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文化城在哪里？就在之江度假区里，主要集中在

度假区的核心区块和转塘集镇区块。

“一院四馆两公司”的浙江文化城是浙江省建设“文

化强省”的重点文化项目，建成后将成浙江文化新地标，

一边是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一边是图书馆和博物馆。前

者的毕业设计、包豪斯设计展以及各种音乐会，为大家奉

上了视觉和听觉大餐，后者用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洗涤我们

的心灵。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浙江文化城，为什么偏偏钟情于之江板块？其实，

早在我省确定要建设浙江文化城之前，相关部门进行了大

量的选址调研工作。包括之江、良渚、海宁等地。经过多

轮比较，之江新城胜出。之江新城，是目前杭州市区范围

内，可开发建设面积最大、环境最优、潜力最大的新城之

一。范围包括东到九溪，西到金家岭，北到龙坞，南与富

阳交界。这一块“风水宝地”，几乎占尽杭州的优质资

源：西湖边、钱塘江畔、连绵青山包围之中。目前，浙江

文化城规划在之江度假区的核心区域，浙江文化城会建在

珊瑚沙水库的西侧，文化城占地1000亩。

浙江文化城建成后，有浙江图书馆新馆、浙江省博物

馆之江新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浙江文学馆，基本

上采取的模式，就是把这些馆的总部新馆，放到浙江文化

城，而原有在主城区的这些馆，还是会服务市区的市民。

浙江文化城的建设，将带动了之江地区交通等配套

建设。已经通车的之江大桥，把之江和滨江、萧山紧密

连接起来，之江路不再需要承载巨大的进出城车流，恢

复了景观大道的本色。另外，位于杭州绕城高速与西湖

景区之间，还将建设紫之隧道，双向六车道，预计2016

年通车，是杭州最长的隧道。到时候，开车从紫金港路

到之浦路，按照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约15分钟就能到

达浙江文化城。

有专家预言：2015年以后，之江板块，也就是未来

的浙江文化城，尤其是“四馆”，绝对会成为浙江文化

新地标。

浙江文化城建设将以项目为依托，集中产业布局，突

出文化城的概念、营造文化城的氛围，实现公共文化事业

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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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 2012 年大事记
2012年1月8日，“天趣逸情——馆藏明清花鸟画精品

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幕。

2012年1月13日，“曹其镛先生夫妇捐赠中国古代漆

器签约仪式”在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举行，浙江省博物馆

馆长陈浩与曹其镛先生签署《浙江省博物馆与曹其镛先生

夫妇关于捐赠漆器藏品的协议书》。

2012年1月13日，“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60年成果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幕。 

2012年1月17日，我馆桑椹副研究馆员编纂的《历代金

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一书（五卷本）荣获“浙江省第十六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研究类一等奖。

2012年2月7日至11日，日本国东市访问团一行5人

（国东市市长三河明史、国东市教育长山本泰光、国东市

历史体验学习馆协议会会长乡司信义、国东市历史体验学

习馆副馆长永松美雪、国东市历史体验学习馆主查林贵

史）参访我馆，本次参访是双方第14次友好交流活动。

2012年3月6至11日，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浙

江省文物鉴定中心主任柴眩华、浙江省博物馆工艺部主任

范珮玲、浙江省博物馆技术保护部主任郑幼明以及工艺部

陈亚萍、石超等一行6人，赴香港曹其镛先生家中开展有关

漆器捐献的选取等相关工作。

2012年3月22日，浙江省博物馆与杭州市朝晖街道玉

公桥社区签订《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协议》。

2012年3月28日，台湾“清玩雅集”社团一行30余人

参访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2012年3月30日，“古镜今照——中国铜镜研究会成

员藏品集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

2012年3月30日，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吕理政一行4人

参访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2012年4月8日至9日，浙江省博物馆第二党支部、团

支部和第一、第三党支部支委在馆党委副书记杨铿的带领

下前往长兴博物馆交流学习。

2012年4月19日，“古典与唯美——西蒙基金会收藏

雕塑、绘画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幕。

2012年4月25日，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黄健全到浙江

省博物馆武林馆区调研工作，浙江省文化厅计财处处长方

培新、办公室副主任骆威陪同调研。

2012年4月28日，“浙派集英——明代浙派绘画珍品

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幕。

2012年5月7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李树

文、吴恒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到浙江

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检查工作。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

