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笑脸口罩”提供微笑服务
比利时

新华社微特稿 比利时许多餐饮场

所8日恢复营业， 但是服务员需戴口罩。

为了让客人像往常一样享受微笑服务，

一些餐馆服务员把自己的笑脸照片印在

口罩上，戴上“笑脸口罩”为客人服务。

制作笑脸口罩只需几分钟时间：站

在自助拍摄照相机前面对屏幕微笑，机

器就会把眼部以下的脸部照片印在口罩

上。戴上这样的口罩就可以“露出”笑脸。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小屋”餐厅

用餐的年轻顾客奥德蕾说， 服务员戴笑

脸口罩为大家服务“很棒”，“这比看不见

脸的外科口罩更令人温暖”。

法新社8日报道，在口罩上印笑脸照

片的创意来自几名年轻创业者。 他们觉

得需要戴这种口罩的除了服务员还有医

务工作者。 创业者之一、夏尔·德贝勒弗

鲁瓦说，医生或护理人员“露出”笑脸可

以让患者感觉舒服一些。

以儿科闻名的布鲁格曼大学医院是

这种笑脸口罩的首批用户之一。 医院负

责人欣德·瓦利说：“戴（普通）口罩难以

用微笑问候患者。 ” （欧飒）

欧洲博物馆：疫情下加速“上线”

著名大馆陆续重开，但一些中小馆可能无法熬过“寒冬”

博物馆，《柯林斯词典》 的定义简

短而精确：一座建筑物，其中保存、研

究并向公众展示了大量有趣且有价值

的物品，例如艺术品或历史物品。从传

统的定义来看， 博物馆首先是一座建

筑物，空间性是它的第一属性。

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却冲击

着这一概念的根基， 线上博物馆正打

破藩篱来到我们的眼前。那么，疫情对

博物馆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解禁之

后重新开张的博物馆和疫情之前又有

何不同呢？

维持健康安全与艺
术之间的微妙平衡

随着欧洲各国疫情逐渐缓解，许

多国家的博物馆逐渐重新开放。 据不

完全统计，5月以来， 奥地利维也纳的

艺术史博物馆、 法国巴黎布德尔博物

馆、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德国宝石博

物馆、 博得博物馆等一众博物馆已经

重新敞开大门，接待参观者。

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这些欧

洲博物馆秉持着疫情时代的 “共同精

神”———谨慎的美德，同时遵循一系列

“新的规则”， 来维持健康安全与艺术

文化之间的微妙平衡。

比如重新开放后的柏林现代艺术

博物馆， 在卫生和社会隔离基本规定

上，对参观者做了更加细致的约束：全

程佩戴口罩、擦拭免洗洗手液，并通过

在线售票系统错峰入场、 按照特定路

径浏览、 取消团体参观以最大限度地

防止人员密集。在咨询处，馆方还竖起

有机玻璃屏幕来减少直接接触。此外，

共享语音导览设施也暂停使用。

“新规则”对馆方和参观者都不轻

松。柏林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托马斯·

科勒对《纽约时报》表示，“规定难以令

人愉快，但有必要。 两者权衡之下，参

观获取的快乐体验更大一些。”参观者

爱丽·格里克则坦言，开始戴着口罩观

看展品让人紧张， 这种压抑的感觉源

于生理和心理双重作用。“但当自己沉

浸到展览中、 平缓地穿梭在不同的空

间里时，一切都在放缓。你会慢慢忘却

之前的不适感。 ”

口罩、洗手液、玻璃隔板……特殊

时期的限制本身也正成为艺术的一部

分，和博物馆融为一体。在芬兰国家博

物馆，就有这样一群摄影师，他们通过

相机捕捉行走在博物馆里的 “文青

们”。 由于戴口罩的缘故，镜头里往往

看不出观众们的表情，但这种“千篇一

律”反而表达出疫情时期的特殊景象。

丹麦策展人、 历史学家哈格斯特鲁普

就表示：“疫情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要去捕捉正在发生的一切， 特别

是这个疯狂时代普通人的生活。 ”

“线上行走 ”俄罗斯
博物馆有新体验

虽然欧洲一些著名博物馆已重

开， 但有些中小型博物馆可能无法挺

过疫情寒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

际博物馆理事会近日发布报告显示，

疫情期间全球90%的博物馆被迫关

门， 在已关闭的8.5万多家博物馆中，

预计其中的13%永远不会重新开放。

对俄罗斯博物馆行业颇有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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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张严峻告诉记者， 相对于国营博物

