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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瞭望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良渚论坛”

致贺信。他指出，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
明以独树一帜的创新创造、一脉相承的坚持坚
守，树立起一座座文明高峰。

作为文明交流的载体，博物馆是一座城市、
一个国家的重要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愿意主动走进这所“大学校”，打卡博物馆已经成
为时下青年中最热门的娱乐方式之一。

相信在每个年轻人的血脉里，都激荡着黄河
与长江的回响；每个年轻人的胸腔中，都跳动着
一颗联通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心脏。

今天的博物馆究竟对年轻人有何吸引力？
在奋力谱写新时代文化强市建设新篇章的背景
下，重庆可以“烹饪”出怎样的文博盛宴？

年轻人已成为
参观博物馆的主力军

冷门、乏味、无人问津——你是否也对博物
馆存在着这些刻板印象？

数据会给出最直观的答案。今年5月，抖音
发布的《2023博物馆数据报告》显示，关注博物
馆信息人群中，18至30岁的总占比近50%；“00
后”中爱看博物馆相关视频的人，相较于其他年
龄占比更大。

除了线上关注，线下实地打卡博物馆也在年
轻人中渐成风尚。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国博物
馆发展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博物馆举办线下
展览3.4万个，接待观众5.78亿人次。以年轻人
为代表的群体，已成为参观博物馆的主力军。

以重庆为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中，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宋庆龄纪念馆、重庆白鹤梁
水下博物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累计接待
观众13余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从年龄上看，
20至29岁的青年观众占比最多。

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以文化为内核
的“营养餐”正在做得既“丰盛”，又“好吃”。

萌起来，文物表情包在“Z世代”中广泛圈
粉。近年来，一些出圈的文物表情包收获了不少
好评：“很有亲和力”“戳中笑点了”“换个角度看，
文物也可以很可爱”。借由表情包这一形式，文
物不再是展柜里冰冷的物件，而是能与年轻人产
生情感共鸣的萌物，打破了他们与传统文化间的

“次元壁”。
比如2019年，甘肃省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

基础，制作了一系列“戏精”表情包——吐舌头的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小拳拳捶你胸口的唐代三彩
天王俑……表情包通过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微
博，“掌上兰州”APP等渠道发布后，热度一路狂
飙，成了甘肃省首个浏览量过亿的文化类融媒体
产品。

活起来，花式“整活”的文创产品更懂年轻一
代的“打开方式”。谁能俘获年轻人的内心，谁就
能抓住文创产业发展的消费主力。不断“整活”
的文创产品，让素日里看似高冷的文物有了更接
地气的传播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持续为文博IP
孵化、地方文旅发展加码助力。

从依靠手账、彩妆等引爆网络热度的故宫淘
宝，到与影视、服装等多个品牌跨界合作的敦煌
文创；从河南博物院推出的“考古盲盒”，让普通
人体验了一把拿起洛阳铲就能挖到“武则天金
简”等宝物，到甘肃省博物馆凭借一匹蠢萌的“绿
马”成为顶流……文创产品在年轻群体中，释放
出惊人的消费活力。

归根结底，没有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度认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博物馆热”。年
轻人为打卡博物馆，收集专属印章，邂逅展厅里
的“显眼包”而奔赴一座城市，可以成就一段完美
的“多巴胺”旅行。深层次地看，这就是当代年轻
人在寻找文化认同。

“文化自信”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词语。
博物馆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接受知识、找寻自我
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这里，年轻人获得了穿越时
空的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强烈的文化归属感，
正在成为年轻人身上最显眼的标签之一。

一些新问题
需要博物馆“冷思考”

客观地看待“博物馆热”，不妨再来一点冷
思考。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博物馆，一些新问
题也随之出现：年轻人是否只是为了单纯地凑热
闹，而走马观花地参观博物馆？博物馆在迎合年
轻人口味的同时，如何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取得精
妙平衡……

自嗨还是媚俗：博物馆怎样作答年轻一代的
文化需求？参观博物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
也对展陈内容、展览讲解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年轻人，博物馆是继
续“正襟危坐”？还是放下身段，一味迎合？

重庆市博物馆协会秘书长雷学刚等专家，
就曾指出当前博物馆展陈上存在的问题。比
如，展览内容趋于同质化，一些博物馆缺少分众
化、定制化、特色化展览；展陈设计平庸化，一些
策展人没有准确把握展览主题，挖掘文物背后
的故事不够，内容与形式割裂，缺少精品展览。

