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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宛艺

截至目前，上海市已备案的博物馆达162

座，约每1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

水平——昨天发布的上海市博物馆年报显示：在

申城，逛博物馆正从生活新风尚逐步进阶到“精神

刚需”。

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今年

的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强调

了博物馆在赋能美好生活和推进社区可持续发

展中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沪上博物馆正在努力

的方向——通过探索以人为本的打开方式，吸引

更多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并与他们建立更

多元、更广泛的文化链接，为各年龄段人群带来美

好体验。

曾经“高冷”的博物馆正在变得
“触手可及”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也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上海，曾经

“高冷”的博物馆正在变得“触手可及”。一个直观

的标准是与观众之间的物理距离不断缩短。以昨

天的国际博物馆日为例，沪上125家博物馆免费

或半价开放，让人们近距离感受这座城市独具魅

力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其中，上海

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汽车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

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

馆、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等

原本收费的场馆免费开放。上海自然博物馆（上

海科技馆分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观复博物

馆等半价开放。事实上，沪上有超过100座博物

馆常年免费对外开放——只要市民游客愿意，天

天都可以是国际博物馆日。

不仅敞开展厅的大门，申城的博物馆还与市

民游客共享公共空间。比如，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近期打开围栏，向公众开放东楼（原跑马总会大

厦）和西楼（原跑马总会行政办公楼）之间的景观

庭院，还在其间开出了一家别具风情的海派咖啡

馆。“这个地方老灵额！以前如果不是来看展览，

都进不来，现在围栏没有了，黄陂北路的门也打开

了，进出方便自由。”虽然刚下过一阵雨，江阿姨还

是和往常一样，带着89岁的母亲来到庭院内，点

上一杯饮品，惬意地享受下午时光。江阿姨就住

在隔壁的江阴路，自从这个人民广场“最美庭院”

对外开放后，只要母亲精神尚可，她便会在午睡后

带母亲先来这里坐坐，再到周边转转，走累了再回

这里歇歇脚。

“这是建筑群落90年来首次向公众不设限开

放，它们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最大展品。”馆长

周群华表示，撤掉围栏，是希望市民游客在近距离

阅读建筑中体验上海“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城市始

终是有温度的”，切身感受这座城市的开放、包

容。这也是时代对博物馆提出的新要求——更主

动地融入城市，嵌入社区。当天，该馆与上海市旅

游行业协会及试点5A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率先

试点“博物馆向持证导游开放带团讲解”。这在上

海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创新，意在推动文旅

更深入的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维度、更多层

次的博物馆体验。

暖心故事背后，是博物馆与观众
的双向奔赴

“上海正在以‘上海大博物馆计划’为战略牵

引，充分依托城市博物馆的资源优势，坚持文旅深

度融合，对标卓越全球城市，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努力形成布局合理、

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功能完备、体制完善的博物馆

体系，更好赋能美好生活、点亮城市未来。”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世忠说。

昨天举行的上海市“5·18国际博物馆日”主

会场活动，最感人的一幕出现在“博物馆荣誉市

民”故事分享和颁证环节。走上台的，有从2010

年上海世博会到世博会博物馆累计提供志愿服务

超过一万小时的胡行方，与上海玻璃博物馆共成

长的父女张然、张梓萱，社区博物馆的沪语志愿讲

解员——年近八旬的老陈，培育一批批中小学教

师应用博物馆资源践行“大思政课”的华东师范大

学中外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庄瑜。

他们分享的故事，是博物馆与观众双向奔赴

最生动、最温暖的注脚。从女儿张梓萱读幼儿园

开始，张然每到假期就会带她来上海玻璃博物

馆。“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喜欢博物馆？理由有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

我女儿心里埋下了对于美、对于想象力、对于一切

人类所创造的美好的种子。在博物馆里，孩子们

懂得要为梦想去不断努力、不断创造。”去年底，上

海玻璃博物馆闭馆一周，父女俩各给馆长写去一

封长信，对该馆的境况甚是关切。收到来信的那

一刻，馆长张琳很是感动，并提笔写下回信。“观众

真挚的来信，是对博物馆人最好的激励。”张琳透

露，该馆将在全市率先践行元宇宙理念与技术的

文博应用场景，形成与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

世界，亦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为

观众创造“艺术与科学融合”的探索体验。

而上海玻璃博物馆所在的宝山区当天也启动

了“博物馆感恩计划”，将坚持“反哺”理念，给予反

复参观者、热忱的志愿者、博物馆建设者、馆藏捐

赠者不同种类的感恩回馈，推动区域内近30家文

博场馆走向“观众友好型”。

业内人士指出，能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一定是有温度的，能让更多人体会到归属感，这是

博物馆的凝聚力所在。和时代同行、与城市共生，

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及社会的团结包容，

博物馆能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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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天色暗下去，石库门雕花门楣亮起来。昨

