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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子强

日前，笔者再次参观了数家省内外
的博物馆，发现一个现象，即相比两三年
前，博物馆的图片展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而文物的展位却鲜有增加，甚至还有所
减少。博物馆热衷用图片展代替文物
展，笔者认为这不值得提倡。2024 年10
月，有网友晒出照片称，河南某遗址博物
馆把文物图片封在玻璃柜内当成文物展
出，让他感觉“上当受骗”，不少网友表示
深有同感，此话题一度登上了某平台热
搜。这也说明，图片代替文物展出的做

法不为游客所乐见。
笔者就此现象咨询了几位文博工作

人员，他们给出的理由之一是本地文物
档次普遍较低，很多“不值得”展出，用图
片可以“丰富馆藏”。秉此观点，很多博物
馆大者整面墙、小者制成单幅，投入较大
精力以图片形式介绍文物就不足为奇了。

档次低不是文物深藏库房的理由。
群众进博物馆是为了博览古今中外，增
长历史文化知识，并不太看重文物的等
级。若认为档次高才有展出必要，那绝
大部分市县级的博物馆就没有存在的意
义了。近年来，全国各地新建了许多市

县级博物馆，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
文化需求。2023年6月，茌平区博物馆展
出不久前出土的元代墓葬壁画，受到群
众的普遍欢迎。从全国来看，这批元代
墓葬壁画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并不
是很高，但依然受欢迎，说明“文物档次
低‘不值得’展出”的看法是站不住脚
的。这也启发博物馆管理人员，摒弃文
物等级观念，及时展出本地出土文物，
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价值，是博物馆应
尽的职责。一味追求高大上，甚至刻意
把外地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以图片形式
进行展览，而“看不起”自己的文物，是本

末倒置，背离博物馆应发挥“教育、研究和
欣赏”的公共教育功能的初衷，也背离了
群众的意愿。

当然，万事不可一刀切，在文物脆弱
不宜展览、响应重大考古热点等情况下，
以拓展叙事、普惠教育为目的的图片展
是务实且创新的举措，如今年是农历蛇
年，用图片形式集中介绍本馆和分藏于
其他博物馆的带有蛇纹的文物，可以让
群众对这类文物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但
图片展需要把握一个度，不宜过多，更不
能成为展览的主体，从而挤占本应是文
物的展位。

图片展不能代替文物展

□ 李丽

每年春节过后，总有一些事儿让人
念念不忘、津津乐道。今年亦是如此，比
如央视春晚的机器人舞蹈表演——《秧
BOT》，就点燃了全国观众的热情，甚至
一度冲上微博热搜，让受众乐不可支。
可见，当传统文化有了科技元素的加持，
立马可以“潮”起来。

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更具活力和时
尚感。当穿花袄转手绢扭秧歌扮相犹如

“咱奶”的人形机器人与16位舞蹈演员同
台共舞时，有网友不免感慨此乃“最酷的
相遇”。当聊城的春节庆典活动，有了无
人机灯光秀的参与，亦让这座城市大放
异彩，从而登上央视新闻，让东昌葫芦、

“凤凰城”的传说故事远播四方，为更多
人所了解。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之妙，还
体现在一些热门博物馆里。比如聊城中
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凭借其十足的科技

范儿——融合数字科技、文物展示、微缩
景观等展示手段，吸粉无数，2024年吸引
96万余群众来这里全方位、跨时空、沉浸
式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如今，已有越
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在科技的驱动下，通过
更多元的表达，给观众带来一个个酷爽、好
玩儿的惊喜。

以情相牵，传统文化成为科技创新
的源泉。万变不离其宗，中华上下五千
年丰富的文化遗存，为科技创新提供了
丰沃的土壤。今年央视春晚喜剧小品

《借伞》就是以西湖断桥边借伞故事为主
线，融合京剧、粤剧、川剧、越剧等多个演
绎过《白蛇传》的传统曲种，串联起白娘
子与许仙的不期而遇，一连串的“误会”
拉满喜剧效果，引发观众共情。值得一
提的是，用科技手段打造出的如梦如幻
的舞台效果，使传统文化的表现更具活
力和魅力。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的《哪
吒之魔童闹海》，之所以燃爆春节档，不

仅因其对 1900 多个特效镜头的精致打
磨，能让人身临其境，也不仅因其对哪吒
这一家户喻晓的神话人物融入了时代元
素，进行了新的诠释，更是因为该片赋予
哪吒的精神内核——“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奋斗精神，着实打动了观众。“如果宿命
就是一座大山，那我就劈开它”“若前方无
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这些超燃的台词，传
递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使得群情振奋，引
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我们所处的时代飞速发展，科技的
进步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正
搭着科技的快车以新颖的形式走进人们
的生活，并为大众所喜爱。这种呈现方
式的改变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
是对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是对传统文
化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如今，科技与传
统文化双向赋能，让我们看到了优秀文
化创新性发展的更多可能。

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潮”起来

如此“创新” 徐民 作

□ 李松林

雪花不够，棉花来
凑？近日，不少游客吐槽
邛崃市南宝山旅游区“成
都雪村”中的“雪”竟然是
棉花冒充的。2月12日，
成都市文广旅局发布情
况通报称，经现场调查，
情况属实，立即责令拆除
雪村项目假雪场景，并做
好游客退票等善后工
作。目前，南宝山旅游区
已闭园整改，其涉嫌虚假
宣传也在调查中。

据介绍，该“雪村”的
宣传照片营造出大雪纷
飞、雪花飞舞的氛围感，
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满
心期待的“雪村”，原来是
不伦不类的“棉花村”，游
客情绪和心理上的巨大
落差不难想象，“不配雪
村的名字，全部是棉花，
花是塑料的”……根据景
区此前的回应，“雪村”原
本是基于天气预报春节
降温会下雪，而在景区内打造的网红打卡
点位。之所以后来用棉花代替真雪，是由
于“天气暖和，为了营造出‘雪’的氛围……”
老天爷爽约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游客不会
苛责；但拿棉花凑数则是故意弄虚作假，
缺乏经营诚意，绝非待客之道。

在各地发力卷文旅、拼创意的大背景
下，景区推出“雪村”打卡景点的思路可以
理解，但真实真诚应是第一步。货不对板
击穿了真实和诚信底线，涉嫌虚假宣传；
让游客白跑路，更是在拿旅游区的信誉和
长远发展做赌注。

遗憾的是，拿棉花充当雪花的小聪
明，不是“成都雪村”独有。此前，湖南一
网红景点被曝出造假拍摄事件，最终因虚
假宣传被罚款12万元；山东一游乐园因

“用驴充当斑马”，让游客啼笑皆非……类
似做法，看起来有创意、够噱头、有流量，
但因为糊弄与造假，很快便会“穿帮”“翻
车”。地方文旅部门和景区管理方都要明
白，不论是硬件设施的设置还是创意服务
的上新，货真价实才是长远稳定发展的底
气。一片假雪、一棵假树、一株假草、一张
名不副实的照片，即便能带来一时的利
益，与长久的信誉相比，终将得不偿失。

责令拆除、闭园整改、做好善后、接受调
查，因为“雪村无雪”，南宝山旅游区领到了“处
理四件套”。希望景区能够汲取教训，只有
真实真诚，才能换来游客的真心真情，以及
文旅消费长久的真金白银。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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