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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眼包”近日入选《咬文嚼
字》评选出的2023年“十大流行
语”。为其“加热”的，少不了
博物馆里的显眼包。时下的年轻
人，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逛博物
馆——寻找博物馆的显眼包。那
些千奇百怪、弹眼落睛、让人“笑
不活了”的文物，被人们乐此不疲
地搜罗出来，俨然成为社交网络
上的“斗图”担当，在热议、转发甚
至二度创作中出圈。但也常常一
不小心，就将大众的关注点带歪
了，这几天某网红茶饮品牌因与
某博物馆显眼包联名推出的产品
引发巨大争议即为一例。在无意
识形成的娱乐化讨论场中，还有
不少显眼包滑向低俗，而失了文
物本该有的尊严，甚至误导公众
对于文物内涵的认知。

甘肃博物馆此前被开发成
“绿马”玩偶的国宝“马踏飞燕”，
就是为人熟知的显眼包。从正面
看，跑欢脱了的马儿头部歪向一
旁，流露出诙谐的神情。很多人
被它的“魔性”逗乐，却未必知道
它精准掌握力学平衡原理的妙
处。如今的显眼包“顶流”，则非
“无语菩萨”莫属，这是景德镇中
国瓷器博物馆的瓷雕“沉思罗
汉”。他那一言难尽的微表情，被
视作为“职场打工人”代言。很多
人从刷屏的微信表情包认识了
他，进而又追捧起这一系列文创
产品，其承载的颇具民间风味的
瓷雕技法倒是乏人问津。

博物馆无论大小，都有这样
的显眼包：西安博物馆惊现仿佛
受了天大委屈的彩绘陶缩脖俑；
三星堆博物馆有陶猪“撞脸”《愤
怒的小鸟》中的卡通猪；安徽博物
馆“派”出“摸着良心说话”的一对
守门按盾武士陶俑“出战”……明
明是文物，却形似表情包，以似乎
不那么“正经”的姿态走下神坛，
精准切中大众情绪。

出圈的显眼包们，无疑为博
物馆热再添一把火。人们忽而发
现，博物馆里沉睡已久的文物并
不遥远，更不沉闷——它们曾是
一个时代活生生的缩影，可亲可
近亦可爱；即便跨越数千年，人类
的情绪都是相通的。

然而，仅盯着显眼包，对于了解博物馆以及博物馆
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显然是不够的。

不少显眼包，就其重要程度而言，或许在其所处博
物馆中未必排得上号。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文物尽管貌
不惊人，背后的价值有待被更多人看到。而显眼包文物
惊世骇俗的外表，代表的也不过是它们的某一方面。就
拿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六朝博物馆里备受热捧
的人面纹瓦当来说。它们千人千面、俨然“QQ表情”的
外表固然有趣，更值得被知晓的，是其独特价值。作为
具有一定数量且曾风行一时的瓦当类型，人面纹瓦当仅
见于六朝的第一个时代——东吴。有专家推测，这或许
与当时的都城建业（南京）屡次发生火灾有关，瓦当上夸
张的人面，可能是具有避火之术的神祇。

需要肯定的是，显眼包点燃了时下年轻人对于博
物馆的好奇心。这是一根自发的引线。至于它所引发
的关注度最终将向何处奔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波，其
实需要专业引导。

其中最应担此重任的，便是“出土”显眼包的博物
馆本身。一方面，如何进一步挖掘出圈文物背后的历
史文化价值，避免其显眼外表抢了复杂内涵的风头，在
耍宝卖萌、插科打诨的网络漩涡中流于低俗，值得思
考。另一方面，主动出击，用好不断出新的互联网技术
和传播方式，寻找文物与当下人们日常生活的连接点，
基于专业层面“活”化更多值得被看到的文物，越来越
应提上日程。惟其如此，显眼包的这波引流才可谓真
正有效，才能全面烘托出博物馆及文物的独特价值。

范

昕

博
物
馆
的
﹃
显
眼
包
﹄
，应
成
历
史
文
化
的
﹃
显
影
剂
﹄

网络文学，既是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时

代之窗，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座数字桥

梁。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海

外年轻人正走上网文写作的道路。

第二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发布的

《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显示，截

至2023年10月，阅文起点国际（WebNovel）已

培养约40万名海外网络作家，同比三年前增

长300%；签约作家中00后占比达42.3%，创作

年轻化趋势显著。全球共创，成为网络文学

出海新趋势。

“网络文学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又能投

射时下不少年轻人的情感与观念，是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重要力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

家李玮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当网文“走出去”

多媒介、多渠道、全业态展开时，网络文学所

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故事也在世界范围内展现魅力，“圈粉”扇

面持续扩大半径。

中国网文成海外创作者“灵感
池”“加油站”