国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一同参加检查。

2012年5月12日，“明代浙派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举行。

2012年5月16日至18日，为迎接第36个“国际博物馆

日”浙江省博物馆在中国计量学院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越

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图片展。

2012年5月18日，浙江省博物馆在“2011年度博物馆免

费开放最佳做法”评选活动中荣获“最佳宣传推广奖”。

2012年5月24日，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与浙江省

博物馆合办的“有情世界——丰子恺的艺术”展览在香港

艺术馆开幕。

2012年5月29日，朱从玖副省长一行到浙江省博物馆

孤山馆区考察，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杨越光，浙江省文化

厅副巡视员、省文物局副局长陈官忠等陪同考察。

2012年5月30日，浙江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金兴盛到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调研，省文化厅办公室主

任柳河陪同。

2012年6月7日，浙江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金

兴盛到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调研，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

柳河陪同。

2012年6月8日，“紫玉金砂——浙江长兴紫砂茗壶特

展”在浙江省博物馆隆重开幕。

2012年6月8日，《走近浙江省博物馆系列丛书》被评

为“2011年度文化遗产优秀图书”。

2012年6月9日，“浙江省2011年度博物馆免费开放最

佳做法”评选结果揭晓，浙江省博物馆荣获“最佳综合示

范奖”。

2012年6月9日，在我国的第七个“文化遗产日”，

浙江省博物馆在孤山馆区启动了“小学生走进文化遗产

日——我是文化遗产小使者”主题活动。

2012年6月9日，“唯印示信——馆藏印章展（一）”

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

2012年6月16日，韩国国立公州博物馆馆长金承熙一

行参访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2012年6月21日，浙江省博物馆第二党支部被评为

“省级文化系统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我馆党委副书记

杨铿被评为了“省级文化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徐永

盛、钱虹两位同志被评为“省级文化系统优秀党员”。

2012年6月24日，毛里塔尼亚文化、青年与体育部部

长茜赛·布瓦德一行参观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2012年6月25日至28日，浙江省博物馆配合浙江省文

物局承办“2012年全省博物馆藏品保管培训班”。

2012年7月5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浙江省博物馆承

办的“惠世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在浙江省

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幕。

2012年7月14日，“意在神全——西泠八家书画印精

品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幕。

2012年7月17日，墨西哥驻上海总领事罗兰多·加西

亚参访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2012年8月7日，“江南晨曦——良渚文化展”在浙江

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

2012年8月19日，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萧丽娟女

士、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邹兴华先生参访浙江省博物馆武

林馆区。

2012年8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在浙江省副省长王建满陪同

下，到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参观考察。

2012年8月28日，“神舟九号”航天员景海鹏、刘洋

一行30余人参观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2012年9月7日，由西泠印社、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

省博物馆主办的“朱痕积萃——中华珍藏印谱联展”在浙

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幕。

2012年9月7日，“浙江省博物馆2012年学术委员会会

议”在孤山馆区贵宾室召开。

2012年9月13日，“浙江省博物馆中长期发展规划纲

要专家论证会”在孤山馆区贵宾室召开。省文化厅副巡视

员、省文物局副局长陈官忠，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

处处长杨新平，原省文物局副局长陈文锦，中国丝绸博物

馆馆长赵丰、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严建强等专

家对规划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了意见。

2012年9月18日，“浙江省博物馆陈列展览委员会、社

会教育委员会成立暨2012年会议”在孤山馆区贵宾室召开。

2012年9月24日，浙江省博物馆赴韩国国立光州博物

馆举办的“浙江名宝展”开幕。

2012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

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32个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

地区、296个先进单位和198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浙江

省博物馆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12年9月27日，“天涯共此时——浙江省博物馆中

秋国庆音乐会”在浙江省博物馆在武林馆区举行。

2012年9月28日，“山哈风韵——浙江畲族文物特

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

2012年10月15日，“2012黄宾虹与现代艺术思想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报告厅举行。

