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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你知道吗？在上海众多高
校里，深藏着不少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有些镇馆之宝堪
称稀世珍品。这些象牙塔里的博物馆，裹着一层神秘面
纱，不为世人所知。想让这些“身藏宝物”的博物馆走进
更多人视野，成为一个个城市文化新地标，路该怎么
走？还有哪些瓶颈需要打通？

高校博物馆走向社会
有哪些瓶颈要打通

文化盛宴公众参与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

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上海市内多所高校

博物馆纷纷出招，策划多种系列活动，让公

众一享“文化盛宴”，饱览丰富馆藏珍品。

今天，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近期

推出的《归乡1955》剧本体验向公众开放预

约。《归乡1955》剧本体验，利用馆藏珍贵文

物史料，结合趣味游戏环节，让参与者化身

“情报特派员”，穿越时空回到1955年，亲历

钱学森为归国不懈抗争的五年坎坷历程。

参与者不仅能通过生动的剧情，了解钱学森

1955年归国前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艺术知

识，还可以随剧情发展，近距离接触馆藏文

物和历史文献的仿真复制件，身临其境地感

受钱学森深厚的爱国情怀。这个剧本体验

推出后，收获了一大批青年粉丝。

今天钱馆推出的活动还有“鲁迅的读书

生活”“行走的音乐党课-博物馆越夜越动

听”专题展览等。

据介绍，钱馆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做好

高校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希望充分利用博物

馆最新学术成果与新征集的藏品资源，运用

多样化展教手段更好地服务周边社区、学

校、居民；呼吁各界关注博物馆领域的重要

议题，将高校研究成果以更令人喜闻乐见的

形式呈现，让公众通过博物馆了解高校历史

文化底蕴。未来钱馆将努力搭建与公众交

流的平台，邀请更多交大顶尖学者专家展示

最新科研成果。

开发民智普及教育
近代中国博物馆的诞生，与大学博物馆

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中国教育家、中国师范

教育第一人张謇，在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后，

又创建了当时第一个中国人办的博物馆，也

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隶属于学校的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学界也有人提出，京师同

文馆附属博物馆是中国最早的校园博物

馆）。由于近代中国博物馆肩负着“开发民

智，救亡图存”的社会使命，因此当时少有的

几座学校博物馆的功能都以普及教育为主。

当下，如何传承好“普及教育”的办馆初

衷，成为高校博物馆打响品牌、扩大影响力、

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工作。

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海派文化命名的

博物馆，海派文化博物馆（上海大学博物馆）

的基本陈列包括：“海阔 ·天空：海派文化的

当代遐想主题展”“海上明月 轻裾随风——

江南望族与海派旗袍特展”“海潮的回响：上

海方言文化展示体验馆”等，从精神、物质、

语言三个层面构建了关于海派文化的现象

与特质。这里的许多展项在校外看不到，比

如旗袍特展收藏的一批荣氏家族旗袍，时间

跨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21世纪初，通

过这些旗袍，可以解读海派文化重精工、善

变化的精髓；再比如近年来举办的“三星堆：

人与神的世界”“铭心妙相：龙门石窟艺术对

话”“灯影中国：广宇长宙中的生活与想象”