馆， 无法获得政府补助的民间博物馆

境况更为堪忧。 以俄罗斯为例， 全俄

1000多家民间博物馆中有90%依靠企

业赞助维持运营， 且多数属于文化机

构， 并不享有政府在疫情期间出台的

特殊补贴政策。

将博物馆“上线”几乎是缓解窘境

的唯一办法。事实上，线上博物馆并非

疫情产物， 其本身就是博物馆行业发

展的趋势，但是，疫情将这股潮流狠狠

地推到了台前。

得益于谷歌文化与艺术平台，全

球众多精美的博物馆都可以通过虚拟

平台进行浏览。以俄罗斯为例，疫情期

间， 该平台上线了7家著名博物馆：圣

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莫斯科特列季亚科

夫画廊、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

“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线上博物

馆里，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想看

的展览， 而不需要按照策展人给定的思

路和路线进行。 ”张严峻说。 按照类别而

分，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线上展厅包含

“当前展览”“过往记录”“未来预告”“虚

拟浏览”和“延伸展览”部分，涵盖了12种

语言的18万件展品。每件展品包括图片、

文字介绍和语音导览， 其语言种类远远

多于实体博物馆。在“虚拟浏览”部分，参

观者可以在谷歌地图和3D技术的导引

下，进行“线上行走”，和博物馆里一样，

可以选择英语或俄语服务。

和实体博物馆不同，“沉浸式” 的在

线博物馆中呈现的展品反而更为清晰，

参观者可以自行选择放大作品来细细品

味作品的细节。

“但对于传统参观者而言， 线上的

‘沉浸’和置于艺术空间之中的体验还是

不一样，”张严峻强调说，“人、展品、空间

三者之间有着微妙互动， 空间会不断地

重塑参观者对展品的认知， 这不仅在于

策展人的布局，更在于建筑物本身。 ”

