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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博物馆强国， 国内多个
城市正在建设“博物馆之城”。 最近，扬州中国大
运河博物馆、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新馆、郑
州博物馆新馆、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等一批大型
博物馆建成开放分外引人注目， 而苏州博物馆
西馆、陕西考古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东馆、首都
博物馆东馆等一批文化新地标亦揭面在即。

大众与博物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不
断实现更好开放和更大包容的探索， 也正是未
来博物馆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全球博物馆正在拥抱
“第三次开放”，将日益成为
观众可以表达、乐于表达、勇
于听取其他人表达的空间

回溯全球博物馆走过的历程，“开放” 是从
博物馆被当作值得追求的公共机构起、 从严格
意义的博物馆出现起，始终不曾改变的主题。 当
然，不同时代的博物馆有着不同的“开放观”，也
就形成了不同的追求。

三百余年的博物馆史，谱写的是“开放三部
曲”，呈现出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上的递进。 简
而言之，就是从 museum of people（人民的博物
馆），确认法理归属和公共准入权 ，实现最显而
易见的开放 ，可以用脚表达的开放 ；到 museum

for people（面向人民的博物馆），确认公共的主
体性，实现空间和物的开放，可以用眼睛表达的
开放；到 museum by people（为人民所用的博物
馆），确认公众对博物馆的阐释权 ，用头脑和心
智表达的开放。 如今，我们正面临的就是第三次
开放。

公共性是近现代意义博物馆的自我宣示 ，

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圣物、秘藏、宝
库、 珍宝橱、 沙龙作出了必要而果决的切割 。

1683 年， 英国牛津的阿什摩林博物馆面向公众
开放。 1753 年，大英博物馆成立，以作为国家和

人民象征的博物馆自我期许， 数年后面向公众
开放。 19 世纪最后 25 年到 20 世纪第一个 25

年， 伴随着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芝加哥美术
馆、安大略美术馆等等经典类型博物馆的成立，

博物馆成为社会公众的焦点， 也成为知识生产
的中心，全球博物馆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 在过
去的三个世纪里，从第一个女性被博物馆接纳，

到蓝领工人迈入展厅， 从面向劳动者的博物馆
之夜，到面向家庭主妇的社会教育课程，从无障
碍通道到可以手摸的展品， 全球博物馆始终不
断打破可见和不可见的门禁，扩大开放范围。 由
此确认了博物馆在法理上、门禁规范上、硬件设
施上的开放 ， 也即博物馆的第一次开放 ，

“museum of people”。

1990 年至今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全球博物馆可谓处于第二个黄金时代。 中心
都市里， 新建的博物馆不约而同地采用超大尺
度，占领城市 CBD，构成实际建筑和景观意义上
夺目的城市天际线。 然而，只有当成为文化意义
上城市天际线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时， 博物馆才
可以欢呼真正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到来。 这需
要博物馆实现更多、更好、更深刻的开放。 事实
上，在这个黄金时代的初期，博物馆已在探索走
向“museum by people”的第二次开放，主动拆除
围墙， 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文化服务。 德
娜·奈泽尔所指的“可见”和“可进入”就是探索
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将这种开放融入
展陈之中。 不少博物馆将原本深藏地下或者后
台的文物修复放置到展厅展线之上， 观众可以
隔着玻璃，甚至在隔离线外就可以看到青铜器、

大理石雕像、绘画是如何一步一步修复的。 巴黎
的布朗利埠博物馆通过一条下沉步道， 将乐器
库房变成展线的一部分， 也开创了库房式陈列
的先河。 以藏品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牵动了
博物馆从保护到教育各个部分的智慧博物馆也
是第二次开放的产物。 博物馆的“拆墙”火花激
活了全球博物馆， 我们正看到博物馆正在尽己
所能地向公众开放更多。

然而，这仍然不够！ 让我们重新回到博物馆

第一个黄金时代的一些振聋发聩的论断，“博物
馆要承担教育功能 ”“博物馆要像百货公司一
样”，这道出了博物馆的本质职守和特色。 教育
是博物馆的核心功能，但博物馆不同于学校，不
是义务性或者强制性教育机构， 而是社会公众
自我教育的场域。 因此，我们是时候提出更深层
次的开放了， 这就是博物馆正在走向的第三次
开放，即“museum by people”。 博物馆要将知识
生产权归还给观众和形形色色的被代言人群 ，

