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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激发文旅业新需求

本报记者

王明昊

了解一座城，从博

物馆开始！回顾 2023 年文

旅市场，“博物馆热”不断升温

是一个显著特点。2023 年国庆假

期，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总量达 6600

万人次。而在国庆假期前，“抢票难”“取

消周一闭馆”等与博物馆相关的话题就频上

热搜。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游客、学生将博

物馆作为出行目的地。在旺盛人气簇拥下，很

多热门博物馆出现预约不上的情况。

“博物馆游”这股热潮是如何产生的？博

物馆在应对热潮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举措？

“一票难求”是普遍现象吗？这股热潮会不会

是昙花一现？

热门博物馆人气旺

“博物馆热”表现最为集中的时段，要数

2023 年暑期出游高峰期。2023 年 8 月上旬，记

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西门前看到，百余米长的

凉棚撑起一片验票候检区，五六列游客摩肩接

踵、排起长龙。挤入其间，五湖四海的方言汇

成嘈杂热闹的背景音，各年龄段的游客都在等

待着一场精神文化盛宴。

约 30 分钟后记者检票通过。进入馆内，更

是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热度”。精心布置的

展厅有多受欢迎自不必说，文创产品柜台被里

三层外三层的游客包围着，餐饮区人头攒动，

就连自助贩卖机前也排起了长队⋯⋯

记者在馆内遇到一位归国旅行的游客，她

认为博物馆是旅途中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我

在美国马里兰州待了 20 年，这次回国先后游览

了深圳、上海和北京，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专程

去当地博物馆参观，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文化寻

根，观展过程中会有一种精神享受”。

从地方博物馆的参观数据中也能感受到热

度的攀升。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2023 年

河南博物院接待观众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仅暑

期就接待观众约 54 万人次。”截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河南博物院全年共接待观众 260 多万人

次，而 2022 年、2021 年全年的接待数据分别为

75 万人次、110 万人次。

河北博物院数据显示，2023 年 11 月参观

人次为 10.4 万，比 2019 年同期多出 2 万余人

次。河北博物院党委书记、院长熊慧彪告诉

记者：“河北博物院在 2023 年暑期先后举办‘士

志于道——明清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时空旅

行者——全球琥珀珍品展’等特色展览，参观

人数再创新高。”2023 年 7 月参观人次达 20.8

万，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56.32%；8 月参观人次

达 26.7 万，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47.46%。

“博物馆热”不仅体现在实体参观方面，也

延伸到了线上。短视频平台抖音发布的《2023

博物馆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平台上

博物馆相关视频播放总量为 513.4 亿次，相当

于全国博物馆一年接待观众人次的 66 倍；相关

内容累计开播 11.6 万场，同比增长 60%，观看

8.2 亿人次，总时长达 2319 小时。

小众博物馆需更多关注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同博物馆间

“冷热不均”。一边是知名度较高的综合博物

馆门庭若市，另一边是部分小众博物馆门可

罗雀。

记者走访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时，院子里

只有三三两两的游客信步观赏或休憩。这座

地处闹市的博物馆反而成了一块“清净地”。

“每天放票 2600 张，完全可以满足参观需

求。暑假期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打卡，最

多的时候出票量是 2000 张左右，极少遇到票不

够用的情况。”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售票处的

一位工作人员说。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座美轮美奂、浓缩了

古人对天上宫阙万千想象的天宫藻井，就是这

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志愿讲解员沈林灵指

着悬在太岁殿顶的天宫藻井介绍。

沈林灵告诉记者：“别看这座博物馆面积

不大，它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各种建筑模

型、实物构件、图文资料能让游客系统、形象地

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史。博物馆前身是先农坛，

作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的地方，本身就具有文

物价值，游客还可以在这里了解一些古代的礼

制文化。”

