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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苏墨）“我提前一周就在

刷预约，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故宫博物

院，都十分火爆，稍微手慢一点就抢不到

了。”深圳市民马晓敏一家准备 8 月中旬来

北京游玩，刚到 8 月，她便开始在手机上不

停刷票，“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是一票难求。”

和很多家长一样，她认为多带孩子参观博物

馆是增长见识，启迪心智的重要途径。

今年暑假，“博物馆热”持续升温。河

南博物院几乎天天满员，观众每天在 1.2 万

人次以上，是 2019年同期的近两倍；山东博

物馆近期日接待量均在 1 万人次以上，7 月

中旬以来的周六、周日则达 2 万人次，大幅

超过上半年平均每日 5700 余人次的接待

量；河北定州博物馆，今年 7月接待量为 4万

人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86%；成都博物

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

展自 6月 10日开幕后，短短一个多月吸引观

众逾 40万人次……

火热的观展需求，导致众多热门博物

馆门票预约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近

期国家文物局回应社会关注，发布《关于加

强博物馆暑期等节假日开放服务工作的通

知》，要求优化调整门票预约制度，切忌“一

刀切”。“一票难求”的热门场馆应提前做好

预案，结合自身承载能力，适当增加门票投

放量或预约名额，通过分时段预约、退票动

态回池、弹性调整预约名额等，提升预约参

观精细化管理水平。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恢复和扩

大消费的措施》通知，其中“文博消费”被提

及 9 次，“延长开放时间、推行联票模式、提

高参观人数限额”等内容都被提及。

目前，广州、成都、郑州、南京、苏州、杭

州……越来越多城市的博物馆，进入“超长

待机”模式，持续提高“供给量”，更大限度

满足公众参观需求。上海第一批开展“博

物馆奇妙夜”的博物馆共有 17 家；从 8 月 1
日起，苏州多家博物馆服务时间延长至 21
点，并取消周一闭馆。

但也有专家指出，观众过于拥挤，一方

面，会造成观众观展体验舒适度的下降，另

一方面，还可能导致展厅空气湿度等条件

的波动，对文物状态保持造成一定压力。

保持博物馆秩序，保证文物安全，亦是当下

需要考虑的问题。

数 据 显 示 ，全 国 博 物 馆 总 数 已 超 过

6000 家，年均接待观众近 6 亿人次，中国博

物馆数量在全球位居前列，但每百万居民

拥有的博物馆数量仍相对靠后。“一票难

求”的问题，只是通过加大参观人流量，显

然不足以解决。

盘活文物资源，增值文化空间，让一

些小众博物馆走入观众视野，分流大型场

馆压力；借助 VR、AR 等数字手段，让博物

馆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研发“出圈”文创

产品，让文物在生活中可感可触、可玩可

用 ……只有多管齐下、破局焕新，才能让

“博物馆热”焕发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综合新华社、央视网等报道）

苏墨

近期，电影《热烈》上映，口碑和票房表现不错。影

片以街舞为载体，用两代人对同一个梦想的殊途同归，

展现普通人逐梦的“热烈”。

影片中，小人物陈烁（王一博饰）怀抱对街舞纯粹的

热爱，在生活的夹缝中坚持着热烈的梦想，最终用努力

与汗水证明了自己。与大鹏导演的其他作品相比，这样

的人物和故事设定并不出圈。

不同的是，影片不吝笔墨，穿插对照了一组中年人

的故事——“千年老二”教练丁雷（黄渤饰），曾经也是如

陈烁一样的追逐梦想的少年，也曾在舞台上一时风头无

两，但人到中年的他，却不那么相信当年“一直努力就

会成功”的座右铭。他的人生需要向并不成功的事业低

头，向不能跳舞的断腿低头，向傲慢的富二代徒弟低头，

向没钱没场地没资源低头。

曾经和他一起在舞台上热烈舞蹈的队友们，开小饭

店、做代驾，生活艰难，早已看不出曾经挥洒青春的模

样。但他们也依旧眷恋这青春的纯粹，即便困窘中的丁

雷没有开口，依旧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持他们曾经共同

的梦想。

丁雷说：“在街舞里轰轰烈烈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

热烈的。”而穿越还有大把时间可以追逐、试错的年少

时，还能拥有热烈、追逐热烈，难道不正是每个人内心深

处渴望的东西吗？正如导演大鹏说所，绘画、音乐、街

舞，每个人心中是不是都有一处热烈呢？

丁雷和陈烁在烧烤店的戏，黄渤将无奈、纠结、愧

疚、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左手烟火气，右手紧握梦

想。那些为了纯粹梦想的低头与无奈，大概每个中年人

都能从中感同身受。

作为一部喜剧电影，片中的喜怒哀乐都意外地“克

制”：呈现生活的无奈，但没有泛滥的煽情；喜剧演员阵

容豪华，但没有为搞笑而搞笑。导演大鹏在采访中表

示，“喜剧要来自于角色和情节矛盾与冲突，不是为了喜

剧而喜剧。”在大鹏的作品中，喜剧多是甜甜的“糖衣”，