互联网博物馆保护数
字遗产

博物馆行业专栏作家卡莉·施特劳

恩去年6月就曾在“下一个博物馆”网站

发文追问：在线博物馆是真的博物馆吗？

施特劳恩的文章里提到， 早在2013

年，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就进行过一场

虚拟博物馆之旅， 在线参观者可以通过

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和VR眼镜，按照

自己的节奏对博物馆进行游览。 事后的

调查显示， 这种远程互动的新方法在澳

大利亚各地的学童中特别受欢迎， 他们

可以坐在教室中享受国家文化中最精彩

的部分。从这个意义来讲，将艺术品带到

人们目之所及之处， 已经完成了博物馆

的绝大部分功能。

凭借这一观念， 有些博物馆直接放

弃了实体建筑， 专门做在线业务。 2014

年，瑞典就开业一家互联网博物馆，该网

站旨在记录瑞典的互联网历史， 保护数

字遗产。在施特劳恩看来，记录历史的不

一定再是实体展品， 数字本身已成为历

史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又何必需要一座

实体建筑来束缚这些虚拟的展品呢？

更有甚者， 在线博物馆还迭代了既

有的主客体关系。传统上，个体参观者往

往扮演客体的角色， 被动地接受馆方传

递的信息，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

可能成为博物馆的主体， 在家中就可

以建立一个在线博物馆平台， 将自己

的珍藏与全世界分享。

不过施特劳恩也担心， 在线博物

馆的兴起会边缘化一部分 “互联网贫

民”。据“互联网世界数据”去年统计显

示， 世界上有43.9%的人口不使用互

联网，在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只

有5%的博物馆有能力向游客提供在

线服务。这种情况下，如果疫情之后专

注于互联网博物馆的发展，“互联网贫

民”将更难获得文化艺术熏陶。

如今有博物馆发现这一情况，德

国一家博物馆重开后特地开辟 “老年

人时间”，每日安排两小时专门接待70

岁以上的老年参观者， 既保证公共卫

生安全，又保障他们获取知识的权利。

纽约博物馆：闭馆也能刷存在感
6月8日是美国纽约市发现首例新

冠病毒确诊病例第100天，也是纽约市

疫情高峰过后第一阶段重启的第一

天。 纽约的重启计划分4个阶段推进，

相对不那么“核心”的博物馆、学校、影

院等文化教育机构都被安排在了第四

阶段重启，暂定在7月20日重新开放。

在疫情暴发以来的4个多月里，一

些纽约的博物馆为适应新形势， 采取

了举办线上展览和线上活动的方式努

力保持自己的活跃度， 对稳固和培养

客户群和继续发挥博物馆教育职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预见，疫情之后，

线上展览可能成为博物馆的一种常

态，与线下展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大都会博物馆
线上150周年庆一样精彩

位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于

1870年4月13日。博物馆原定在今年的

4月13日举办盛大的庆祝建馆150周年

纪念活动，还计划在5月初举办一场超

大规模的年度慈善晚会。 但是受疫情

影响，大都会博物馆今年3月13日就闭

馆了，相关庆祝活动不得不推迟，部分

活动因此搬到了线上。

大都会博物馆的150周年建馆系

列庆祝活动主题为 《缔造大都会博物

馆1870-2020》。 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

一是博物馆150年历史展。博物馆的官网

声明称， 该展览的实体展出目前无限期

推迟。但是在博物馆网站150周年庆典页

面下，馆方提供了丰富的相关视频、图片

和文字介绍。 其中博物馆与谷歌公司联

合推出的150周年庆虚拟展览最为突出。

该虚拟展览以40多份图片、视频、音频等

多媒体材料， 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博物馆

的历史和各个领域的知名藏品。

除了借150周年庆典大刷存在感，大

都会博物馆还有近年开发的丰富的常规

线上展览项目，比如“大都会360°项目”、

视频故事、 展品图文介绍、 语音导览等

等。 “大都会360°项目”目前有6段360度

全景视频， 内容是以参观者视角拍摄的

大都会博物馆旗下的一些标志性场所，

比如大都会博物馆主馆、 大都会修道院

分馆、大都会布劳耶分馆的主体建筑，还

有大都会博物馆内热门的埃及丹铎神

庙、兵器展展厅内部等等。视频里的建筑

和藏品没有其他参观者阻挡， 没有保护

玻璃罩反光， 一些视角也是现实生活中

普通参观者难以看到的。这6个视频目前

好评如潮，总观看次数超过1100万次。在

线看完这6段视频，仅需十几分钟，但是

收获可能比在纽约跑一天还要大。

从2011年开始， 大都会博物馆网站

就开始不定期推出一些视频节目， 涵盖

文化与文明介绍、馆藏品故事、展览介绍

等。截至目前，博物馆网站共有1500多个

视频。 这些视频对于参观者全面了解博

物馆、 加深对馆藏品的理解和自身艺术

修养有很大的帮助。

现代艺术博物馆
专家“开小灶”助力在线参观

与大都会博物馆一样， 纽约现代艺

术博物馆从3月13日起闭馆。为了保持民

众的关注热度， 继续发挥博物馆应有的

作用和价值，现代艺术博物馆从4月初开

始推出线上主题参观活动。

与一般线上参观博物馆主要由参观

者自行浏览文字和多媒体形式的藏品介

绍不同， 现代艺术博物馆每周四推出一

个主题参观活动。 由博物馆的专家设计