等特展，都极具观赏性和互动性，同时有着

较高的学术价值。针对高校博物馆显示度

不足的弱点，上大博物馆采取线上线下结

合、“引进来”“走出去”并举的多层次、全方

位、立体式传播推广策略吸引观众。

展项制成特色课程
今天的博物馆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

收藏、保护、研究古董、文物的单位，而是一

个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公共

文化教育场所。因此，很多高校博物馆变展

室为教室，将展项制作成特定课程，服务于

中小学生、社会大众。

今天，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与上海

财经大学附属小学共建的附小微展馆首展

“中国货币知多少”开幕，小学生不出校园

就能学习中国钱币知识。今年3月，双方达

成合作意向，开展博物馆财经素养教育，其

中“财经文物小报进教室——每月认识一

件文物”“爱上博物馆”财经素养博物馆实

践课两个项目获得校方和家长好评，小朋

友也对这两项活动内容充满了探索欲。这

是商学博物馆探索大中小一体化育人，践

行高校博物馆特色教育职能走出的一大

步。据介绍，商学博物馆还联合上音实验

学校、政立路小学、曹杨二中等学校发起多

个教育提升项目，赋能馆校合作大中小一

体化育人特色实践。

近年来，钱馆积极开发线上课程，先后

推出“走近钱学森”“人类的飞行历程”“弘扬

科学家精神”在线课程、“中国载人航天三十

周年科普展”互动线上展等不同类型且独

具特色的在线展教活动，保持博物馆资源的

云端开放，让观众在无法走进场馆的时段依

然可以接触到博物馆的藏品、展览资源；上

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发挥中医药特色，推出

“日练八段锦，健康乐生活”主题活动，以“线

下+直播”的方式推广八段锦“健康大餐”，公

众不仅能在博物馆大厅跟随专业教练亲身

体验，也能相聚云端收获“锦友”专属独家记

忆，感受“每天‘锦’练十分钟，经络气血皆畅

通”，都是同样的探索。

走向社会拓展功能
据悉，目前全国备案博物馆共有6565

家，高校博物馆超过300家，七成以上为小型

馆。虽然高校博物馆所收藏的学术珍宝，在

支持所在高校的教学、科研、学生素质培养、

服务社会活动等方面发挥了相当作用，但在

发展的各个环节都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定

位缺乏自身特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

高，等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专业大学生研

究团队向本市18所高校开展的《上海市高校

博物馆使用情况及使用意愿调研》发现，高

校博物馆因其藏品的丰富性和稀缺性，以及

学科专业性，可称为“校园里的宝藏”，但是

大学生对高校博物馆的认知度、参观率低，

高校博物馆的育人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事实上，高校博物馆过于沉静甚至封闭

的现象由来已久，知晓度低、展览内容陈旧、

社会观众门难进等问题比较突出。上海大

学老校长钱伟长先生曾提出“拆四垛‘墙’”

的教育理念，其中第一垛就是学校和社会之

间的“墙”。从这个角度来看，拆除大学博物

馆与校园之间的“墙”，拆除博物馆与社会之

间的“墙”同样很有必要。

专业化、社会化并重发展，是改变高校

博物馆长期“养在深闺”现象的良方。上海

大学博物馆研究馆员郭骥提出，需要全面认

识、充分优化高校博物馆的功能。第一是教

育功能，高校博物馆应当充分体现教学和知

识传播的优势，发挥文化普及和人才培养的

功能。第二是研究功能，高校博物馆具有将

科研成果转化为展示内容的潜在能力，是公

众接触学术前沿的最佳媒介。第三是社会

服务功能，除了传统的“履行校内教育服务

功能，面向在校广大师生员工”以外，中小学

生是服务的“首要对象”，普通群众是“潜在

对象”，海内外校友是“新型对象”，外国人士

是“极具特色的对象”。大学博物馆的社会

化、大众化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能争取更

大的空间发挥自身的功能。

面对大量新生的中小型博物馆，高校博

物馆的观众群体不应只是周边少数社区，而

应将辐射范围扩大。相比大型博物馆，高校

博物馆的展陈模式较为灵活，如能依托高校

专业研究优势做到深入浅出，就更易于贴近

市民生活、服务市民文化需求。未来的博物

馆不是单纯的教育基地，还应具备文化消费

和文化旅游的价值，真正成为城市的公共文

化设施。除了精彩的展品和陈列外，舒适的

参观环境、丰富的交流活动、完善的服务设

施，都是持续吸引观众的必备条件。

本报记者 王蔚 易蓉
实习生 吴茜玥

多少稀世宝
“养在深闺人未识”

本报讯（记者 杨硕）“走走走，一起

去逛博物馆！”约上三五好友，去博物馆

“探古访今”正成为一种全新的休闲生活

方式。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最近一个

月以来，“博物馆”相关关键词搜索量同

比增长近 300%，攻略笔记数量增长

340%。持续升温的“博物馆热”，折射着

深厚的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博物馆服务

水平的提升。

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全国6000

多家博物馆“五一”假期接待游客超5000

万人次，达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一级馆均达

到游客接待上限。

而在大众点评2023“必玩榜”入榜场

所中，上海博物馆、苏州园林博物馆等文化

类目的地占据近200席，上榜数量同比增

长近130%；北京、西安、上海是“博物馆”搜

索量排名前三的城市；在博物馆参观游客

中，20—30岁人群占比接近50%。

上海方面，综合美团、大众点评用户搜

索数据，近一个月，上海“博物馆”相关关键

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上海博物馆热

度最高；“博物馆”攻略笔记数量增长

740%。

“前段时间上海博物馆推出了《从波提

切利到梵高》的大展，我提前在大众点评上

看了购票和参观的笔记攻略，预约了早场

时间，巧妙避开人群。”趁着双休日，专程从

广州坐飞机来上海看展的大学生方毅告诉

记者，“看完展后，还顺便逛了被大众点评

笔记博主种草的上海老街区，两日游放松

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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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小小讲解员带领同学们参观“中国货币知多少”首展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