复制还是拼贴：文创产品何时才能走出现有
的舒适圈？眼下，文创几乎成了各大博物馆的标
配，但仔细观察后可发现，做文创的多，真正出圈
的少。

有些博物馆的文创思路仍是“一招鲜吃遍
天”，将文物图像简单套印在T恤、文具、箱包上，
与十几年前无异，未能体现文化创意的时代内
涵；有的则是盲目跟风、抄袭拼贴，导致性价比偏
低，受众的消费黏性不高。

一家独大还是百花齐放：“养在深闺”的中小
博物馆如何出头？与门庭若市的大型博物馆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市级、县级的中小型博
物馆仍处在年轻群体的“视线盲区”。即使免费
开放，年轻观众也屈指可数，场馆依然门可罗雀。

有业内专家指出，一方面，对于中小博物馆
而言，运营经费不足、场馆设施陈旧、专业人才短
缺等现实困境亟待解决；另一方面，不少中小博
物馆沿用旧有的展览模式，缺乏生动性和吸引
力，年轻人难以从中获得参与感和趣味性。

以数字化赋能
推出更多产品和服务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
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借由博物馆，今天的
年轻人依然能够与宏大的历史脉络同频共振。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博物馆工作。
总书记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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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起来”，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生命力”。

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主持创办的重庆第一
座博物馆——峡区博物馆（后更名为中国西部科
学院），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同
志亲自关心下成立的西南博物院，再到为三峡文
物保护工程而设立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博物
馆之于重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的博物馆总数达到
130家。去年全市博物馆新推出临时展览445
个，开展社教活动 7370 场次，共接待观众
1783.38万人次，博物馆在助力重庆文化强市建
设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

要实现年轻人与博物馆的双向奔赴，重庆如

何拿“新意”换“心意”？
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红色重庆“声入人心”

的底色。博物馆里的思政课让历史更生动，使青
少年心灵受到的震撼与洗礼更强烈。重庆不少
的博物馆都有着红色背景，如何用好红色资源，
创新传播体系，更好地教育年轻一代，重庆交出
了成色十足的答卷。

比如最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打造的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
事展演”，就入选全国仅10席的“大思政课”优质
资源示范项目之一。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重庆红
岩干部学院院长朱军在分析红岩革命故事展演
成功的秘诀时，提到其中一个特点：“真实性和艺
术性相结合。展演中演绎的人物、使用的文物、
讲述的故事，都是真实存在、发生过的。真实的
东西能够直击人心，让青少年产生情感共鸣。”

摒弃“大而空”，鲜活的“小切口”更能撬动年
轻人的兴趣点。与某些片面追求宏大叙事、话术
晦涩难懂的展览相比，当前的年轻观众反而更愿
意为一些“小而美”的展览买单。博物馆理应做
成特色、做成精品，既吸引年轻观众，又忠于博物
馆“文化殿堂”的特质。

位于涪陵区的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世
界首座遗址类水下博物馆。2021年，博物馆联
手腾讯《王者荣耀》手游，推出“大乔·白鹤梁神
女”文创主题皮肤。亮相以来，深受年轻人追捧，
项目累计曝光量超过7亿次，白鹤梁微信指数环
比增加65倍。

“主流”之外，民办博物馆也要善于发出自己
的声音。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博物馆非国有
博物馆（即民办博物馆）26家。受限于资金、人才
等因素，长期以来，一些民办博物馆在文博竞技场
上的“音量”偏小。讲好重庆故事、中国故事，民办
博物馆要为自己装上“加压泵”、安上“扩音器”。

收藏有10余万件木雕、石雕等藏品的璧山
区大圆祥博物馆，是重庆很具代表性的民办博物
馆之一。该博物馆不仅开发出门神鼠标垫、吞口
车挂等特色文创产品，也打造了拓印体验、榫卯
拼接等趣味课程，并通过与高校合作，为博物馆
注入新鲜血液。

更应看到，在数字重庆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以数字化赋能文博行业高质量发展，是趋势所
向，蕴含有无限潜力。用好数字化这个助推器，
推出更多符合年轻人期待的文博产品和服务，一
定能够实现年轻人与博物馆的双向奔赴。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
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

于重庆而言，要推动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
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博物馆无疑是一座重要的桥
梁。它让年轻人更好地拥抱文化，更真切地感受
文明的心跳。

这届年轻人为何掀起了“博物馆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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