让博物馆从单向度、自上而下灌输知识之地，变
成观众可以表达、乐于表达、勇于听取其他人表
达的空间。

技术有多大魔力，取决
于博物馆人对开放之道的理
解，而种种技术和手段，都是
为了实现博物馆从物质到精
神的开放

当下， 我们熟悉的那些传统博物馆该怎样
拥抱第三次开放？它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有没
有无所不能的技术能够实现这种开放？ 所有的
技术、 所有的智慧都最终取决于博物馆人对博
物馆的开放之道， 或者如何回归滋养博物馆的
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抉择。 因此，智慧博物馆的最
大智慧是让渡的智慧。 不少博物馆的实践为我
们积攒了迎接第三次开放的点滴经验。

首先， 博物馆不妨尝试将展陈和阐释归交
给公众，帮助公众表达和阐释。 从“神庙”到“论
坛 ”，就是博物馆一路走来的 “开放 ”的真实写
照。 阿姆斯特丹城市中心的新教堂是城市鼎盛
时代以来城市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 ，也
是历代显赫人物的墓地。 在新教堂博物馆化之
后，2007 年曾经举办一场名为 Hero 的特展。 起
初，很多人仅凭标题，就以为这是个常规老套的
历史名人展。 事实上，作为展览焦点的“hero”可
作多解，既可能是充满男性气概的英雄人物，也

可以是主人公或者偶像。 这个展览颇具创意地
将阐释权和策展便利交给观众， 尤其是年轻观
众，最终，人们看到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里出现
了披头士、曼德拉这样的现代偶像，出乎意料地
激活了看似中规中矩的展览主题。

借助“馆外”智慧，广东省博物馆近年来也
在更大限度激发策展创意， 为自身注入新的活
力。 2016 年该馆推出观众策展人制度，经过严格
评审，诞生了首名以明清青花瓷为主题的馆外策
展人。 围绕即将举办的《红楼梦》文化展，该馆正
在展开声音收集活动， 邀请观众用不同的方言、

语种朗读《红楼梦》诗文，讲述阅读《红楼梦》的体
会与心声。

其次， 正是基于对当下活生生的公众的尊
重，传统博物馆需要重新融合被割裂的“历史 ”

和“现实”，让历史成为现代生活的鲜活元素，传
统能为当下和未来所用。

在我们今天展陈青铜器时， 如果不考虑青
铜器纹样对现代工艺美术纹样设计的影响 ，不
考虑青铜器铭文如何影响清代中期以来的书学
书风之变，不考虑三代青铜器组合所表达的社会观
念至今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青铜器
就只能被当成客观而孤立的“艺术”，难以与时下的
大众与社会产生联系。

近年来备受大众追捧的博物馆文创， 无论
是旧形新制，还是旧元素的全新阐发，都是 “链
接”传统与当下的有益尝试，当然，目前的尝试
还存在同质化倾向以及初级徘徊的尴尬。

今天的博物馆还可以促成历史艺术的传承
与创新。 唐三彩最初发现于洛阳，是一种根植于
华北大地，拥有强大的辐射能力的艺术形式。 历
史上， 以洛阳为中心的三彩艺术影响了数个朝
代，例如有北宋三彩、辽三彩、金三彩等，也影响
了多个国家，从新罗三彩和奈良三彩，到波斯三
彩和安南三彩，不一而足。 可以说，三彩就是历
史上中国的文化实力的最好物证。 现在，洛阳博
物馆设立了专门展厅陈列历史上的三彩艺术 ，

却并未孤立而隔绝地对待历史遗产———因以三
彩为代表的多彩陶瓷工艺传统在洛阳地区一直

延续下来，现代三彩艺术也被邀请到展厅空间，

实现了古今映照和对话。

甚至，保存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应
该将自身视为鲜活的当代文化元素。博物馆可以
对更大、更广泛的社会有更深远的贡献。 古根海
姆博物馆的开幕就极大地提升了西班牙港口城
市毕尔巴鄂的城市形象，帮助城市成功转型。

第三， 博物馆应该清晰地表明自身作为社
会教育机构，作为表达和阐释载体的身份，从以
物为中心， 尤其是以宝物为中心的执念中解脱
出来。 “物”仍然是博物馆业务的中心，但是并不
必纠结于“原物”，更不必追逐 “宝物 ”。 对于作
为社会公共性产物的博物馆而言 ，在服务社会
公众的路上， 替代性甚至多元展品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展品对“原物”的冲击只存
在于宝物价值上， 而教育功能并不会受到任何
影响。

对此， 一些尝试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前段时间亮相的“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
复原国际巡展” 以及于上海宝龙美术馆举办的
“大美之颂·云冈石窟千年记忆与对话”， 都运用
了数字技术复原文物， 或化解不可移动文物的
展陈困难，或为消除暂未解决的法律归属问题。

我其实更有这样的希望， 既希望博物馆不
介意甚至大胆使用 “复制品 ”，不论是 “原件 ”

