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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近距离了解敦煌文化艺术，日
前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的《文明的
印记——敦煌艺术大展》绝对不可错过。本
次展览是目前敦煌研究院授权在全球输出
上百场展览里体量和规模最大的一次，不
仅可以看到老一辈艺术家们的临摹作品，
还可以身临其境般置身复原的洞窟。

展览最大的亮点是几乎原比例复制
了8个经典洞窟，时间跨度从西魏到元代，
也是不同时代艺术风格的代表。进入一层
展厅，引人注目的是莫高窟唐代158窟，
巨大的佛造像表现的是佛在涅槃时的场
景，每处小细节刻画得非常完美，让人肃
然起敬。服饰上流畅的线条，略有些夸张
的五官，展示了唐代高超的
彩塑技法。

这只是展览里其中一
处洞窟，展厅还有被称为盛
唐最美彩塑的25窟，感受大
唐乐舞文化的220窟，以及
中西艺术交流的万神窟285
窟等，都是莫高窟的特殊保护洞窟，历史价
值和艺术价值极高。

展览挑选了70多年来敦煌几代艺术
家亲手临摹完成的100多幅作品，大部分
的作品陈列几乎没有任何玻璃和展柜的
束缚，仔细看都能看到画的笔触痕迹和色
彩晕染。尤其是段文杰临摹唐代的一幅供
养人画像《都督夫人礼佛图》，作品的珍贵
之处在于画面人物与真人等大，服饰和妆
容无比细腻。这些贵妇们来自并不对外开
放的唐代130窟，其原始壁画早在时间和

自然的影响下几乎消失殆尽，我们只能从
这幅临摹作品中领略大唐女性的魅力。

看了大量的数字展品和壁画临摹，难
免有些视觉疲劳。这时，可以来到两处“小
影院”，观看只有在莫高窟数字影院才能
看到的影片《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也
可以去另一个展厅了解1940年以来的敦
煌，这里讲述了敦煌石窟艺术背后的故
事。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敦煌曾经辉煌
过，也被掠夺过，不同时代都会有人守护
敦煌……那些老照片就是讲述他们在保
护、传承、弘扬敦煌文化之路上坚持不懈
的守候。

敦煌，这座地处祖国大西北、河西走

廊最西端的小城，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
的重镇。随着丝路贸易，不同民族的文化
在这里汇集，发展成“华戎所交，一都会
也”。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让敦
煌文化成为今天的一门国际显学，震惊
世界。

敦煌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我的敦
煌之行直到2009年才实现。当时，我从兰州
坐了近18个小时的火车抵达敦煌。当我第
一次走进莫高窟，第一次站在玉门关前面
向那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时，也试着在脑

子里重新
构建这座小城
千年以前的盛世，
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

近年来，全国各地有关敦煌主
题的展览层出不穷。
敦煌洞窟里那些精美
的壁画、彩塑，甚至是
原比例的洞窟展览开
始在全国遍地开花，让更
多的人不到敦煌也能更好
了解和认识敦煌艺术，这是文

化传承很重要的一种形式。
我想，一场好的展览，在让观众看到文物

展品之外，还应更多启发人们的思考。《文明的
印记——敦煌艺术大展》里，既有艺术家们对
敦煌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写生作品，也有夸张新
潮的激光镂刻，更有抽象和具象的装置艺术
等。艺术家的灵感都来自这片古老的土地，这
也许就是敦煌艺术最大的魅力吧。穿越时光的
隧道，古与今的碰撞，重新打开敦煌的另一
面，更是给今天的我们最好的礼物。

（作者系敦煌画院青少年美育总监）

不必远走 遇见敦煌
刘立成

米芾行书《兰亭序跋赞卷》、文徵明
《陋室铭轴》、唐寅《双鉴行窝图并书记
册》、文天祥《上宏斋帖卷》、二十多年没有
露过面的宋代画家郭熙的《窠石平远图
轴》……近日，故宫博物院又一年度大展

“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亮
相午门展厅，一批重量级文物的出场再次
让午门展厅一票难求。

几乎同一时间，“众生百态——故宫
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三期）”在文
华殿书画馆展出，摇动纺车的妇女、雪地
放牧的农人、挑担进村的货郎……一幅
幅作品呈现了千姿百态的古代众生形象
和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