地方小众博物馆受到规模、资金、资源及

宣传等方面因素限制，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能

与大型综合博物馆相比，观众也多局限于当地

群众和有相关喜好的人群。不过，其独特价值

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小众博物馆是文博场所中一个更加细化

和专业化的分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

势。以中国钱币博物馆为例，其收集的钱币种

类可能比一些综合性博物馆更多更广，能更好

满足有此类喜好群体的需求。”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章成说。

与热门博物馆相比，选择一些相对小众的

博物馆参观，既不必担心抢票难，也不必担心

无功而返。2023 年 12 月，记者在新疆分别参

观了石河子市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和五家

渠市的知青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展品丰富、

场景生动和故事感人。一些参观者表示，在观

展过程中能够沉浸式了解兵团人扎根边疆、建

设 边 疆 、保 卫 边 疆 的 事 迹 和 精 神 ，很 有 教 育

意义。

为更多了解小众博物馆的客流量情况，记

者曾在 2023 年暑期通过线上平台查看中国钱

币博物馆等文博场所的门票预约情况，发现即

使在当天预约参观，票量仍然非常充裕。

面对文博场所“冷热不均”的情况，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表示，小众

博物馆显得冷清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产业化程

度不足。要想提升小众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还需进一步强化文旅融合工作。增强小众博

物馆的吸

引 力 对 地 方

平 衡 文 博 场 所 游

客量具有积极作用。

“ 小 众 博 物 馆 人 少 是

因为其目标群体本身就少。即

便 如 此 ，小 众 博 物 馆 也 应 深 挖 特

色 ，服 务 好 特 定 群 体 ，不 断 增 强 影 响

力。”章成认为，对于一些旅游资源不太丰富

的地方来说，可以结合地方发展历史、特色产

业等带有地域特色的资源打造小众博物馆，形

成展示地方形象的名片和新增长点。

“比如东北地区的一些工业城市，就可以

设立工业博物馆或其他专门性博物馆，这对整

个博物馆行业和地方发展都是有益处的。但

要注意的是，城市在统筹文博资源时要突出地

方特色，更要顺势而为，不必盲目跟风去搞一

些热潮中的网红博物馆。”章成说。

热潮出现的多重原因

要探寻“博物馆热”产生的原因，答案显然

是多维度的：人们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观念转

变，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也在变化。与此同时，

博物馆锐意创新，文旅新业态蓬勃兴起⋯⋯

“博物馆热起来的根本原因是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精神文化

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章成认为，大众热衷于参

观博物馆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的一

种文化“寻根”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文

化归属心理会得到满足，文化自信也得以增强。

如果将博物馆放在文旅行业中观察，热潮

的产生则与当前消费复苏有着密切关系。

“一方面，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旅游消费

迎来强劲复苏，旅游的消费热潮集中爆发在‘博

物馆游’领域，带来‘博物馆热’；另一方面，随着

文旅融合的不断推进，文化资源加速向旅游产

品转化，消弭了博物馆作为旅游消费项目的障

碍。同时，人们的旅游消费更加注重文化内涵，

增加了旅游消费的文化附加值。”金准说。

越来越多的游客将博物馆作为旅行中的

重要一站，这也离不开博物馆运用新技术手段

创新展陈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和影响力

的努力。

走进“莫高窟第 45 窟”，宝相庄严的佛陀造

像端坐中央，两侧的造像亦各有慈悲、威严之

态。这些塑像是策展团队运用 3D 高保真数字

测量与重建技术，在国家博物馆为石窟艺术遗

产制作的等比例复制品。

与“莫高窟”同处一室的还有“中国五大石

窟”等代表性龛像。这支团队还打造了“光影丹

青”沉浸式展厅，运用数字技术使古画中的风景

“活”起来。这场“盛世修典”展览从 2022 年 9 月

开展以来，参观游客络绎不绝，颇受好评。

多姿多彩、内容丰富的线上展览进一步拓宽

了博物馆

提升影响力的

渠道。敦煌研究

院开发的“数字藏经

洞”小程序不仅可以让公

众近距离观赏石窟里的佛像、

壁画，还可以扮演角色穿越千年

时光，探秘“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3D 打印、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的应

用，让博物馆从单一的看展之地转变为集体

验感、沉浸感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化场所。数

字化的尝试不仅让文物得以永久保存，更突破

了人们观赏文物的时间和地域限制。博物馆

的这些改变与创新正不断吸引着八方来客。

一些文旅新业态的涌现，也为“博物馆热”