2012年10月17日至10月20日，浙江省博物馆组织优

秀志愿者和部分讲解员赴福建省泉州市、厦门市两地的博

物馆学习考察。

2012年10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到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视察。

2012年10月28日至30日，浙江省博物馆赴北京全国

农业展览馆参加第五届“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

会”，并获“最佳展示奖”。

2012年10月28日,“曾在曹家——曹其镛先生夫妇

捐赠中国古代珍贵漆器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开

幕，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委常委、秘书长赵一德，副

省长郑继伟，原省政协主席周国富等领导参加开幕式并参

观展览。

2012年11月1日，“大雅久不作——寻觅朱家济先

生”展览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

2012年11月3日，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

杰、波士顿博物馆中国部主任盛昊等一行7人，在浙江省博

物馆副馆长许洪流的陪同下，参观了浙江古窑址标本中心。

2012年11月8日至11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

业委员会主办，浙江省博物馆承办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

馆学专业委员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

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61家博物馆和高校的近90名博

物馆学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博

物馆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到会祝贺并作主旨报告。

2012年11月17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张

柏、荣誉理事长马自树一行到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参观

了“惠世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和“曾在曹

家——曹其镛夫妇捐赠中国古代珍贵漆器特展”。

2012年11月21日，浙江省博物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专题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2012年11月25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原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为新招

募的志愿者们作了题为“浙江历史文化解读”的讲座，并

且就自己的志愿者工作心得体会与年轻的志愿者们进行了

交流。

2012年11月27日，“浙江省博物馆第三届职工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在孤山馆区报告厅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浙江省博物馆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和

《浙江省博物馆在编职工各类假期规定》、《浙江省博物

馆值班管理暂行规定》、《浙江省博物馆考勤管理暂行办

法》、《浙江省博物馆年休假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

2012年11月30日，“纪念朱家济先生110周年诞辰学

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贵宾室召开。

2012年12月10日，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

院长李建华来到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参观了“越地长

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和“曾在曹家——曹其镛夫妇

捐赠中国古代珍贵漆器特展”。

2012年12月17日，“如翠似玉——龙泉现代青瓷艺术

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

2012年12月18日，“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

开幕。配合本次展览，浙江省博物馆还同步举办“2012海

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及文化影响”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12年12月20日下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宣传

部长葛慧君一行在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的陪同下，来到浙

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调研文化场馆建设情况。

2012年12月22日，“浙博伴你共成长”教育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暨“亲情合璧、烂漫画意——丰子恺漫画创意

赛”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举行。

始建于1929年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浙江省内集收藏、研

究、教育和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

馆。2008年，浙江省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2009年，被评为“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在省

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浙江省博物馆建馆

80余年来经历过多次建设。目前，浙江省博物馆各馆区

的总建筑面积约为40,000平方米，其中陈列展览面积为

13,000平方米。

为加快浙江文化强省建设，充分展示浙江深厚的文化

底蕴，提升浙江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2012年12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决

