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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

为迎接暑假，众多博物馆根据自身特色，策
划推出形式多样的陈列展览。然而有观众反
映，一些文物说明只有三言两语的简单信息，无
法了解其丰富内涵，影响观展感受。

文物说明是观众了解展品最直观的途径之
一，相当于自我介绍的名片，那么这张名片上的
文字该如何表述，才能更好地拉近观众与展品
之间的距离？

7月8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博物馆，打探
它们在文物说明牌上取长补短的创新举措。

文物说明牌众口难调

当日，记者走进我市一家博物馆看到，该馆
为了方便观众了解文物故事，在重点文物下方
摆放了超过 200字的详细文物说明，但受限于
文物说明牌尺寸，这些文字密密麻麻地挤在了
一起。

展厅里，家住九龙坡的市民刘芳宇一边大
声在父亲耳边读着说明牌，一边拽着想要去看
下一个文物的儿子。“父母年龄大了，想看清楚
这些文字确实不容易，我知道博物馆里不该大
声交谈，但遇到他们感兴趣的文物，又不舍得让
他们错过。”看着已经跑远的儿子，刘芳宇话语
里带着些许无奈，“娃儿看久了就没得耐心了，
一路走马观花图个新鲜，文物的故事背景不愿
意再了解。”

“看多了，莫说娃儿不愿意看，我一个大人
都觉得累。”一旁观展男士的一句笑言，化解了
刘芳宇的尴尬。

刘芳宇的尴尬被化解了，可博物馆说明牌
的尴尬又该怎么破？这并不是一两家博物馆里
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大多数博物馆面临的难
题。

“青铜器的说明牌上好多生僻字既看不懂，
又读不出，孩子问我，我也不知道该问谁。”

“说明牌上就写了个文物名字、尺寸、年代，
其他信息一律没有，这样的展览让人怎么看？”

“我们不是专业学者，文物说明牌上一堆专
业文字，对普通人太不友好了，读个说明牌还要
找百度。”

……
面对观众对文物说明牌的众多需求，重庆

市博物馆协会会长程武彦认为，从众口难调到
众望所归，博物馆从业者才是真正的破局者，

“博物馆的文物说明不用局限于说明牌的方寸
之间，文字说明也应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多样
化需求。”

文字读着不过瘾，手绘图画来添趣
如何破局？重庆各大博物馆早就开始了各

自的创新尝试。
2024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推出“人间

有味是清欢——明清画境中的生活景象”展
览，其中的文物说明牌就得到了众多网友的一
致赞誉。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懂展览中的国家一级
文物《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策展人专门在文
物旁边制作了一块巨大的手绘“黑板报”，将唐
寅对原版《韩熙载夜宴图》的修改用文图的方式
一一标出。

这幅巨大的文物说明牌，也成为了展览中
最吸引观众的地方。看一眼图画，读一段文字，
再比对着原画找一找，成为观众的一大乐趣。

为何会想到制作这样的文物说明牌？
展览策展人王麒越道出了答案——抓住观

众的好奇心。“很多人都知道这幅国宝是唐伯虎
临摹前人而成的画作，那么大家一定好奇，唐伯
虎有没有在里面加入自己的小心思。恰好，唐
伯虎确实这么做了。于是，我们就想到，把唐伯
虎这些小心思单独提出来，和原画进行对比，增
加观众看展的兴趣，也让大家能够读到更多文
物故事。”

在王麒越看来，只有拉近文物藏品与观众
之间的距离，才能让观众同博物馆里的这些“历
史见证者”有对话、有共鸣。

针对不同需求推出文物说明

“自然博物馆的观众群体以青少年为主，所
以我们决定，借助AR技术，为化石标本加上‘血
肉’，由它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重庆自然博物
馆馆长高碧春说，博物馆不仅努力让文物说明
更加生动，而且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推出
了数个版本的文物说明。

高碧春介绍，每一位恐龙明星的故事都不
同。比如，合川马门溪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
完整的巨型蜥脚类恐龙化石，将承担全景式讲
解化石发掘的故事，“我们计划通过AR技术，将
近40吨的化石发掘过程再现在观众眼前，同时，
这具体长24米的庞然大物，也将穿越时空而来，
出现在观众面前。”

“我们发现，对幼儿及小学年龄段的观众
来说，他们更喜欢看到以动画片为主的讲
解。中学到大学的观众，则更喜欢听专家的
详细讲解和看电脑合成恐龙的科普内容。”高
碧春说。

基于此，重庆自然博物馆推出了3个版本的
内容。其中，青少版通过可爱的动画形象、有趣
的动画场景，生动地还原标本的故事。亚洲象、
双角犀鸟、草原犬鼠等一众贝林厅里的“明星”
都在此列。