“让故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故宫
博物院近年来让文物“活起来”、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的新理念。今天，“到故宫观展”
已经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新风尚，每每
开展，“爆满”就成了常态。这座古老的宫
城，通过一个又一个展览，与观众沟通，
与历史对话。

在故宫之前，或许没人想到能让人
们不顾一切排队几个小时的不仅有网红
餐厅，还有文物展览。2015年夏秋之交，

“石渠宝笈”特展开幕，全卷《清明上河
图》领衔展出，很多观众为了一睹真容，
甚至换上跑鞋，大清早故宫一开门，就
从午门飞奔向武英殿。结果是越跑人
越多，越跑越快，为此还诞生了一个
新名词——“故宫跑”。几百米长的
看展队伍，成了古老紫禁城的一份
隽永记忆。

那年，故宫渐渐成了“网红”：展览开始备
受追捧、买票要进行预约，故宫的景色成了拍
照好去处、连宫里的猫也有了微博账号……

2019年春节，故宫博物院推出建院以来
提用文物最多、展场面积最大的 “贺岁迎祥
——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让“博物馆里过大
年”成为新年俗。“紫禁城上元之夜”则让紫禁
城古建筑群首次在晚间被较大规模点亮。
2020年秋，“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
年”展览门票几乎秒空，回过头看，好像是用
一场展览给紫禁城过了一个盛大的生日。
2022年，故宫开年大展“何以中国”用130多
件重器概括而鲜明地揭示了中华民族之永恒
命题的答案。

疫情袭来，故宫博物院借助新媒体、VR
等新技术，推出在线直播、“云观展”，打破了
时空限制，以网站、App、游戏为主要形式的
数字故宫，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足不出户就能
在线游故宫。今年春节，故宫数字文物库发布
了1.5万件文物影像，亿万人在家体验了故宫

“云上冰雪年”。
“以公众需求为根本，讲好中国故事，努

力建设‘活力故宫’，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发展
方向和根本追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表
示，近年来，故宫通过挖掘文物蕴含的优秀传
统文化精华，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大众喜
闻乐见的展览活动、文创产品、影视乃至戏剧
作品等，让文物蕴含的多元价值活起来。

故宫从“活”起来到“火”起来的转变，只
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
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成效显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
组统计数据颇具说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博
物馆数量持续增长，从3866家增长至6183

家，十年增长60%。年度举办展览数量增长144%、接
待观众数量增长119%。

展览是博物馆与观众最直接的交流形式，如今，
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节假日参观博物馆，“到博物
馆看展览”已成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风尚。与此
同时，各大博物馆也从关注历史中的“物”的稀缺和价
值，转向重视当下生活中“人”的感受与需求。从馆舍
天地到大千世界，收藏着泱泱华夏文明的博物馆，越
来越积极融入社会和经济发展。据国家文物局统计，
2021年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3.6万个，教育活动32.3
万场，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7.79亿人次。

疫情可以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改变不了我
们对文化、艺术、历史的热爱。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
的人从朝圣、研读、享受到融入博物馆，无论观展方式
怎么变，博物馆总会吸引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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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展融入生活

下午3点，北京市民李艳华接上放学
的孩子开车直奔中华世纪坛，趁着刚开
学时段孩子放学早，打算就近先看“百年
无极——西方现当代艺术大师作品展”。

这个汇集46位欧洲顶级艺术大师
创作的62幅艺术珍品的展览，让母女俩
流连忘返，直到工作人员清场了才依依
不舍地离开。之所以见缝插针地来观看
这个展览，是因为近期北京值得一看的
展览“实在是不少”。周末，她们还计划去
看在故宫举行的“照见天地心——中国
书房的意与象”、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

“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
女儿今年十岁了，大约从她五六岁

开始，李艳华经常带着女儿看各种文化展
览。“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我主要是带着孩
子去博物馆看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
营美术馆、艺术馆出现，推出的很多展览
形式新颖，主题性强，展陈也非常有价值，
周末看展逐渐成为我们的习惯。”为此，李
艳华关注了“那些不能错过的展览”等公
众号，总是第一时间了解各种展讯。