晚，当悠扬琴声在太平湖畔响起，流光如碎金一

般洒向湖面，中共一大纪念馆为期3天的夜场

嘉年华活动拉开序幕。刚下班的85后周子谅循

声而来，“当铜管五重奏《我的祖国》融入石库门

建筑，一种全新而强烈的感情油然而生”。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中共一大纪念馆自

2021年全新开馆以来首次开设夜场活动。根据

记者观察，此次夜场吸引到的大多为平日忙于

工作，周末又觉得人太多的年轻观众。

在上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等红色场馆

亦有丰富多彩的夜场活动，让特意前来参观的

市民游客惊喜连连。

轻量化、强互动吸引着年轻人

“仔细看一看”“都来算一算”“快去找一

找”……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厅，一场探寻“初心

之旅”2.0夜场活动正进行。活动将角色扮演与

智趣闯关类游戏结合，带领现场观众穿越百余

年时光，让参与者身临其境地回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伟大历程。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95后宣教专

员朱晋瑶，已经为此打磨了一个多月。她手头积

攒着近1500份来自青年群体的调查问卷，这是

基于去年“探寻初心之旅”互动体验活动观众问

卷的一手材料。“针对观众们的需求，我们迭代

出如今的2.0夜场版本。”

沉浸式红色课堂拉近了观众与历史人物的

距离，让观众深刻了解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孕

育、发展的过程，尤其给Z世代带来了一种新颖

体验。

“轻量化、强互动，年轻人会喜欢这种体

验。”当团队第一次冒出“增加参与感、谋划一次

夜场”的创意时，中共一大纪念馆80后副馆长

阮竣感到一种兴奋。他观察到，闭馆后的夜间时

段，新天地人流量并不少，特别是夏夜，文化消费

需求得到当代青年特殊的偏爱。“百年大党的故

事，正以有趣有盼的方式，吸引、感召年轻人。这

与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可持续性

与美好生活’不谋而合。”

“题目答案都在展厅，比如在‘主义的抉择’

展项里，我很快就找到了李大钊先生所说的‘封

面印有马克思画像’的5本刊物！”浦东明珠小

学五年级学生余思成手里就拿着这样一份“初

心之旅”的寻宝地图，他和妈妈一起在展板中寻

找蛛丝马迹。孩子汗湿的小脸透着兴奋，妈妈也

很享受这有着别样教育意义的亲子时光。

无独有偶，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特别设计了

一款互动体验卡，融合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以

中共二大会址“辅德里”石库门建筑为主要设计

元素。党章知识打卡题目除了涵盖中共二大和首

部党章的党史学习内容，还新增了党的二十大精

神相关知识，进一步拓展红色文化宣传的深度

和广度。

充分释放独特红色资源优势

暮色四合，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这一“石

库门里的纪念馆”，在星星点点的柔和流光中散

发出淡淡橘色。

中共二大会址这一建筑本身就是最珍贵的

革命文物。“我们一直说，党的二大是‘明灯点

亮，指引前进方向’，当孩子们在夜色中看着我

们纪念馆那一盏盏明灯次第亮起来，参观体验

是完全不同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宣教陈列

部副主任赵晨雯带领孩子们参观、参与互动体

验，同样心潮澎湃。

中共一大纪念馆，特定展厅、展项前的活动

同样渐入佳境。譬如，《又见新青年》情景党课，

就在展厅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场景还原处开

讲：时光回溯到100年前，星火初燃，拥有先进

思想的“新青年”们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同

时也利用故事线将其余展项串珠成链。不远处

的玻璃展柜中，6本不同时期的《新青年》杂志

珍贵原件静静陈列，参观者听完党课，驻足凝视

展品，感悟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

“下一步，我们还将探索：将展厅按照不同

场景分为数个‘教室’，充分释放馆内独特红色

资源优势。如果说日常讲解是线状讲述历史，

那么在我们展现的红色教室中，革命先辈成为

最好的老师，沉浸式讲授点状的历史。”阮竣介

绍，“希望让红色历史在如今的美好生活中激

发更多情感共鸣。”

“我们留下的是感动，带走的是回忆，这份

情感激励着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活动结

束了，85后刘絮带着儿女离开场馆，回望夜幕

中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仍是亮着灯，光辉璀璨。

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等举行特别夜场活动——

红色地标点亮明灯，烛照Z世代“初心之旅”