添了一把“火”。暑期研学游的风靡为博物馆

提升了不少人气。“旅游消费热尤其体现在研

学热上，亲子旅游成为主流旅游需求，而博物

馆恰恰是研学旅游的核心依托。这也反映出

重视旅游的文化性、知识性、教育性功能已逐

渐成为共识。除此之外，citywalk 的兴起也助

推了博物馆参观热潮。博物馆作为城市地标

和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现地，是 citywalk 的重要

目的地。”金准说。

“博物馆热”带动文博游

伴随着“博物馆热”，一些博物馆的文创产

品也频频“出圈”。作为甘肃省博物馆以铜奔马

为原型设计研发的文创产品，铜奔马毛绒玩具

在 2022 年 6 月上市时就卖到断货，目前在甘肃

省博物馆淘宝旗舰店的销量仍然排名第一位。

除了与游客建立深度连接外，文创产品还具

有展现博物馆活力、创造性转化博物馆文化以及

丰富博物馆营收

结构等多方面作用。

自 2015 年国务院发

布《博物馆条例》，提出鼓励

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开发衍生

产品以来，作为博物馆发展运营中的

重要一环，文创产品开发日益受到重视。

河南博物院资料显示，河南博物院文

创 产 品 年 营 收 从 2019 年 的 200 万 元 增 长 到

2023 年已突破 3900 万元。近年来河南博物院

打造了一批特色 IP，比如考古盲盒、豫来遇潮、

博物雅堂等，形成品牌矩阵。河南博物院还先

后与中国建设银行、鸿星尔克、华为、蚂蚁支付

宝、腾讯、天猫等开展合作。看似小小的文创

产品，却与千行百业产生了联系。

一些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和销售方面

取得的成绩，展现了博物馆在促进衍生产品消

费方面的潜力。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博物

馆在促进地方文旅消费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

小觑。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在拓展旅游

消费领域部分提到，“推动传统商业综合体转

型升级为文体商旅综合体，打造新型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支持博物馆、文化馆、图书

馆、美术馆、非遗馆、书店等文化场所增强旅游

休闲功能”。

“以前博物馆和旅游市场的联系比较弱，

多是为当地居民服务。在国家大力推动文旅

融合背景下，博物馆的旅游功能得到释放，旅

居共享成为博物馆发展的目标之一。”金准说。

金准认为，博物馆已成为许多城市的核心

旅游目的地，很多人到一座城市会先参观它的

主要博物馆，所以博物馆会为地方文旅市场起

到引流作用。在拥有人流量的基础上，博物馆

的衍生品消费、吃住游娱购等配套消费都会相

应增加。

金准表示，“如果地方依托影响力较强的博

物馆打造新型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可以起

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会有效延长游客在城市中

的停留时间，对拉动地方消费起到重要作用”。

延续热潮是重要课题

此前，为应对暑期参观高峰，各地博物馆

纷纷出台相应措施：沈阳故宫博物院、南

京六朝博物馆以及浙江、甘肃等多家

博物馆宣布取消“周一闭馆”惯例；

南 京 博 物 院 、国 家 典 籍 博 物

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 等 延 长 开 放 时

间；中国国家博

物馆等还着力

完善预约机制、放

松参观数量限制。

除了普遍性的措施，

地方博物馆还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了更精细化的工作。“河南博

物院针对不方便预约的老人、行动不

便的群众开设便捷通道，现场凭证件换取

门票。这样既提高了效率，又保证了服务的

温度。此外，河南博物院还运用分众化手段对

参观者进行引导，对于普通散客推荐智慧导

览，对‘资深’观众推荐人工讲解，规划好各个

群体的参观路线，避免某一时段、某一展厅过

于拥挤。”马萧林说。

增加服务供给、完善保障措施等一系列举

措体现了博物馆在呵护观众热情方面的用心

与诚意。在努力妥善承接住这股热潮的同时，

如何将这股热潮更好延续下去是下一阶段的

重要课题，需要相关部门及博物馆发现更根本

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博物馆承担着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所以