而普及版则以 3D形象，全方位展现化石标
本背后的故事。上游永川龙、重庆江北龙、许氏
禄丰龙等一众恐龙厅里的大明星，被划归到了
普及版之中。

在专家版中，高碧春将现身，亲自为游客们
进行专业讲解，让游客更加清晰地了解精彩纷
呈的动物世界。

在高碧春看来，文物标注和文字说明，是参
观者获取相关信息最直观、最简单的方式，让说
明牌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并生动起来，一件件
文物也就变得具体而鲜活。

重庆正在探索无障碍观展

秦良玉的刀、青铜鸟形尊、南宋金腰带……
在这个展览中，观众不仅能近距离欣赏展品，还
能上手摸一摸它们。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正
在通过这样的尝试，深度聚焦博物馆与观众的
互动议题。

为何要做这样的探索？展览策展人喻子曦
坦言，是为了打破残障人士特别是视障人士与
博物馆的距离——通过复制文物，让文物本身
成为一块可以触摸的说明牌。

展览中的无障碍展线实验将无障碍设计的
理念与博物馆策展的方法论结合起来，通过对
无障碍设施（无障碍导览图、盲文展签、可触摸
展品等）、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服务等多个
板块的设计提升，保障更多人群参观动线的连
续性和完整性，满足其在展览及周边环境中行、
听、看、休息和交流等方面的活动需求，营造出
博物馆场域下的无障碍参观环境。

那么复制出来的展品与文物原件有区
别吗？

喻子曦说，从外形观感和触感上来说完全
没区别。为了能让观众真实感受文物本体的手
感，无论是文物的花纹，还是文物身上的斑斑锈
迹，都和原件没有差别。

除了“无障碍展线实验”探索无障碍参观的
可行性之外，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另外9个引人深
思的互动实验——“热门问题回复实验”解答观
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品提问实验”鼓励观
众以展品视角发问，“观众问题墙”与“博物馆问
题墙”可让双方的声音被听见。这些实验不仅
趣味横生，更富含深意，旨在激发公众对博物馆
文化的深度思考与参与热情。

面对文物说明牌众口难调的难题，重庆的
博物馆正以创新破局：或借生动图画放大细节，
或用科技分层讲述故事，或凭触感复制品消除
壁垒。这些实践的核心，在于跳脱方寸之间的
局限，以多元手段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让孩童看得有趣，让长者看得清晰，让视障者
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当文物说明不仅是冰冷
的标签，而成为开启对话、激发共鸣的钥匙，博
物馆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古今、服务大众的文化
殿堂。

□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两展同开、扩容23家，以“新现场”激活传统
基因，以“新未来”重构艺术生态，以“新格局”书
写中华美学的时代篇章……7月 8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举
行，川渝美术馆人携手致力于为中国美术馆事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双城智慧。

举办各类展览近1000场次

自古以来，川渝两地，山水相依，文脉相连，
共同孕育了璀璨耀眼、底蕴深厚的巴蜀文化。

在美术领域，川渝两地更是始终保持着辅
车相依、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高峰。为促进川渝两地文化艺术交流与合
作，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建设，2023年 2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美术馆联盟应运而生。

该联盟本着“平等友好、资源共享、共同发
展”的原则，致力通过互相输送高品质的公共
文化服务内容，整合资源，对优质的藏品和艺
术 IP资源进行推介，并通过开展线上线下交流
会等方式，建立有效联系机制，加深各馆之间
的凝聚力，推动馆藏资源、学术研究、科学管理
的交流合作，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依
托，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深入推
进各美术馆务实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的目标。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联盟各单位齐心
协力、互通有无，通过展品互借、藏品互赠、文献
交换、联合策展、项目巡展等方式，共同呈现出
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艺术项目，不仅丰富了市
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公众美学素养，也切实促
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文化艺术交流。”会
上，该联盟 2024年度轮值主席单位——四川美
术馆馆长吴晓东做了联盟年会工作报告。

据介绍，该联盟成立一年多，各成员单位

就一共举办各类展览和学术活动近 1000 场
次，涵盖绘画、书法、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等
各种艺术类型，为川渝两地的观众献上了一场
场视觉盛宴和文化大餐；开展公共教育活动超
过 3000场次，涵盖讲座、工作坊、导览等多种
形式，为受众提供了丰富的艺术体验和美育学
习机会。

据不完全统计，联盟各单位还新增藏品
5000余件，不仅丰富了馆藏，更为艺术的传承与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出版学术刊物30多册，为
学术研究和艺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此外，去年，该联盟还推动成立了由11家国
有、高校、民营美术馆组成的联盟主席团，共同
负责联盟的重大决策和管理工作，为下一步联
盟工作更加有序、有力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两展同开、扩容23家，见证联盟力量