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博
物馆热不断升温，各类文化展览广受欢
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这十年”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2021年，
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3.6万场，接待观众
近8亿人次。另据天眼查数据，我国艺术
展相关企业2.4万余家。其中，2022年1-
7月新增注册企业1037家。

多元融合打破时空

打开社交媒体，输入“看展”等关键
词，“看展地图”“北京看展九月合集”等
链接，不禁让人眼花缭乱。

之所以眼花缭乱，不仅因为展讯之
多，更在于展览内容之丰富。文博展、美
术展、摄影展、漫画展……从名家真迹到
创意作品，内容多元、形式多样的展览，
涵盖古今中外。

“我看过莫奈的花园，到了他的起居
室和餐厅，仿佛看到他就在花园里创作
《睡莲》。你能想象吗，这一切就发生在北
京的一个展览上？”说起不久前参观“莫
奈与他的朋友们沉浸式光影大展”，“00
后”李媛媛仍有些心潮澎湃，互动性和体
验感让她印象深刻，“在那场光与影的变
化中，我动态地欣赏了莫奈的传世画作，
走走停停就像是画中人……”

对于李媛媛来说，喜欢观展不过是近
几年才发生的事儿。“以前看展大部分
是在博物馆，展品不是挂在墙上就是封闭

在展柜里，感觉比较无趣。”李媛媛说，几
年前，通过几次和朋友看展，她发现展品
不再单调、形式不再单一，很多展览兼顾
了价值性和趣味性，互动性也更强了。

上周末，李媛媛也和朋友一起打卡
了“百年无极——西方现当代艺术大师
作品展”。“我们居然在家门口看了世界
名画，还可以走进‘镜空间’，通过用几面
特殊镜子的折射，感受表现主义、立体主
义、未来主义的世界，可以参加盖印章活
动加深对世界名画的认识，可以穿着梵
高名画《园丁》的服装拍照留念，也可以
通过文创衍生品将世界名画带回家
……”在她看来，这次展览打破了时空的
限制，通过互动性、趣味性强的展陈方
式，带给她的不仅是一次愉快的观展体
验，更是一次收获满满的观展体验。

科技赋能形象互动

过去，展品被陈列在展柜中。如今，
在策展人的创新设计和科技加持下，不
少展览已经改变生硬的面貌，更加亲近
人们的生活和体验。

极具冲击力的海报、展览多种玩法
的新媒体宣传、观众体验在社群分享后
产生的裂变……在全国各地，大型展览
人潮涌动，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并
不是少数。多有主办方不得不延长营业
时间，开放夜场的。

如今，展览的火爆不仅仅是在线下。
今年博物馆日，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推
出云展览，在展陈形式、推广方式等方面
下足功夫，仿佛让观众亲临“现场”，享受
一场场精彩纷呈的云端艺术盛宴。以北
京为例，各博物馆围绕“游、享、购、论”四
个关键字推出50项线上展览活动。

为助力推动“云展览”，一系列针对性
举措频频落地。2021年4月，文旅部发布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推
动美术馆数字化建设，大力发展云展览。
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景区、博物馆
等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云展
览、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旅服务……

一个好的线上展览，技术支持是强
大保障。目前，5G、VR、360度全景导览
等数字技术在文博领域应用广泛，让展
品近在咫尺，生动有趣。在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数字技术让观展群众通过云观
展也仿佛身临其境。“青铜的对话：黄河
与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展”“云想衣裳
——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一支铅笔
诞生的世界：动漫原画特展”等14个云展
上线，通过全景导览、文物3D形象、语音
导览等方式，让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尽

享文化大餐。

看展式社交兴起

“今天你看展了吗？”“周末去看展，约
吗？”随着观展活动融入人们的生活日常，
看展式社交逐渐在年轻人中兴起。

过去，小艾和朋友们约会的主要方式
是吃饭、看电影。近来，她更喜欢约朋友一
起看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也慢慢有了“看展
代替吃饭逛街”的共识。每次观展之后，她
还会在自媒体中分享图文。“分享有利于找
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很多给我点赞的朋友
都成了与我一起观展的玩伴。”小艾说。