定在之江板块新建浙江省博物馆之江新馆，建筑面积10万

平方米。

之江板块，在未来的三年里，将崛起一座大规模的浙

江文化城，除了现有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去年浙江音乐

学院已经破土动工，包括浙博之江新馆在内，还会有浙江

图书馆新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浙江文学馆以及两

家文化产业公司等文化设施。

在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局的领导下，浙江省

博物馆全馆干部职工统一思想，抓住机遇。2013年1月

初，由六位馆领导带队，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分三组对国

内已建成、在建及扩建的大型和特大型博物馆进行考察

和学习，馆长陈浩和党委副书记杨铿带队奔赴辽宁省博

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刚和雍泰岳带队奔赴山

西博物院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沈

军甫和许洪流带队奔赴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就场

馆建设、功能分区等方面进行考察和学习，并与相关人

员进行座谈和交流。

结合考察和调研不难发现，浙江省博物馆无论是场

馆规模还是观众服务设施等都与同级同类博物馆存在较

大的差距。比如，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10万平方

米，山东省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湖北省

博物馆三期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三馆的陈列展览面

积都达到了总建筑面积三成左右，另外陈列展览区的层

高、展览拓展空间、观众服务设施等也都达到或超过了

国际博协的标准和要求。考察结束后，各小组结合各组

实际分别撰写了内容详实的考察报告，为《之江新馆设

计任务书》的编写奠定了基础。截止目前，《之江新馆

的设计任务书（讨论稿）》已经历了七次较大的改动并

在继续完善中，根据要求，拟于3月15日前完成送审稿并

上报浙江省文化厅。

此外，浙江省博物馆在上级主管单位的领导下理清

思路，积极推进：（一）在部门层面分别组织召开之江新

馆展陈内容和功能分区的专题讨论会；（二）起草了《之

江新馆设计任务书（讨论稿）》；（三）在全馆范围内就

《之江新馆设计任务书（讨论稿）》广泛征集意见和建

议，鼓励广大职工积极献言建策；（四）组织召开了多个

层面《之江新馆设计任务书（讨论稿）》的咨询会，其中

包括馆领导讨论会、业务人员咨询会、中层管理人员咨询

会以及馆外领导专家咨询会等等。

通过多方咨询和讨论，浙江省博物馆拟定了之江新馆

以弘扬先进文化为宗旨，以浙江古代历史文化、浙江近现

代历史和浙江近现代革命历史为主题、以浙江艺术特色为

专题，以保护、研究文化遗产和举办、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完美，富有时代精神、贴近人民群众的陈列展览和活动

为己任，集收藏保护、陈列展示、宣传教育、休闲服务于

一体的现代化的人文科学博物馆的功能定位。

浙江省博物馆将以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强省、着力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为目标，建设地域文化与时代

精神有机结合的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

物馆，拟将之江新馆建设成为：

1）收藏和保护浙江历史文物和近现代艺术珍品的重要

机构；

2）展示浙江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革命历程的窗口；

3）对人民群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乡

土教育的基地；

4）以历史文物和近现代艺术珍品为主要媒介的国内外

文化交流的平台；

5）广大观众的智性休闲的场所。

当前我国的博物馆建设日新月异，回顾浙江省博物馆

八十余年的历史，每一次的改扩建都成为了发展的契机，

我们坚信之江新馆的建设不仅是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

成果，也必将成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建设之江新馆，浙江省博物馆发展的新契机

浙博办公室

背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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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久不作——寻觅萧山朱家济先生特展”在萧山博物馆展出

为纪念朱家济先生诞辰110周年，应萧山博物馆的邀

请，浙江省博物馆原创的“大雅久不作——寻觅萧山朱家济

先生特展”来到萧山，于1月7日在萧山博物馆正式展出。浙

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出席开幕式并致词。

朱家济先生是中国杰出的文物研究和保护专家，新中

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工作者，也是20世纪杰出的书法家与书法

教育家。祖籍浙江萧山。1929年，时年28岁的朱家济先生

应马衡院长之请到故宫博物院工作，1935年又到故宫博物院

南京分院工作，1953年回故乡担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

任委员，负责浙江全省地面文物的保护维修并兼任组长，从

此一生与文物结缘。1963年，朱家济先生受聘于浙江美术学

院，兼任中国画系书法篆刻科专业教师，讲授书法和古典文

学，成为中国书法教育史上大学本科书法专业的第一代书法

教师，为书法艺术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家济先生与浙江省博物馆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自

1962年浙江省文管会与浙江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后，原文管

会的全部业务归属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先生也就成了浙

江省博物馆的一员。此后，先生与其胞弟及子女多次向浙

江省博物馆捐赠其家藏文物，极大地丰富了浙江省博物馆

的收藏。

共同展示、彰显中国杰出人物的成就与贡献，传播优

秀文化遗产，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责之一。本次展览，由浙

江省博物馆在朱家济先生捐赠的大量文物中遴选了部分具

有代表性、能真实反映其工作、学习、生活的文物，并经

萧山博物馆的精心布展，相信会给萧山观众还原一个真实

的朱家济先生。

2013年1月23日下午，冬日阳光明媚，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三楼报告厅热闹非