内里是要传递故事的本质。

这部影片，是一个切口很小的小人物追梦之旅。没

有宏大使命，没有史诗叙事，它就是个小人物的关于热

爱、热血、热烈的故事，很纯粹，很干净。这样的故事是

大鹏导演的拿手好戏，《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都有同样

的精神内核。或许，这就是《热烈》最纯粹的表达，也是

影片最本质的地方。

在今年如火如荼的暑期档“厮杀”下，《热烈》在票房

上的不俗表现也带给我们启示，大题材也有它的小角

度，四两拨千斤的招式用好了就会成为票房黑马。

“ 电 影 里 ，我 们 讲 述 了 平 行 时 空 这 群 人 的‘ 不 甘

心’。”有观众点评说，“我既不是丁雷也不是陈烁，我是

回到老家的彪彪——一位不得不放弃‘热爱’的角色。”

共情彪彪的观众，可能都会有一种不甘心。

“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也

许有不得不选择和低头的时刻。我们想用电影里那些

人，还有他们的热爱去告慰现实中的我们。无论我们的

热爱是什么样的形式，它都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去支撑

我们去面对现实生活的难。”

正如导演大鹏所说，热爱本身就是力量。对街舞

是，对人生是，对年轻人是，对中年人亦是。

在生活的夹缝中
热烈逐梦

一票难求一票难求，，暑暑期期““博物馆热博物馆热””持续升温持续升温
多地博物馆已根据多地博物馆已根据情况情况，，通过通过适当延长开适当延长开放时间等方式放时间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公众参观需求最大限度满足公众参观需求

陈俊宇

今夏，“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热门博物

馆常常“一票难求”。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延长服务时间，

推出更多高品质、多元化展览和教育活动，

正是优化服务供给的具体办法。

探究“博物馆热”的重要原因，就会注意

到这样一个现象：各大博物馆推出了不同主

题、生动有趣的布展，丰富多彩、活力十足的

活动，如手工制作、夜游、阅读、文化讲座、探

秘等等。如此一来，博物馆俨然成为一个集

游、观、赏、吃、喝、玩于一体的文化“嘉年

华”，让博物馆更具“看头”，也更有“玩头”。

“看头”，是博物馆的展品自身价值所决

定的，“玩头”的出发点是为了吸引大众走进

博物馆。如何平衡“看头”与“玩头”，是个值

得探讨的话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庄严神圣的博物馆可

以“接地气”，但不应过度娱乐化——博物馆

毕竟不是游乐场、娱乐场所。

在业内学者的认识中，博物馆应在不偏

离专业性、学术性、科学性等特质的基础上，

再进行文物活化利用、文旅融合发展。比如

南京大学历史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

翱认为，文物是有尊严的，一味用流行的方

式取悦观众，就会削弱文物的地位和博物馆

功能，“迎合，看上去是赢得了观众，但也失

去了另一部分观众”。

这些理性且真诚的言论，是在提醒我们

“博物馆热”需要冷思考。

比如，是不是人们络绎不绝走进热门博

物馆，就一定是好事呢？如果只是看个热

闹，赶个新潮，那就背离了博物馆存在的宗

旨。还有，大型博物馆受到追捧，中小型或

者小众博物馆却遭到忽视，这样的不均衡局

面何时能打破？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走

近”博物馆，进而“走进”博物馆，最终“爱上”

博物馆，是个需要持续发力的事情。

“博物馆热”要成为常态，得让文物说

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文博探索节

目《国家宝藏》是个很好的例证。

有必要再讲讲《国家宝藏》第三季中一

个“给兵马俑拍照的人”的故事。赵震是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一名文物摄影师，就是为

将近 8000尊的兵马俑拍摄“证件照”。

有一次，赵震拍着拍着，突然抬头看见

一尊兵马俑的脸上有一枚指纹，就在嘴唇的

边上。“那是两千两百年前，制作兵马俑的工

匠的指纹！”那一刻，他整个人就傻在那儿

了。赵震与千年前的工匠，站在同一位置、

用同一视角，去注视同样一尊陶俑——这是

一场跨越两千多年的对话。

这是个美妙的故事，冷冰冰、铅灰色、站

立不动的兵马俑，有了温度和生命。应该有

更多的博物馆，向大众讲述这样的故事。

读书时，看到一幅字一张画，总会注意

到标注的“某某博物馆藏”，盯着诗文书画啧

啧称赞时，心里默念要是到了这座城市一定

得去看看。博物馆里有什么？有我们的来

路，有我们的去处，有我们对古人的追思与

遥望，也有个体存在的意义。

我钟爱明代苏州文人沈周的书画，读过

一本《沈周诗画中的江南》，是作者应吴中博

物馆（现名吴文化博物馆）之邀所做。苏州

延长服务时间的 9家博物馆，吴文化博物馆

正好在此列。看到文章最初的那则新闻时，

难免欣欣然。在博物馆中，穿越时空我们方

能一同神游。

走进博物馆，还得爱上博物馆

8 月 3 日~7 日，国际儿童画展中国
巡展暨庆祝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 UN75
国际艺术创意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办。