“读中国网文让我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启

发了我，我也想写一些网文，来启发、鼓励别

人。”第二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中外作家圆

桌会昨天在沪举办，来自美国、孟加拉国、加

拿大、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15

个国家的28位网络文学作家共同探讨全球网

络文学的创作趋势，菲律宾网文作家“洋桔

梗 · 雷纳”还记得，第一次接触网络小说，是

2018年底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中国网文

《许你万丈光芒好》，“点击了阅读键后，全新

的世界打开了”。

读了网文《孤芳不自赏》后入坑的巴巴多

斯作家“紫罗兰167”表示，自己从中国文学作

品中感受到女性主角的强大力量，“她们在成

长中治愈自我，并成为自己的主人”。

中国网文是“加油站”，也是“灵感池”。

英国作家卡文从多部中国网络小说中汲取灵

感，创作出独特的西方奇幻故事。“中国网文

节奏变化丰富，予人如坐过山车般的刺激体

验。”他期待自己在作品中也能给读者传递类

似能量。

在美国作家“岑特大师”看来，对东方文

化感兴趣的西方人很多，但不少人只有笼统

刻板印象，很多人甚至并不能区分具体哪些

文化符号来自哪个国家。“正是通过阅读中国

网文，让我分清了中国文化符号和日本漫画

角色的差异。”

从事网络文学创作16年，中国作家“横扫

天涯”亲历了从被质疑到被认可的过程。如

今，他写的《天道图书馆》海外阅读量突破1.8

亿。“东西方作品在元素和主题上存在差异，

但随着网络文学发展，作品之间正在相互融

合，为读者带来多元化的阅读体验。”

昨天的“网文出海新趋势”专家学者沙龙

现场，晋江文学城副总裁胡慧娟观察到，走向

海外的网文也会呈现细分区域的口味偏好，比

如泰国区域会更喜欢“霸总”言情、武侠等；日

韩更偏爱中国古代题材，融合动漫中的热血元

素；欧美市场倾向于悬疑推理、科幻等。“了解

不同国家或地区受众对网文类型的偏好，才能

更好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市场开拓运营。”