凡，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原浙江省省长、浙江省博物馆志愿者吕祖善

为观众作了“浙江历史文化解读”的讲座，

此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了第三场，这次，来自

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近百位同志聆听了

吕祖善的解说。

讲座伊始，吕祖善谦虚地表示，自己

来博物馆做志愿工作已近一年，为常设陈列

“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览作

志愿讲解，自己虽然不是历史专家，但是通

过翻阅、搜集资料，请教历史专家，深感浙

江人民从在蛮荒之地上生存之始，通过自强

不息的拼搏、奋斗，发展到经济

发达、文化昌盛的富庶江南，对

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

浙江人，要把这首越地长歌不断

嘹亮地传唱。

二个小时的讲座，与前两次

相比，吕祖善又增添了不少新内

容，他不拘泥于陈列内容，深刻

揭示文化蕴含的精神意义，从经

济发展现象说明社会状况，旁征

博引，以今喻古，通俗易懂，让

沉睡的历史顿时鲜活了起来，获

得了听众们的一致欢迎和肯定。

文/蒋 琳  图/雍泰岳

浙博技术部

志愿者吕祖善为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作《浙江历史文化解读》讲座

2012年12月28日，浙江省博物馆技术保

护部主任郑幼明等人员参加了由浙江大学主

持的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暨实践基地授牌

仪式，根据浙博与浙大签署的实践基地建设

和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浙博正式成立浙江

大学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

近年来，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

发展，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需求，浙

江省博物馆等文物博物馆单位在积极加强

自身科研能力建设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

新的发展模式。通过与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等系统外单位开展项目、课题合作，有

力整合了社会优质科技资源，在一些关键

技术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并初步形成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浙江省博物馆与浙江

大学合作开展的文物环境控制方法研究、

饱水木质文物真空冷冻脱水研究、濒危石

质文物加固材料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

效。这些都为博物馆与大学合作成立实践

基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浙博作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区域创

新联盟的主要成员单位，实践基地的建立，

将有助于我馆与浙江大学更加紧密合作，在

资源共享、人才培养等方面，互惠互利，积

极创新，以推动我馆文保科研工作的不断发

展和深化。

2013年1月24日上午，在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三楼报

告厅举办了“武林文博讲坛”

系列讲座在新一年的第一场专

题讲座，讲座名为“数一数二

在 浙 江 —— 浙 江 历 史 文 化 选

萃”。来自浙江省博物馆宣教

部 的 乐 骏 ， 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为在场的一百余位听众，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悠久、灿烂的浙江历史

文化以及对浙江历史影响深远的闪光点。

作为记录浙江历史文明痕迹的浙江

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十分丰富，构成了基

本完整的藏品体系，是窥览浙江悠久历史

文明的绝佳窗口。此次举办的“数一数二

在浙江——浙江历史文化选萃”专题讲座

以馆藏文物中的精品为基础，选取了浙江

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闪光点，从小处和易被

忽视的细节出发，以小见大地展现了浙江

古代先民立足于生存与开拓，而发展出的

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气质和开放进

取、务实创新的文化传统。

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在不乏互动的轻松

气氛下顺利结束，百余名听众深切地感受

到了浙江古代先民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和传

统，像一首不绝的长歌，时刻演绎着那曾

经的辉煌；这种精神和传统将伴随今天的

我们创造更辉煌的文明业绩，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数一数二在浙江——浙江历史文化
选萃”讲座成功举办