图为孩子们围在一起画画。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童画”世界

本报记者 刘兵

日前，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各

个比赛项目激战正酣，以“蓉宝”为吉祥物的

文创产品的火爆也在持续。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满场憨态可掬的

“大熊猫”蹦跳转圈，获奖运动员人手一只“变

脸熊猫”，都令吉祥物“蓉宝”人气爆腾，成都

大运会特许商品销售旺盛。夺得男子双人 3
米跳板金牌的中国选手黄博文一天就买了

20 多个“蓉宝”。波兰运动员丹努塔狂购 50
多枚徽章，她表示：“我想和各国朋友交换徽

章，相互交流，交更多的朋友。”不仅运动员，

在各个场馆观赛的人们也对大运会文创产品

开启“买买买”模式。

据主媒体中心的大运会官方特许商店

店员介绍，目前商店已延长营业时间，太空

“蓉宝”系列和“蓉宝”变脸盲盒手办等产品

持续热销，部分商品甚至出现断货情况。“特

许商品供货商每天 15 万件的供货量已供不

应求。”

“蓉宝”是本届大运会的吉祥物。它以大

熊猫“芝麻”为原型创作，手持“31”字样的火

炬，以奔跑的姿态传递青春和活力，寓意着成

都将引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共襄这一盛

会。据悉，围绕“蓉宝”主题，官方已经累计推

出玩具类、徽章类、文具类和邮票邮品类等

18大系列、1000余款特许商品。

赛前，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以大运会特许

商品为推广载体，在活动、内容、平台方面积

极营销，用好媒体平台，努力打造以吉祥物

“蓉宝”为主的现象级爆款传播内容，才收获

出如今的结果。

当下，“蓉宝”的内涵已经超出吉祥物的

范畴，逐渐延展为一个从成都走向世界的文

化符号。它与很多潮流元素跨界、联名融

合，让这一 IP 持续诞生系列新品，不断出现

文创消费热点。从单纯的吉祥物到文创热，

是这座城市希望通过超级 IP 发展文创产业，

不断挖掘商业价值，为超级 IP 持续增添活力

与动能。

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冬奥会“冰墩墩”的

火爆。设计出色、制作精美的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以及其他衍生文创产品，直到冬奥

会闭幕几个月后仍然“一墩难求”。“蓉宝”与

“冰墩墩”最大的相似之处，是通过打造爆款

传播内容，带起现象级的文创周边产品销售

热潮。

不过，文创热如何长期保持，仍是值得思

考的命题。要延长热门 IP 的生命力，其关键

所在是持续维护运营，开发更多经济价值。

对奥运会、大运会等综合性国际赛事来

说，通过文创产品可以充分展现东道国历史

文化和风土人情，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当

国宝熊猫化身可爱又时尚的“蓉宝”“冰墩

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届有中国味道的体坛

盛会，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友好热情的中国

正在喜迎各国来客。

此番成都大运会当各种文创产品跟着各

国青年回家的时候，它们也能够将敦厚、温

良、亲和的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我们

如果有更多像“蓉宝”IP 打造出的各类优秀

文创产品，去多次进行中国文化的传播之旅，

就能圈住更多的粉丝，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

取得良好的文化传播效果。

大运会带货能力强劲
吉祥物“蓉宝”等文创产品持续热销

近日，苏州博物馆夜间开放延长至21点，颇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阙明芬 摄/人民图片

《呐喊》诞生100周年 鲁迅博物馆游客多
8月 3日，正值鲁迅先生《呐喊》诞生100周年。在北京鲁

迅博物馆，一位家长和孩子趴在展台前观看鲁迅先生手迹，感
受一代文化巨匠的传奇人生。主题展陈列了鲁迅生平的手
稿、书籍等物品，讲述了鲁迅当年以笔为枪，为时代呐喊的故
事，吸引了大量游客参观。

本报实习生 杨淳 摄

吉剧高研班在长春开班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日前，吉林省文化发展专项

资金 2022年度资助项目《吉剧表演人才高研班》、2023年度资

助项目《吉剧作曲人才高研班》《吉剧戏曲打击乐人才高研班》

开班仪式在位于长春市的桃李梅大剧院举行，来自全省 13家

院团的 100名学员将在此进行为期 30天的培训学习。

本次三个培训班采取以剧目带人才、专业突破提升的培

养方式，授课教师除吉剧老艺术家外，还聘请多位国内作曲、

打击乐领域知名专家导师，在课程设置上除专业剧目、理论研

修外，还设置了艺术素养、思想政治课程。

表演人才高端研修班以吉剧《包公赔情》《燕青卖线》《搬

窑》为教学蓝本，结合吉剧艺术事业当前和长远发展需求，遵

循高层次、小批量的原则，在全省范围内遴选了 40 名在职优

秀青年戏曲表演人才。作曲班和戏曲打击乐班分别选取招收

了 30名优秀青年人才进行集中培训。

近年来，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致力于创新深化青年人

才培养机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让青年一代“挑大梁、当主

角”，为省内各级吉剧团、院校培养一批吉剧青年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