都很有特点。看老师做得很轻松，真自己操
作就会觉得非常难。”窦雅丽一直很喜爱传统文
化，当她在网上看到面塑招募传承志愿者，就立

刻报了名。最后，她和另外5名志愿者通过筛
选，有幸留了下来。

“做面塑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一个面塑的
小人只有10厘米高，刻画五官需要特殊的工
具。我们的工具都是老师自己打磨出来的。”经
过3个月学习，窦雅丽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一个
面塑的仕女作品。

除了面塑，今年7月，西城区面向社会招募
志愿者的5个非遗项目中还有京绣、大悲拳、药
香制作和彩蛋绘制。入选的志愿者可以与这些
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学习24课时。11月初，
传承人的教学课件在“西城非遗”公众号上发
布，供更多非遗爱好者学习。

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个志愿者项目？西城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杨飞告诉记
者，西城区是非遗“富矿”，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

目36项，市级非遗保护项目67项，区级非遗保
护项目208项，非遗资源约占北京的三分之
一。但数量众多的非遗项目也面临着代表性传
承人年龄偏大、传承人数量较少的问题。

他们按照传承人群人数的多寡、项目濒危
度，开展了不同的保护措施。“传承志愿者”针对
的是传承人群少于3人，或多于3人但需要群
体操作的次濒危非遗项目。与传统的师徒相授
不同，志愿者不必拜师，传承人也不必教授核心
技艺，双方在宽松的环境中教学相长。

2014年，非遗传承志愿者招募活动首次启
动，北京宫毯织造技艺、北京刻瓷、裕氏草编、泥
塑彩绘脸谱、戏曲盔头制作技艺5个非遗项目
公开招募志愿者。这次尝试获得了意想不到的
成功。原本每个项目计划招收5人，短短几天
就有1000多人报名，经过现场考核，最终45名

学员入围。
“我们创造条件，让志愿者全面了解项目的

历史，具有基本的动手能力，会欣赏、能传播，埋
下一颗文化传承的种子。”7年来，西城区已经
为36个非遗项目招募308名传承志愿者。

有了志愿者的加入，更多非遗项目实现了
师徒传承，获得了新生。京派内画鼻烟壶传承
人杨志刚借着招收志愿者的机会，收了8个徒
弟；山东女孩周晓明跟陈永昌学习刻瓷后，研发
出不掉色颜料，让以往遇水掉色只能远观的艺
术品变成手边的实用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志愿者招募活动在传
承人和爱好者之间架起一道彩虹桥。“一路干下
来，一路有收获。”提到未来，杨飞说，他想打造
一个没有院墙的非遗传习基地，让人们在非遗
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左图 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美丽景色。 （资料图片）

扬州邵伯船闸鸟瞰图。 张许灏摄（中经视觉）

江西省黎川县依托当地油画人才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油画产业。目前，黎川油画产业涉
及油画生产、培训、销售等多个领域，产品远销
欧美、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3
亿多元。图为学生在黎川县油画创意产业园内
创作。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