“接下来，我们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开放合
作的姿态，深化交流，共促发展，积极搭建平台，
推动成渝两地美术馆在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公
共教育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会上，该联盟 2025
年度联盟轮值单位——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
长何桂彦表示。

具体举措包括，深化交流，促进资源共享与
优势互补；创新机制，激发活力，探索更多灵活、
高效的联动模式，为联盟注入新的活力，打造更
具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品牌；服务公众，普惠民
生，推出更多高品质、惠民生的艺术活动，让艺
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助力两地文化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会议上，根据该联盟
章程，经各馆申请以及主席团审定，达州美术
馆、通江县美术馆、四川文理学院美术馆、徐悲
鸿美术馆（重庆馆）、张大千美术馆、泸州市文化
馆、四川师范大学美术馆、西南大学美术馆、重
庆长江当代美术馆等 23家美术馆，正式加入该
联盟。

这些新成员的加入，不仅为联盟注入新鲜

的活力和血液，也为联盟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
会和发展空间。

除了扩容外，当天，该联盟的两大展览更在
重庆当代美术馆同步开展，进一步彰显了联盟
的力量。

这两大展览分别是“双城潮涌·美术馆之
眼”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提
名展、“复合光谱：成渝地区民营美术馆与非营
利性艺术空间生态报告”文献展。

其中，“双城潮涌·美术馆之眼”2025年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提名展，展出了联
盟 38家成员单位提名的 103位艺术家的 120余
件（组）作品，通过5个单元分别呈现了成渝艺术
对于时代变迁的写照，传统艺术的继承，形式语
言探索，家园意境的营造，以及在多媒体、新材
料方面的创作实验，展现了川渝地区美术馆各
自不同的艺术特色，彰显了美术馆的功能及馆
际交流的意义与价值。

“复合光谱：成渝地区民营美术馆与非营利
性艺术空间生态报告”文献展，聚焦于2000年以
后川渝地区民营美术馆与非营利性艺术空间的
崛起与发展，通过对这些艺术机构的展览、项目
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展览，呈现了川渝地区当
代艺术生态的生动图景。

为中国美术馆事业贡献双城智慧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如火如
荼推进。联盟的成立与发展，正是响应国家发
展战略的生动实践。”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
志社社长冀鹏程表示。

在他看来，该联盟立足国家战略，担当了
文化使命。尤其是，联盟成立短短两年多时
间，就已凝聚起川渝地区 80多家美术馆，呈现
出蓬勃发展之势，是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鲜
活注脚。

发挥了学术纽带作用，搭建了传播桥梁、促
进了经验共享，形成了可推广“成渝模式”；强

化理论支撑，为美术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术
引擎。

该联盟还深化“在地性”探索，充分发挥川
渝地区“一馆一策”特色，让美术馆成为城市文
化基因的放大器；构建起“无边界”生态，突破地
域限制，形成多层次协同网络，并激活“未来型”
功能，推动美术馆从现在向未来转型。

“回望中国的美术馆事业百余年来的发展
轨迹，可以清晰地看见一条主线：美术馆从‘藏
品的仓库’蜕变为‘文明的客厅’——它不仅是
艺术品的栖身之所，更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
梁、学术与大众的纽带。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的创新探索，
意义显得格外深远。”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焦兴
涛表示。

他称，多年来，四川美术学院持续探索“艺

术赋能城市”的创新路径，推动美术馆从“实体
空间”向“文化共生场域”蝶变。近期落幕的川
美“开放的六月”毕业展，吸引了超百万观展人
次，其价值已远远超越“学业汇报”“校园展览”
的层次和范畴，成为了高等艺术教育与社会公
众生活双向奔赴的重要平台，成为了极具社会
影响力的文化 IP，让川美这张重庆文化“金名
片”愈加熠熠生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以美术
馆事业为媒，以‘新现场’激活传统基因，以‘新
未来’重构艺术生态，以‘新格局’书写中华美
学的时代篇章，让艺术成为滋养心灵的灯塔，
照亮更多人的精神原乡；让美术馆成为连接世
界的窗口，传递中国的美学话语，为中国美术
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双城智慧’。”焦
兴涛说。

简单了看不懂 复杂了读起累
我市博物馆各出奇招，文物说明牌不再众口难调

两展同开、扩容23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贡献双城智慧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观众通过文物说明牌，仔细对比《唐寅临韩熙
载夜宴图》与原作的不同。（重庆日报资料图片）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摄在重庆自然博物馆，小观众利用AR眼镜看到了“复活”的恐龙化石，听到了生动的讲解。（受访者供图）

借助3D全息投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复活”宋元战争时期重
庆城的“指挥中心”。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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