浙博成立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

魏祝挺

12月26日上午，来

我 省 出 席 浙 江 省 与 日 本

静冈县结好30周年庆典

的 静 冈 县 文 化 交 流 团 一

行9人访问了浙江省博物

馆 武 林 馆 区 。 来 访 人 员

包 括 静 冈 县 立 美 术 馆 馆

长 芳 贺 彻 ， 静 冈 县 文 化

协 会 副 会 长 铃 木 健 司 等

共8人。浙博杨铿副书记

代 表 浙 江 省 博 物 馆 接 待

了 日 本 客 人 ， 双 方 互 赠

礼 品 。 随 后 ， 代 表 团 一

行 在 带 领 下 参 观 了 “ 越

地 长 歌 —— 浙 江 历 史 文

化陈列”等展览。  

乐 骏

日本静冈县文化交流团一行

访问武林馆区

借力打力

展览是博物馆服务于社会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博物馆

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由于藏品资源、人力资源、

设备资源和经费资源等的局限性，就需要我们在一个更大

的范围内和更多的层次上，实现统筹决策和通力合作，弥

补社会公众与更多的文化资源之间因时空的局限而造成的

阻隔与不便。比如在多个博物馆之间实施“借展”，既可

以实现文化资源的异地共享，又可以大大地降低展览成

本；与一批重点企业（或行业）实现“联展”,“经济搭

台，文化唱戏”，面向企业，服务社会；在省区间、县

市间、乡镇间组织巡展，经常造成一种导向性的舆论氛围

和广泛性的轰动效应，激活广大社会组织和众多的社会细

胞。以2011年度为例，浙江省博物馆共举办馆内临时展览

26个，其中从省外博物馆引进5个文物精品展，国外引进4

个文化艺术展。如“荆楚遗泽——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

土文物特展”、“朔地恋歌——宁夏岩画特展”、“名人

名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枪械珍品特展”等。

此外，民间收藏日渐繁荣，但绝大多数精品普通观众无缘

相见。浙江省博物馆积极谋求社会服务的新途径，有效调

集、整合民间收藏资源，确定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展”

的办展思路，自2006年起推出了“浙江民间收藏精品走进

博物馆系列特展”，让民间藏品走进博物馆与公众共享，

更便于15%左右喜爱文物鉴赏的观众在短时期内能一饱眼

福。2011年举办的“游心·观止——2011浙江民间典藏大

展”，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样做，可以使博物馆

的文化资源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更大领域，实现

一批博物馆与更广泛的地域性观众群体的知识链接，促成

博物馆文化教育功能的网状式发散和升华。

利用新媒体

21世纪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迫使博物馆已经不能局限在

传统的宣传方式上了，近年来，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自媒体”化。所谓自媒体就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

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

实、他们本身新闻的途径，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

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

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在自媒体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来

自四面八方，“主流媒体”的声音逐渐变弱，人们不再接

受被一个“统一的声音”告知对或错，每一个人都可从独

立获得的资讯中，对事物作出判断。

网络、微博已成为自媒体时代观众参与博物馆活

动的新途径，也是观众与博物馆交流的新手段。面对

28.67%的观众想通过网络参与博物馆的热情，博物馆

人需要重新审视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博物馆应该认识

到，观众对博物馆的参与要求，已经不再限于对博物馆

工作结果进行评价，而希望有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

决策权和监督权。网络对于博物馆而言不应该仅仅成为

简单的“展讯通知”，而应注重双向的信息交流。比

如，在展览策划前期，就利用新媒体进行展前调查，预

测展览推出后的社会效益，并适度调整展陈方案。展览

推出后，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

点，及时更新活动讯息并作展中调查，通过搜集观众对

展览的建议和意见，可以及时应用到下一次展览中去。

此外，博物馆需要认识到，观众不仅是博物馆服务产品

的享受者，也是博物馆工作的支持者，不仅是文化遗产

的欣赏者，也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他们有权利和义务

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事务。

当博物馆应用新媒体与公众交流时，博物馆信息发布

者可以将博物馆“拟人化”，适度发布博物馆内部活动情

况，既可满足公众一窥博物馆幕后的需求，也可帮助人们

了解博物馆业务。博物馆应关注新媒体信息交流对象的需

求，及时发布博物馆各项活动，特别是博物馆与公众交流

活动的信息，让人们与博物馆工作者不仅有网络交流的机

会，也有面对面直接交流的机会，加强人际间情感纽带。

博物馆在新媒体上要构建“粉丝”群体，让交流者喜爱博

物馆，进而信任、支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的官方微博

在较短的时间内已拥有粉丝40000余人，并且粉丝队伍正

日益扩大中。适度地进行网络营销是当前博物馆人需要考

虑的问题。但切忌将网络作为炒作工具，为了提高关注

度，而放任人们随意评说，这将可能对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和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