它应该去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历史，而不能一味

去迎合热潮。”章成认为，在热潮面前，相关部门

及博物馆管理者应保持冷静思考，将主要资金

资源向一些基础工作倾斜，用以完善博物馆的

基础设施、优化管理方式和保障服务质量。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史吉祥认为，博物馆在创新展陈方式、提

升自身影响力和吸引力方面付出的努力值得

肯定。但同时也应做好那些“默默无闻”的工

作，比如对“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科学研究是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基础。

基础不牢，一切都无从谈起。博物馆要

制定科研规划，落实科研项目，对科研

人员的时间、经费给予必要保障。”

史吉祥说。章成也认为，文物资

源是博物馆发展的命脉，因此

要在上游与考古业界建立

更 多 联 系 、拓 展 文 物 资

源 ，同 时 加 大 对 文 物

保 护 研 究 的 投 入 ，

争 取 量 质 齐 升 ，

增 加 博 物 馆

优 质 展 品

及 内 容

供给。

延续消费热度须强化内功我 们 乐 见

“博物馆热”，但

不 能“ 只 识 冷 热 ”。

须知传播范围不能与传

播效果画等号，从长远发

展角度看，要想让热度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影响力，

博物馆应充分发挥文化教

育功能，以足量且优质的

内容和灵活生动的呈现方

式感染、影响更多人。

博物馆能有今天的热

度，离不开多方努力。从

不辞劳苦的考古工作者、

埋首文献典籍的文物研究

者到匠心独运的策展人、

输出创意和审美的文创开

发商，这些守护者与传承

人用汗水和心血为文物注

入活力。可以说，人们对

博物馆的热衷、对文物价

值的关注，也是对文物背

后奉献者的褒奖与回馈。

不过，要想将博物馆

的热度延续下去，使其发

挥更大作用，强化内功必

不可少。记者在调查过程

中发现很多现象，都指向

博 物 馆 内 功 下 降 这 个 问

题。比如部分博物馆在发

展过程中，削减了核心业

务研究部门和研究人员数

量，其研究职能被弱化；还

有博物馆出版的图录出现

多处错误等。

博物馆不仅是供人休

闲消遣的公共场所、旅行

目的地，还是重要的历史

文化展示窗口，承担着重

要的文物保护研究、文化

宣传教育功能。在如今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碎片化

信息泛滥与民众注意力稀缺的矛盾正重塑着人们的

信息接受习惯。如何挖掘、展示优质内容并使其有

效触达观众，值得博物馆深入思考作出解答。

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博物馆全面深刻认

识自身的价值，聚焦根本，苦修内功。做好文物保护

研究工作，深挖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在透彻

了解文物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展陈方式和传播手段，

让有价值的内容真正为广大群众看见并乐见，让人

们对知识的掌握更上一层楼，对文明的思考更进一

步。另一方面需要观众保持理性思考，不盲目追逐

“网红馆”，不一味跟风打卡。博物馆是汲取历史文

化知识、涵养精神修养的文化场所，相信每一个对民

族文化怀揣崇敬、渴求之心的人，都能在与珍贵

文物、多元展品的近距离接触中，领略中华文

明的博大精深。

参观热潮对博物馆来说是宝贵的

发展机遇。博物馆应筑牢根本、把

握机会，让那些“周咨博访，计

策万全”的努力，“缺者使

完、危者使安”的保护

成果，被更多人理

解和欣赏。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我国

居 民 消 费 特 别 是 接 触 性 、聚 集

性、服务性消费呈现良好恢复态

势，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新

引擎，如何更好提升服务消费水

平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回 顾 2023 年 服 务 消 费 的

情况，我们可以梳理出许多提高

服务消费供给侧质量、释放服务

消费潜力的特点和特色。其中，

“博物馆热”就是文旅消费中颇

具代表性的亮点之一。如今，到

博物馆看展览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人喜欢的生活方式，公众参观

博物馆的需求激增。在不断激

发有潜能的消费背景下，该怎样

延续“博物馆游”这股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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