还是 “复制品 ”都能恰如其分地用来讲故事 ，

也希望吸引观众到博物馆的不再仅仅是那些
“宝物 ”。

当下博物馆能够践行的策略当然也远不
止于此。 但归根结底，种种开放都是为了让博
物馆最终实现 “可用 ”和 “乐用 ”，实现博物馆
从物质到精神的开放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 ，当
下博物馆中 ， 无论是只解决技术问题的智慧
博物馆 ， 还是只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拆除边
界 、实现扩展的无边界博物馆 ，都是不完整 ，

不彻底的 。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 、特聘
教授）

将自身作为当代文化的鲜活元素
博物馆迎来开放的 3.0时代

徐坚

荨 预计明年建成开放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扩容”的不只是面积，还有功能的升级

茛 预计年内开馆的陕西考古博物馆，将成为国内第一座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

荩 前不久试运行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是国内首个 24 小时

博物馆 （图片来源： 朱锫建筑事务所）

2021 年，徐渭诞辰五百周年。

他的家乡绍兴，为此专门在徐渭故居“青藤
书屋”附近新建了一个“徐渭艺术馆”，最近精心
策划推出了开馆展 “畸人青藤———徐渭书画作
品展”。 此展邀集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
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国内 30 家文博单位
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古籍收藏单位， 共汇聚了
徐渭书画作品、徐渭及其师友所著古籍文献、徐
渭后学书画作品等相关文物 100 件（组）。 其中
一级文物 17 件，二级文物 47 件，三级文物 19

件，为迄今规模最大、作品最优、参展单位最多
的徐渭主题展。

一时间， 徐渭大展成为今年文博系统和美
术界的热门大展，并很快荣登全国“十大热搜展
览”前三甲，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美术和文博
爱好者都络绎不绝地奔赴江南名城———绍兴 。

自开馆之日起， 徐渭艺术馆门前常常排起长长
的队伍，据不完全统计，超过六成观众是从全国
各地慕名赶来的外地人， 其社会影响力由此可
见一斑。

在博物馆和美术馆， 还有名人艺术馆越来
越多的当下，徐渭大展，连同徐渭艺术馆能够冲
出重围，得以爆红，并成为现象级的文化事件 ，

其实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 这次徐渭大展得以轰动的根本
原因在于，徐渭艺术馆抓住历史契机，依靠整体

规划与推动，走出了名人艺术馆的创新之路。

徐渭艺术馆因徐渭诞辰五百年这一历史契
机新建而成，既符合高规格文物展览要求，又能
满足当代观众审美需求， 并用开馆展的形式，适
时推出国内首个全面展示徐渭一生和其艺术面
貌的特展“畸人青藤———徐渭书画作品展”。

其实名人艺术馆在全国有很多， 尤其在人
文荟萃、翰墨流芳的长三角地区星罗棋布。 但遗
憾的是， 绝大部分名人艺术馆目前都是门前冷
落车马稀，生存现状不容乐观。 究其原因，首先
是很多名人艺术馆都是利用故居或者一些古建
筑改造而成的，展示空间非常有限，且基本都没
有按照博物馆的较高标准来建设。 硬件设施的
不达标， 比如很多名人艺术馆因馆内不具备恒
温恒湿和综合安保系统， 导致无法引进高规格
的文物展览，也难以应对美术馆的分级评估。 从
而使得很多名人艺术馆， 由于硬件条件受限，无
法承接一些大型的、高端的学术性研究展，以及
系列性与长期性的主题展览、巡回展览。 长年只
能做挂挂作品的传统展览，缺乏对名家生平和作
品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本无法引起观众的兴趣。

尽管建在徐渭故居青藤书屋周边的历史街
区上， 徐渭艺术馆却完全是按照现代化美术馆
的标准和要求去设计建造的。 无论其简洁 、开
敞、通透而又富有变化的展示空间，还是大面积
的玻璃外墙，内部白色的石质板材，以及银白色

的天棚等等， 都是按照当下最新艺术陈列展示
的要求， 同时考虑到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去实
施的。 说实话，展馆漂亮是眼下很多年轻人去美
术馆打卡拍照很重要的理由。 如今，展览的学术
性和专业度固然重要， 但颜值对于一个艺术场
馆来说，绝对不能小觑。 此次徐渭艺术馆是在已
破败的原绍兴机床厂旧厂房之上改建而成 ，但
只保留厂房外墙作为艺术馆围墙， 以保存时代
和历史的痕迹， 并形成新老交相辉映的艺术效
果。 新建筑在外观上采用了传统江南民居的斜
坡屋顶， 而室内的空间和庭院努力在精神层面
延续青藤书屋粉墙黛瓦、古朴幽静的意境，从而
自然地融入于周边的历史街区中， 没有因为新
建筑而显得突兀。

