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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观察

WE N  H U A  G U A N  C H A

前 些 天，笔
者来到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采访，
被两个场景所打
动。一是五个小
孩子坐在何尊的
展 柜 前 正 在 素
描，虽然画作还
没有完成，但是
画纸上的何尊轮
廓已经初成，他
们脸上流露出一
丝不苟的表情 ；
二是市内一家五
星级酒店的厨师
小李刚好轮休，
他在馆里待了整
整三个小时，认
真地观看每一件
器物，好像在与
历史沟通交流。
他说他只要有时
间，就到市里的
各 个 博 物 馆 看
看，他从小就对
历史感兴趣，在
这里能感受到时
间的流速和历史
的回声。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
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
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博物馆、展览馆、民俗馆，
向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到这
里来游览的人讲述着这座城
市的历史文化。如今我们要建
设“博物馆之城”，就是要通过
博物馆来反映宝鸡的城市发
展史。

有人说，博物馆不仅是展
览的场所，更是文化机构，输
出着主流文化价值。百姓在闲
暇时间参观博物馆，当然希望
这些场馆里的藏品更丰富，解
说更人性化，器物前的文字、
图像、声音解释更通俗易懂。
不认识的字，旁边有注音 ；不
懂的古典词语，旁边有详细的
注解 ；想买一件青铜工艺品或
文创产品，旁边有文物商店就
可以满足。所以，博物馆不仅
是简单的展品陈列，更需要在

“多元、包容、服务”中彰显文
化的魅力。

当 然，打 造“ 博 物 馆 之
城”需要全民参与、多部门携
手。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
关系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
个人，与百姓的幸福感息息
相关。

“量”的积累

“看中国，来宝鸡”，5 月 1 日，

深圳游客王琳参观完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后，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镇

馆之宝何尊的照片。今年“五一”假

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累计接待游

客超 2 万人次，其中不少都是像王

琳这样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

近年来，公众特别是年轻人

对文博领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

《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

节目的热播，到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单霁翔、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冰蛋

等人物的出圈，再到江西海昏侯墓

地、四川三星堆遗址等考古的刷

屏，都反映出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

层面的兴趣与需求。而被誉为“立

体教科书”的博物馆，则是最直观

地了解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场所，

每逢节假日，都成为市民和游客争

先前往的“打卡地”。

近年来，我市相继建成宝鸡青

铜器博物院、宝鸡周原博物院、凤

县革命纪念馆、眉县博物馆等33家

博物馆、纪念馆，然而，相比上海、

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宝鸡博物

馆事业发展仍显迟滞，特别是基础

设施陈旧、展陈手段滞后、人才队

伍薄弱、运营水平不高等问题，制

约着宝鸡历史文化资源的高效利

用。目前，全市仅有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能在全国提名叫响，一些博物

馆长期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状态。

为此，我市将建设“博物馆之

城”纳入关中平原城市群副中心

城市建设总体框架，并在《关于建

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意见》中

提出，新建秦都雍城博物馆、麟游

九成宫博物馆、工业博物馆、铁路

博物馆、美食博物馆，改造提升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北首岭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及县级博物馆，形成

以市级博物馆为主体、县级博物

馆为支撑，非国有博物馆、行业博

物馆、社区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

馆之城”。 

“质”的提升

文物是博物馆的核心，作为一

座拥有近 8000 年文明史、2700 多

年建城史的城市，宝鸡的历史文化

资源极为丰富，尤其是以商周青铜

器为代表的文物灿若繁星。据市文

物部门统计，全市现有不可移动文

物347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2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3

处，现有国有可移动文物 543150

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539 件

（组）、二级文物 1396 件（组）、三级

文物 9154 件（组）。

从数量上看，宝鸡的文物资

源优势明显，然而，建设“博物馆之

城”，绝不是“简单粗暴”地盖起足

够多的博物馆，把所有适合展陈的

文物都放进去，如果没有合适的表

达方式，文物永远都是冰冷的、干

瘪的、毫无生机的。因此，如何把博

物馆办出品质、办出特色，让文物

“活”起来，成为近年来我市各博物

馆不断思考、尝试的课题。

作为我市唯一一座国家一级

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近年来

在开设 4 个基本陈列展的基础上，

相继推出“对镜贴花黄——古代铜

镜与时尚生活展”“陶语诉春秋——

古代陶瓷与文化生活展”“明月照琼

琚——古代玉器与艺术生活展”等

常设展，并适时策划“止戈为武——

两周军事文化展”“血池祭天——

凤翔雍山秦汉祭祀遗址考古成果

展”“岁月如歌——民国以来陕西社

会发展变迁物证展”等专题展，由点

及面、以小见大，提高了展览的多样

性、知识性和观赏性。

不仅如此，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在布展中，还充分运用科技手段

和文化创意，增添了展览的通俗

性、互动性和趣味性。如在“血池祭

天——凤翔雍山秦汉祭祀遗址考

古成果展”中，该院针对大人和孩

子的身高、喜好差异，采取了“一个

主题，双线展示”的展陈方式 ：“成

人线”以文物、展板、纪录片等形

式，介绍血池遗址的发现经过及意

义 ；“儿童线”则采用漫画、卡通等

形式，介绍祭祀文化，从而满足了

不同人群的参观需求。

“效”的扩散

博物馆是城市的公共文化服

务机构，建设“博物馆之城”，就是

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使其成为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历史文脉、涵养城市精神、丰

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我市各博物馆在做好

展陈工作的同时，纷纷策划推出各

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使博物馆成为

公众的“精神粮仓”、学生的“第二

课堂”。仅在今年“五一”期间，我市

就有多家博物馆开展特色活动 ：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开展“欢乐迎

‘五一’，剪纸传文化”和“弘扬五四

精神，争做有为青年”主题活动，吸

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与 ；宝鸡周

原博物院举办陶器文物修复小课

堂活动，让小朋友通过动手动脑学

习考古知识、增强文化自信 ；宝鸡

民俗博物馆推出“巧手小工匠，匠

心伴成长”亲子手工活动，让家长

和孩子近距离感受民风民俗 ；宝鸡

先秦陵园博物馆开展“向劳动者致

敬”活动，与文保工作者共同探讨

古人的建筑技艺和工匠精神……

最近一个多月，宝鸡博物馆事

业发展燃起了“三把火”：4月 11 日

至 15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

调研组来陕西调研时指出，陕西要

着力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健全管

理运行机制，强化政策配套保障，创

新业态，丰富技术手段，为推动我国

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更多经

验；4 月 16 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指

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围绕建设“博

物馆之城”目标，抢抓机遇，积极谋

划一批文物展示利用及配套文化基

础设施项目，推动我市博物馆事业

高质量发展；5月 8日，全市博物馆

事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提出，

各县区、各部门特别是文博系统要

挖掘时代价值、创新表现形式、优化

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发挥资源优势，

加快建设“博物馆之城”。据了解，我

市将在“新建一批、提升一批、规划

一批”博物馆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服

务方式、强化交流合作、完善管理体

制，进一步扩大博物馆的社会效能，

从而助推“博物馆之城”建设。

百
姓
的
博
物
馆
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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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打造历史文化立体教科书
—— 宝鸡“博物馆之城”建设初探

本报记者 祝嘉

宝鸡文理学院大学生走进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开展文博活动

宝鸡周原博物院邀请青少年参加陶器文物修复实践活动

宝鸡民俗博物馆组织家长和孩子参加亲子手工活动

宝鸡工业博物馆展陈的 12000 米特深井
石油钻机模型                                   王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