一个主题， 围绕这个主题将一个或几个

展品“划重点”标记出来，配合图片、视频

和音频， 对于这个主题和相关展品进行

深入的介绍。 在线实时“参观”的参观者

如果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会员， 还可以

以文字形式向当天主持在线参观的专家

提问。如果参观者错过在线直播，可以在

博物馆网站上随时点击观看视频。 目前

现代艺术博物馆已经举办了八期这样的

专家“开小灶”式的在线主题参观。

4月9日， 现代艺术博物馆推出的第

一期主题参观活动是推荐该馆收藏的9

部20世纪业余拍摄者拍下的影片片段，

其中最早的影片拍摄于1927年， 最晚的

拍摄于1981年。 这些影片片段中既有英

国喜剧演员卓别林、 西班牙艺术家萨尔

瓦多·达利等名人的生活和工作片段，也

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人的家庭聚会

等等。这些影片此前从未公开过。现代

艺术博物馆影片展品负责人马略奇在

谈及这个主题参观的意义时表示：“家

庭录像是我们回到过去的时光机，是

过去留给我们的印象， 是特定时期的

色彩，（如果没有电影技术） 它们原本

只会定格在油画里。 ”在当前疫情下，

很多人不能与家人见面，“希望这个主

题参观能够启发我们去回味自己家庭

录像， 追忆那些让我们想要记录下来

的瞬间。 ”马略奇表示。

6月11日，现代艺术博物馆将就该

馆的镇馆之宝———梵高的名画《星夜》

举办主题参观活动， 届时将有视频介

绍、专家点评、3D体验等多个环节。

疫情暴发后不久，就有专家指出，

疫情可能会永久改变我们的生活。 对

博物馆而言，此言不假。博物馆与剧场

等场所类似， 其经营较大程度依赖人

群在室内的聚集， 因此受到了不小的

打击。 但俗话说变则通，通则久。 美国

的一些博物馆积极发展线上展览，为

今后发展蹚出一条新路。 如今很多博

物馆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 藏品的高

清图片、3D建模等都不缺。 但是如何

利用好技术和已经获得的数据， 发挥

线上优势， 将线上展览办得像线下一

样精彩，既培养和扩大客户群，又控制

好线上免费资源对线下收费资源的冲

击， 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博物馆从业

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报纽约6月10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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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应对孩子更友好
多国议员带娃上班引争议，有专家建议

英国议会下院领袖雅各布·里斯-莫

格，作为6个孩子的“超级爸爸”，由于家

中无人照看孩子，他透露8日晚把11岁的

女儿带进下议院， 让她在爸爸工作时坐

在办公室里玩。

据《每日邮报》报道，由于疫情趋缓，

英国政府要求议会议员结束远程工作、

回到议会， 里斯-莫格由于坚持让所有

议员亲临议会投票而备受谴责。

2日，527名下议院议员被要求到议

会投票。为了保持社交距离，下议院最多

只能同时容纳50名议员， 因此议员们相

互间隔2米，数百米U形长队排到了威斯

敏斯特宫外， 当天第一轮投票就花费46

分钟。许多议员抱怨，自己家在数百公里

之外，而且身负照顾孩子的重任。

这件事让里斯-莫格8日受到下议

院程序委员会的质问。 里斯-莫格回应，

排队45分钟参加投票对于议员来说并非

“不可能完成的负担”。“我想每个人都会

对必须带娃的父母表示同情，”他说：“碰

巧的是， 今晚我必须推进一份周五要公

布的动议，在处理这事的同时，我不得不

带着女儿来到下议院， 让她坐在办公室

里。因为我的家人都在萨默赛特郡，只有

一个孩子复课了。 ”里斯-莫格想借此劝

慰同事们，他也必须边带娃边工作。

事实上， 里斯-莫格并非第一个带

娃进议会的议员。 在新西兰议会就发生

过更有趣的一幕———议长特雷弗·马拉

德一边喊着 “Order（肃静 ）”一边给别人

家的孩子喂奶。 据路透社报道，6周大的

婴儿是工党议员塔马蒂·科菲的孩子。那

天， 科菲休完陪产假第一次抱着孩子来

到议会，马拉德主动提出由他来当“临时

奶爸”，让科菲能专心参加辩论。

已经成为6个孩子爷爷的马拉德自

2017年末担任议长以来， 亲自把新西兰

议会变成了“婴儿友好型”议会。 他在议

会大厦里建了一个婴儿室， 同时允许宠

物狗进入议会。 “婴儿和狗在一起，可以

消除紧张感，”马拉德说，“我想鼓励更多

的人来议会工作，同时不耽误养育孩子，

我想让议会在新西兰更具代表性。 ”

据报道， 大约有12位议员把他们的

孩子放在议会婴儿室中。不过，新西兰工

人权益倡导者告诉路透社， 只有少数新

西兰人有权平衡家庭和工作， 他们希望

这些“议会宝宝”会给人们的工作条件带

来更多的变化。

就在去年8月早些时候，肯尼亚一名

女议员却因带着宝宝被赶出了议会。 朱

莱卡·哈桑因为没有找到临时看护者，把

5个月大的女儿带进单位。据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CNN）报道，视频里，安保人员

围着哈桑，副议长克里斯托弗·欧姆莱多

次命令她离开议会厅。

“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应该

作出表率，”哈桑事后对CNN表示，“这个

国家年轻女性正面临更加恶劣的境况，

她们雇不起保姆， 所以不得不抉择是自

己喂养孩子，还是去工作。 ”