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能跨越国界、语言

和文化，“圈粉”海外读者？“这离不开精彩的

故事、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或热

血或感动的共通情感。”在阅文集团首席执行

官侯晓楠看来，无论是《斗破苍穹》《全职高

手》中的成长和梦想，还是《庆余年》里的英雄

情怀，“人类共通的情感，是好故事吸引全球

读者的基础”。

全业态  立体走进海外生活圈

业内指出，从文本出海、IP出海、模式出海

到文化出海，经过多年发展，网络文学出海之

势渐成规模、传播半径不断延伸、覆盖范围持

续扩展，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

最具活力的创新载体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多样化IP形态，立体

可感地走进全世界用户的日常文化生活。

中文在线首席运营官杨锐志说，以前玄

幻仙侠是传统网文主力，近年来科幻、悬疑、

都市题材在出海比例中有所增加。起点国际

上，网文作家成为海外青年热门兼职，近95%

东方奇幻题材作品，有的直接以中文命名角

色，在主题设定、内涵都带着浓浓“中国味”。

这份“中国味”通过热播IP改编剧，融入

海外生活圈。比如在泰国，“现象级IP剧”《花

千骨》热播期间，众多青年男女不约而同使用

一款“makeup”肖像处理软件，把自己的照片

处理成剧中“妖神妆”。不少韩国艺人成了网

文《琅琊榜》改编的同名剧忠实粉丝。近年

来，以宋代历史和美学为原型的《卿卿日常》、

描绘明代家国情怀与美学风貌的《清平乐》等

改编剧在海外持续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展现

中华文明魅力。

中国网文IP动漫改编也与文本输出“双

线共振”，热门IP促使动漫向日本“反向输

出”。李玮以网文《从前有座灵剑山》为例，该

作品不仅在日本大受好评，其动漫改编剧迅

速引发日本“御宅族”关注，收视火爆，同名改

编漫画也长期位居人气榜TOP3。今年，根据

网文《全职高手》改编的日语版动画大电影

《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在日本官宣定档，消

息一出引发日本“全职”粉丝强烈关注，屡屡

登上热搜……

中国网络文学的诸多设定、元素、叙事原

则，甚至发展业态都在海外文化工业中落地

“再生”。比如，泰国大量收购中国网络文学

IP改编剧的翻拍权，上线泰版《杉杉来吃》《如

果蜗牛有爱情》《狐狸的夏天》等影视剧，融入

浓厚泰国文化元素，实现本土化生长。借鉴

融合了中国网文诸多特色的《全知读者视

角》，成了韩国一部国民级小说，长期高居韩

国Munpia平台付费榜首位；集齐逆袭、复仇等

元素的爆款剧集《财阀家的小儿子》，以其“爽

点”密布的网文味道引发广泛热议。这些现

象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中国网络文学强大的

辐射力。

多国作家齐聚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越来越多海外年轻人走上网文写作道路

中国网文出海“圈粉”靠什么

郑振铎，著名文学家、藏书家、出版家，对

于他和家人分多次将包括近十万册藏书在内

的毕生收藏捐赠给国家，很多人有所耳闻，

却并不知道背后曾付出多少艰辛。近日，一

本1939年郑振铎日记现身上海，牵出他抗战

期间在上海奋力抢救中华古籍善本的经历以

及心路。这是郑振铎研究近年来的重要发

现，引发学界关注。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本日记由钢笔书

写，首页签名“西谛”，后题“郑西谛所

遗，应为妥善保存”。卷尾附购书记录一

页，金性尧等十九人家庭住址及电话两页。

此本日记相当完整，内容从1939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总共365天一天不落，甚为难

得。并且，它详细记录郑振铎日复一日的买

书情形，不少内容能与其所著 《劫中得书

记》相对照。

抗战爆发以后，江南许多著名的藏书楼

毁于战火，数辈珍藏的典籍损失惨重。郑振

铎存于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两万多部藏

书毁于“一 · 二八”和“八一三”。随着时

局日益艰难，幸存的古籍善本也被大量抛售

变现，许多平时不易见到的善本孤本频繁出

现，吸引各地书商纷纷赴沪抢购。郑振铎不

仅每日赶赴书摊，还嘱咐相熟的书贾，如来

青阁杨寿祺、中国书店陈乃乾等人，收到好

书第一时间告知他。9月13日，他在日记中

透露，自己和赵万里为了购买沈宝昌（上海

知县） 遗书中的 《资治通鉴长编》，去唯一

拍卖所参拍，出价至五百四十元还是未竞

得。他在9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陶兰泉

（陶湘） 将彩色 《程氏墨苑》 售出，获此可

忘百忧。余得此，版画史之完成可以无踌躇

矣”。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天一阁

旧藏，必欲得之。理欲购之书，约八十余

种，不知其价能为余力所胜任否？”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1939年上半年，郑振

铎还是以个人之力收购，但下半年起，市面上

的书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买不起了。为了

筹措买书款，郑振铎辗转腾挪，想尽办法。例

如，他把自己的一些旧书卖给北平图书馆变

现，尽管所得不多，却感叹道“归之公家，还可

以见到”。很多时候，他也不得不与朋友一起

完成购买，借助更广泛的力量去保护中华古

籍善本。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他提及“请

菊生（张元济）、柏丞（何炳松）、秉坚、风举（张

凤举）商购书事”，这正对应文献保存同志会

成立的背景。为避免民族珍贵文献落入敌伪

手中，1940年开始，郑振铎与张寿镛、何炳松、

张元济、张凤举在上海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

志会，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共抢救近五万

册私藏珍本。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日记甚至揭示，因郑

振铎嗜书如命、买书耗尽家财，家庭矛盾数次

发生，以至于他借日记吐露“做一庸碌之人，

一定幸福得多”。但到了第二天，他依旧一头

热地去买“失之不可复得”之书。“见到的书不

少，得到的书也不少。为了书而生的烦恼也

不少，所收到的闲气也不少。”郑振铎在10月

16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

从事文献学术研究的蔡董妍认为，日记

作为一种及时的记忆书写，它能补充丰富历

史的宏大记忆，为后人提供重返历史现场的

一些生动细节。这本1939年日记，让人们认

识到一个更加真实有温度的郑振铎，以及他

为彼时动荡中的祖国保存文化薪火之不易。

郑振铎    年日记现身上海，牵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抗战期间，一代大家奋力抢救中华古籍善本