看展式社交的流行，正是得益于近
年来文化展陈
活动的快
速 发

展。一方
面，展览内容
不断丰富，给大众提供了更多选择；
展览形式日渐多元，互动性趣味性
极大增强，更加亲和并走近观众。
不得不说的是，展览内容、形式的发
展变化与观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相互促
进，为文化展览的更好开展打下了坚
实的观众基础。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
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是看展式社交
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下一个周末，不妨约上
朋友一起去看展吧，
邂逅一场文化大
餐和别样
的 体
验！

今天你看展了吗？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周末带女儿参观了
一个儿童展览。这个儿童
展览有个好听的名字
——童心童梦。

“童心童梦”是绘本
大师艾瑞·卡尔带来的
一场独特的展览。艾瑞·
卡尔可能大家不太熟
悉，但是《好饿的毛毛
虫》相信很多家长和孩
子都读过。这个至今被
翻译成70多种语言的
绘本，以明快的色
彩、好玩的情节、可
爱的故事，深受
世界各地小朋友
和大朋友的喜
爱。小小一本
书，是怀揣着一
颗童心的老爷
爷，为孩子们编
织出的一个色彩

斑斓的梦。
一如这次展览。

展厅不大，却应了那
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一进入展厅，展示的是艾
瑞·卡尔的创作过程，通过影像记

录，让小朋友了解一本绘本如何诞生：例如，《好忙
的蜘蛛》有无数根布条织成的网，小朋友们可以自
己随意系那些布条，体验蜘蛛织网的乐趣；《好安
静的蟋蟀》为动物配音，小朋友通过拍打动物听到
这些声音，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声响；《好寂寞的萤
火虫》可以根据光影变幻，让萤火虫和你做朋友；
《好努力的甲虫》用充气垫做了一片草丛，你可以
钻进草丛，体验甲虫的毅力，挑战自己的平衡感……

最为著名的《好饿的毛毛虫》，则设置了一个

精致的小迷宫，完美的还原了故事内容。星期一的
苹果、星期二的梨、星期三的李子……直到星期天
毛毛虫吃了一片叶子。迷宫就将这7天的食物用一
个个隔板呈现出来，小朋友顺着隔板弯弯曲曲地
走，看到食物的同时，还能看到一只又肥又大的毛
毛虫。食物上做了虫洞，正好可以露出小朋友的
脸，拍个可爱的虫洞照。抵达终点后，还有一双蝴
蝶的翅膀在等你，戴上翅膀，可以展翅高飞，去体
验这个世界。艾瑞·卡尔在纪念这本书出版50周年
时说：“孩子们需要希望。小小的毛毛虫，你可以长
成美丽的蝴蝶，并凭借自己的才能飞向世界。我能
做到吗？是的，你会的。我认为这就是那本书的吸
引力。”

当然还有很多体验区，可以动手拼一只美丽
的蝴蝶，也可以拼插一只蜘蛛，更可以画一幅喜欢
的画。这是一场美与科技的大集合，更是爱与童心
的沉浸式体验。这个展览不仅孩子玩得开心，大人
也很治愈。

自从有了女儿，我开始关注各种儿童展览，也开
始带着她一起打卡各大展览。一晃8年过去，不得不
说，儿童展览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美，更越来越让人
惊艳。

从之前在博物馆或者展览馆里的一些静态字
画，发展到更多的动态场景；从原来的展览展示，发
展到更高的开放性；从最初的观看，发展到更多的互
动性、沉浸式体验。好的儿童展览，犹如走进一则美
妙的故事，你是故事中的一员，沉浸其中，不胜欢喜。

在展览的设计上，也更注重以儿童为中心，并且
兼顾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关注点、不同知识趣味、
不同接受方式等特色区分，更是关照了亲子家庭
观众，加入了更多的参与和互动元素，让孩子们
放松的同时寓教于乐，真正起到“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置身其中。如若能有片
刻的抽离，和孩子一起，用他们的眼光看看周围
的一切，也不失为一种美好。慢慢你会觉察到能
保有一颗童真的心，是给成长最好的礼物！

给世界留一点童心
霍燕燕

美好生活离不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文化展览则是群众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展览的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观展逐渐成为全社会特

别是城镇居民更为普及的生活方式，装点着群众的日常生活、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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