即便是在拥有世界上最长产假（18

周） 的丹麦，“议会宝宝” 也是不受欢迎

的。 丹麦议员梅特·阿比德高在去年5月

第一次带着5个月大的女儿上班， 却被

议会议长、极右翼丹麦人民党前主席皮

娅·克亚斯高告知，宝宝“不被欢迎”。

克亚斯高的发言人随后告知丹麦媒

体，作为议会议长，克亚斯高遵照规定。

而阿比德高在Facebook中回应， 她之前

没有带过孩子去上班， 但投票日当天要

求她很早到达议会厅。

“尤其对于政客来说， 他们不能休

假很长时间 ， 但他们的确需要照顾孩

子。” 育儿专家凯西·林恩告诉 《环球新

闻 》， 她认为 ， 只要孩子不哭闹捣乱 ，

就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进入工作场所， 即

便是议会这样严肃的地方。 林恩建议，

工作场所应该对孩子更加友好， 并理解

父母在照顾不了孩子时会产生压力 。

“如果你不能带着孩子， 也不能把孩子

放在放心的地方， 那么工作时你绝对会

分心。” 林恩说。

德国

机场举行“得来速”式艺展
新华社微特稿 疫情期间如何让参

观艺术展览的观众保持社交距离？ 德国

艺术家别出心裁 ， 在机场停车场举办

“得来速” 式艺术展， 观众无需下车就

能欣赏作品。

澳大利亚 《新日报 》 10 日报道 ，

德国科隆和波恩地区 50 名艺术家上周

末在科隆—波恩机场一处尚未使用的停

车场内展示大约 300 件艺术作品， 包括

画作和雕像。 其中， 不少艺术品固定在

行李手推车上， 沿停车位摆放成一排。

观众坐在机动车内， 沿行车指示线缓慢

行驶， 不用下车就能欣赏艺术品。 “展

厅” 内还播放音乐， 提供灯光效果。

许多观众欣然接受这种全新的观赏

形式， 称其 “不寻常” 且与以往观赏体

验 “截然不同”。

艺术展为期两天， 包括门票在内的

停车费为每小时 4.5 欧元 （约合 36.1 元

人民币）。

德国为遏制疫情蔓延实施 6 周 “居

家令”， 近期重开博物馆和画廊， 要求

观众必须戴口罩且保持一定社交距离。

（王鑫方）

6 月 9 日， 游客戴口罩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博物馆参观。 新华社发

澳大利亚

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
新华社微特稿 随着澳大利亚逐步

放松防控疫情方面的限制性措施， 澳大

利亚国家博物馆本月 2 日重新开放。 纪

念詹姆斯·库克登陆澳大利亚东海岸

250 周年的主题展览正在展出。

策展人肖娜·科因日前向新华社记者

介绍，为防控新冠疫情，博物馆在开放后

采取多项卫生防护措施，比如在馆内部分

可触摸设施旁提供免洗消毒液，以方便游

客在使用这些设施前后清洁双手。

此外， 博物馆要求游客提前预约，

以控制参观人数， 并要求他们在参观时

保持社交距离。

随着博物馆恢复开放， 名为 “奋进

号： 船长和原住民未曾讲述过的故事”

的展览终于开始展出。 这一展览原定 4

月开幕展出。 就在开展前几周， 澳大利

亚政府出台防疫措施， 关闭博物馆、 美

术馆等公共场所。

科因告诉记者， 疫情对这次展览影

响不小， 由于一些海外展品无法运进澳

大利亚，“我们不得不用一些仿品代替”。

70岁的加雷特·特蒂勒是一名当地

居民。 他得知博物馆即将重新开放后便

立即预约。 特蒂勒说：“我一直对早期海

上探险感兴趣， 并且对博物馆的防疫措

施很满意，这才有信心来看这次展览。 ”

（白旭 岳东兴）

德国

保持社交距离的帽子

6 月 3 日， 在德国慕尼黑， 城市博

物馆馆长哈尔 （右） 和设计师马夸特展

示一顶帮助保持社交距离的帽子。

这顶帽子直径约为 1.5 米， 由设计

师马夸特设计， 计划将由慕尼黑城市博

物馆在未来的展览中展出。

（据新华社）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本报记者 吴 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