笔者还留意到， 徐渭艺术馆采用的不同尺
度的斜坡屋顶设计， 一方面保留了传统江南民
居的建筑外形；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视觉空间，为
艺术展陈带来更多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
以说是为徐渭作品而量身打造。 徐渭的作品大
轴、长卷多，传统的博物馆和名人艺术馆通常很
难得到充分展示。 但这次大展上，我们看到了有
四米、五米的高柜，以及 20 米以上的平柜，使巨
幅立轴和超长手卷一览无余地得以全面呈现展
示。 尤其是在五米高柜中展示的三件巨幅书法
作品，气势磅礴，让人直观地感受到了巨幅立轴
带来的惊艳和震撼。

可见，找准文化“切入点”，对历史资源进行
创新性转化， 在当下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尤为关
键和重要。 今天，高品质艺术展览的号召力是巨
大的，已不会被交通与距离所阻隔。 以文化为基
础，以事件为抓手，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和传播效
果不可估量。

同时，若以系列性学术展览持续推进，借助
综合开发的优势， 名人艺术馆或将进一步盘活
历史资源。

徐渭艺术馆此次开馆展 “畸人青藤———徐
渭书画作品展”绝大部分展品是借调而来，随着
三个月展期的结束，展品的归还，后续怎么办 ？

这是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话题， 也是许多名人
艺术馆都将面临的现实。 笔者认为不妨借鉴苏
州博物馆“吴门画派系列学术展”的做法，每年
推出一个与徐渭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大家 ，诸
如陈洪绶 、八大山人 、郑板桥 、吴昌硕 、齐白石
等，或者当地美术史上有影响力的大家，比如赵
子谦、海上三任等。 通过系列性学术展览的持续
推进，不断积攒人气和口碑，建立起艺术家徐渭
在海内外稳固的学术影响力， 也为绍兴这座文
化名城赢得全国范围， 甚至全球范围内更广泛
的美誉度和吸引力。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围绕着徐渭诗、文、书、

画，分别做成专题性展览。 徐渭是中国历史上少
有的复合型传奇人物， 不仅是划时代的书法大

师，又是诗文大家和戏曲文学巨匠，还在绘画上
开宗立派，是“青藤画派”的鼻祖。 此外，他还精
通兵法，是善于谋略的军师；是钻研过儒释道 ，

点校过《首楞严经》《周易参同契》《葬书》等佛道
经典的杂家。 因而，每个专题都可以在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推出不同专题性质的高品质展览。

据悉，此次徐渭艺术馆只是青藤书屋周边综
合保护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包含徐渭艺术馆、

绍兴师爷馆、青藤广场和其他配套设施，总用地
面积约 12 公顷。 这一片区还有 3 个老台门，其
中大乘弄 12 号台门，将开设现代人生活需求的
茶空间。 而开元弄 50 号台门，将打造成为游客
能够休憩的咖啡馆。 此外，正在建设中的绍兴师
爷馆、青藤书院、榴花斋中式餐厅等将陆续竣工
开放。 这些配套设施的新建，将从根本上改变以
往很多游客怀着朝圣之心而来，却难以驻足停留
下来充分体验徐渭当年生活及文化氛围的印象。

由此可见，以历史古迹为核心，以一个大展
为时机，以一个艺术馆为能量场，积极有效地盘
活地域历史文化资源， 能够为大众源源不断地
提供多层次的精神文化内容， 甚至将成为激活
一座城市创新活力的引擎， 推动和提升一座城
市的整体发展水平。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
馆副馆长）

如何让历史名人成为当下网红
徐渭诞辰五百年大展带来新启示

傅军

今年是“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明代的文武全才
徐渭诞辰五百周年。 在其家乡绍兴的徐渭艺术馆，“畸人
青藤———徐渭书画作品展”作为开馆展正在举办，并已然
成为“网红展”，吸引全国各地观众慕名前往。在艺术展览
以及名人艺术馆越来越频繁涌现的当下， 徐渭大展以及
徐渭艺术馆何以突出重围，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它所走
出的这条路耐人咀嚼， 或将给更多的艺术展览以及名人
艺术馆带来启示。

———编者

艺·思

◆三百余年的博物馆史 ，谱
写的是 “开放三部曲 ”，呈现出博
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上的递进。

◆不断实现更好开放和更大
包容的探索， 是未来博物馆发展
的真正推动力。

◆种种开放都是为了让博物
馆最终实现 “可用 ”和 “乐用 ”，实
现博物馆从物质到精神的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