12月10日，与观众们暂别了两个月的

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舍将重启。为丰富

观众观展体验，该馆除了重磅推出“对话

世界”文物艺术系列的第三个大展“对话

达 · 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

展”，馆内部分常设展览也将重新免费开

放。其中，书法馆和绘画馆将在换展更新

后回归，展出的唐代 《草书法华玄赞卷》、

元代夏永 《丰乐楼图页》 等多件首次亮相

或难得一见的书画精品引人关注。

“虽然是常设展，但我们一直当成特展

在办，每次换展都力求有一定数量的新面

孔精品出现，所谓常展特办、常办常新。”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介绍，位于

人民广场馆舍三楼的上博历代书画两馆是

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书画分开、系统展示中

国古代书画通史的常设展，通常每半年更

换一次展品，自1996年以来27年间向观众

展示了约600件书画名品，可视为一本鲜活

的中国古代书画教科书。此次书画两馆将

呈现精品文物共计117件，并继续沿袭将首

次展示、久未露面及用于特展的佳作融入

常设展内的经典思路，新增书画精品、新

品十余件。

唐代草书精品首次在常设展亮相

以中国历代书法馆为例，唐代佚名的

《草书法华玄赞卷》是首次在常设展亮相。

唐代墨迹本就极为罕见，唐人写经自二十世

纪初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之前，世间流传

稀少，且书体多为楷书，草书并不常见。在

书法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草书当学张旭、怀

素。两人被称为“狂草书艺的双子星座”，说

明唐代草书的卓越成就。《草书法华玄赞卷》

虽为佚名，但笔意圆浑古淡，体现了唐代草

书的整体高水准。此卷系《法华玄赞》残卷，

存第六卷《信解品》部分内容。《法华玄赞》由

初唐高僧玄奘门人窥基撰述，又名《妙法莲

华经玄赞》，分六门科解释《妙法莲华经》。

有异文，卷中“世”字缺笔避唐太宗李世民

讳。除了自身的艺术性，此卷流传有序，曾

经董其昌、清内府收藏。董其昌对其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宋四家皆从此出。”

《行书章侯帖页》出自北宋米芾之手。

他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能诗

文，擅书画，精鉴别，好收藏名迹。此帖又名

《恶札帖》，系米芾致友人“章侯”私札，字大

如钱，结体紧密，用笔沉着痛快，气韵萧散，

筋骨内敛，得颜真卿丰筋多力之意。

《元史》本传云：“（赵）篆籀、分隶、真、

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足

见元代赵孟頫的书法成就之高。此次展出

的《行书十札卷》是他书法功力最好的壮年

之作，涵盖了42岁至44岁间写的十封信札，

其中九札致姻亲石岩，一通寄亲戚高仁卿，

合装为一卷。凌利中介绍，这是收信人特意

收藏的，说明在当时人们已经视赵孟頫的墨

迹为珍宝。

唐伯虎真迹呼应“对话达 ·芬
奇”特展

中国历代绘画馆此轮换展也新增多件

书画精品。其中，出自元代界画高手夏永之

手的《丰乐楼图页》，为首次公开展出。界画

的高峰在宋代，到了元代，受文人画影响，延

续这个创作传统的画家不多，夏永是少有的

其中之一。他最擅长画亭台楼阁，取法元初

宫廷画家王振鹏，尤以小幅见长。此图虽不

大，但内容极为复杂精准——图绘丰乐酒

楼，据记载，为南宋临安涌金门外临湖的酒

楼。崇楼杰阁，外绕石墙。门外一人俟立，

门口两人交谈，一人骑马而来，一仆背囊随

行，两人牵马坠镫。图页以界笔直尺引线，

界划精密，补以高树垂柳，远山小景，细笔勾

皴。上端小字楷书《丰乐楼赋》，肉眼难以辨

认，观众须放大后才能看清所书内容，体现

了创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准。

“明四家”之一唐伯虎的《黄茅小景图

卷》构图奇险，用略带“写”意的长皴作太湖

滨幽奇处，名曰“熨斗柄”，款署“吴趋唐寅

作”，字体瘦硬欹侧、体势偏长，可判断大约

作于二十七八岁时，此图应是今见唐伯虎画

作中较早的。作成后，先为邻里、好友张灵

题引首、本幅，后为明丘舜咨、曹起莘、王越

石，清徐守和、吴亦先、陆沅、潘奕隽、陆恭、

顾文彬等陆续收藏。

凌利中告诉记者，这幅作品的选择是

为了呼应“对话达 · 芬奇——文艺复兴与

东方美学艺术特展”。唐伯虎是和达 · 芬奇

处于同一年代的艺术家，两人都是年少成

名，对于艺术的理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活跃的地方是十五世纪东西方两大艺术重

镇吴门地区与佛罗伦萨地区。“因为空间有

限，这次特展遴选了18件文艺复兴艺术珍

品和18件上博馆藏的中国古代绘画传世名

作进行同场对话，如果观众还想了解更多

十五世纪吴门地区书画艺术，可以来书画

馆再看看。”

米芾赵孟頫夏永唐伯虎等多件名作精品或首次亮相或难得一见

上博书画常设展换展更新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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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舍三
楼的上博历代书画两馆是目前海内
外唯一的书画分开、系统展示中国古
代书画通史的常设展，通常每半年更
换一次展品。此次书画两馆将呈现
精品文物共计   件。

▲唐伯虎《黄茅小景图卷》（局部）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