蟠龙天地的古镇水乡边，历史保护建筑“雪

竹轩”近日变身余德耀美术馆“流动的美术馆”，迎

来免费展“邻居”。全球各地14位艺术家的作品

置于烙印着历史沧桑的木构院落，讲述独属于上

海前门院里的文化新事，这场历史与未来、地方

与国际的对话，让很多市民游客直呼“有趣”。

申城如今拥有100家登记在册的美术馆，

“破墙”意识在它们之中渐渐形成共识。越来越

多的美术馆正在拓展“分身”，如刘海粟美术馆

的“粟上海”、艺术百代美术馆的“奋斗移动美术

馆”、外滩美术馆的“客堂间”、临港当代美术馆

的“滴水集”等等，走进社区，走向大众，探索美

育的更多可能。

地铁站停车棚医院学校……优
质艺术资源输送至城市末梢

“美术馆推动艺术社区建设，为市民提供了

与美同行的契机，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审美

素养和能力，也为专业的文化艺术机构培养更多

的潜在观众群。”在上海市美术馆协会牵头主办

的“美术馆与城市的美好生活”论坛上，中华艺术

宫（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王一川如是说。

事实上，在上海，艺术欣赏不仅仅发生在美

术馆里，更渗透进广阔的生活空间。最近，“新

海派 ·新力量——中华艺术宫青年艺术家推介

展”亮相地铁南京东路站2号线、10号线换乘区

域文化长廊，展出的周全、周隽、陈迪三位本土

艺术家的11幅作品皆为原作。这来自中华艺术

宫与申通地铁的携手，可谓该馆“何谓海派”系

列展的延伸。极具春夏氛围的展陈设计与充满

生活细节的艺术原作，引得往来市民驻足停留。

而在陆家嘴东昌新村的星梦停车棚，中华

艺术宫、上海美术学院、社区枢纽站这些天则联

合促成老百姓与岩彩绘画原作展“儿童友好与

艺术不老”的邂逅。其中有一幅岩彩壁画，由上

海美术学院岩彩绘画工作室副主任、副教授苗

彤与学生孙晗特地根据停车棚的空间氛围，在

一面墙上绘就，临摹的是莫高窟第461窟窟顶

南披《伎乐飞天（北周）》。作品还特别运用亚克

力罩进行保护，在居民停车棚中与人们日常使

用的助动车、自行车融为一体。

今年3月开始，一辆红色大巴打造的“移动

美术馆”穿行在上海大街小巷，形成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这是艺术百代美术馆开启的美育系列

巡展，将该馆此前的红色主题展览“奋斗”送至

市民“家门口”。车内以沉浸式互动观展理念布

展，还通过动态影像及配音方式，让画中经典人

物“活”起来。这辆大巴目前已走进全市10个

区的66个社区、21所学校、14个产业园区和文

旅场所，包括瑞金医院、复旦大学等等，共吸引

近4万名市民观众上车观展。

前不久正式施行的全国首部美术馆领域省

级政府规章《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明确释放

如是信号：鼓励和支持美术馆与有条件的单位

共建共享，利用工业遗存、创意园区、交通枢纽、

商业综合体等公共空间举办美术展览和活动，

拓展和延伸文化服务。在上海市美术馆协会会

长朱刚看来，美术馆这样一种向外的拓展和延

伸，需要有思想，有策划，将真善美传递给观众，

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升华。

激发社区民众参与性，为城市
注入更多生机勃勃的美的创造力

在申城，美术馆不仅仅主动打破围墙走出

去，进而以一种“共创”思维激发社区民众的参

与性，让艺术以更开放包容的形式走进百姓。

刘海粟美术馆发起的“粟上海”公共艺术与

社区营造计划，成为社区美术馆在国内的典型

样板，至今落成位于愚园路、江川路、顺昌路、华

阳路街道等地的10个点位，且仍在持续扩容。

这一系列项目汇集艺术家、设计师、学者等文化

艺术专业人士，开展在地历史文献研究、文艺创

意策划，最终却并非一种简单的内容输送，而是

联动所在地的受众群体，开展公共艺术的深入

互动。例如，在“粟上海”最早发起的愚园项目

中，就曾出现“日常说：社区影像展”，让附近居

民在艺术工作者的导引下，用影像讲述自己和

城市社区的故事，以此实现彼此心灵的共振。

而在最近的华阳路街道项目中，更是以关注个

体青少年成长的“艺起宁法”儿童互助公益计

划、激发社区居民创作的“华院夜校”、通过行走

漫步丈量街道与城市的“河边艺术地图”，由点

成线、由线及面地将视角下沉到居民的生活中，

唤醒居民的艺术感知力，也增强社区的集体凝

聚力。刘海粟美术馆馆长鲍薇华坦言，想以“粟

上海”拓展美术馆美育活动的边界和外延，探索

艺术资源植入对于城市微更新和市民美育新体

验的促进作用。

尽管背靠“高大上”的碧云国际社区，碧云

美术馆给自己的定位干脆就是“社区型美术

馆”。将“社区艺术节”办在附近的商场，将高品

质美育内容推送至片区各大学校、企业，该馆的

很多“动作”都颇为接地气。而在馆内设置的一

个“社区角”，则又以文献展示的形式，连接起走

出去的种种定点艺术教育。“美术馆首先不要觉

得自己高高在上。我们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空间

与平台，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共享美好。”碧云美

术馆馆长林薇说。

在业内看来，只有当普通人成为美术馆的主

角，他们的创作成为作品，他们的参与不可或缺，

才可谓重新塑造美术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也才

能为城市注入更多生机勃勃的美的创造力。

破墙而出的美术馆，与大众为邻
■本报记者 范昕

中共一大纪念馆18日至20日推出“夜游一大，唤醒之旅”夜场嘉年华活动。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①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开展“趣玩 ·自然

博物馆之夜”特别活动。本报记者 袁 婧摄
②游客在上海玻璃博物馆参观展览。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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