观众参观博物馆的体验已被纳入浙江省博物馆的评

估体系中。研究博物馆的观众，尤其是对观众进行定期调

研，对博物馆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所谓“知人心”，是博

物馆了解观众心理活动的种种表现，从这些心理活动中

找出博物馆工作改进的目标，减少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矛

盾，密切博物馆与观众的良好关系，通过观众的反应和意

见，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博物馆组织的工作情况，对博

物馆自己有个明确的自我评估，看博物馆是否符合观众的

要求，在哪些方面还存在观众不满意的地方。这样，有助

于博物馆管理者打破从组织者自身利益出发思考问题的局

限，换一个角度来寻求博物馆的发展，使决策更加合理，

使博物馆的行为能得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进而完

善博物馆的微观管理。如果那样，观众就会如留言中所说

“因为喜爱，所以常来”。

2、运用好灯光是文物摄影的关健

用光是摄影的灵魂。文物按质地划分，主要有青铜

器、陶器、瓷器、玉器、书画等。文物的质地不同、形状

不同，拍摄时使用的器材不同，拍摄方法也各不相同，运

用的光线也不一样。

在使用影室灯方面，要求主光1盏，表现文物的主要信

息，还可以配合使用反光板补光；辅光1-2盏，补充主光

的不足，从侧面或背面造出文物的轮廓。

陶器上的绳纹、铜器上的饕餮纹或器物上的附着物

（布纹、席纹等）带有粗糙和有凹凸花纹的器物，运用前

侧光来表现。（沿着拍摄方向并成45°—90°角方向照射

来的光线）

后侧光属于逆光的一种，它能有效地增加器物的立体

感和空间感，对于塑造物体的轮廓十分有效。后侧光一般

要高于器物，使器物至少有两个受光面（上面和侧面）这

样有利于勾勒器物的大部分轮廓。用后侧光拍摄文物时，

曝光值以暗部为标准，兼顾亮部，闪光灯同步线，使各部

分的光比不得超过底片的宽容度。布光时同时考虑主体和

背景，使之达到层次分明，对比适中的效果。

如果后侧光使器物的1/4-1/6处于高光下，3/4-5/6处

于暗面，这时就必须使用辅助光。辅助光不但可以增加暗

部的亮度，充分体现暗部的花纹，尚可减淡后侧光形成的

器物投影，使器物的投影在画面上浓淡相宜，恰如其分。

不过，辅光与主光的强弱要有差别，要在三分之一

级，这样就能形成有效的光比。根据器物质地的不同，光

比也有不同。青铜器的坚硬质感，不能太柔和；陶器、瓷

器宜用较小的光比，使陶、瓷器物体现出柔和、润泽的质

感；金银器使用更小的光比，体现贵重金属的光泽感。

在拍摄文件、图表、字画等平面物体时需用散射光

来照明，散射光的光线均匀柔和，明暗色调接近，投影平

淡，尺寸较大的字画判断光线是否均匀可用测光表测试，

调整两个灯的位置，强弱一样，高低、角度一样，位置也

要对称，对焦点在画面中部，放一张大白纸在地面，与三

面墙反光相同。

拍摄玉器时要使灯光照射方向与相机拍摄方向对称。

这是因为玉器质地滑润，并且大多雕琢有精细的花纹。这

种花纹只有在一定光线和角度下观察才比较显著，所以拍

摄时要利用光线的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原理，采取特殊角

度的拍摄方法，才能使玉器上的柔光和反光连同花纹一起

进入镜头。

3、文物摄影中投影的处理

文物摄影中投影的浓淡及文物在画面上所占的位置与

比重，对衬托主题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须认真对待。

文物摄影光源距器物较近，并且通常需要有主光和辅

助光照明，这就使器物的影子不但明显且处理不妥还会杂

乱，特别是鼎、鬲之类的三足器物，每足有1-2个投影，

当光从两个角度打来时就会出现两个投影。

所以，如果用光不当，投影过浓，势必出现喧宾夺主

的现象；影子过多，互相交错，又有杂乱之感；如果没有

影子，虽然主题也突出了，但器物会有凌空的感觉，或形

同剪纸，效果也不好。浅色器物的拍摄，玉器、石器、骨

器或铜器等可以放在较深色的背景上拍摄，这样既能突出

器物轮廓，也能衬托器物的色调和质感，投影处理在深色

背底上也不明显，不会干扰所表现的器物。所以，文物拍

摄中，处理好投影会增加器物的立体感，起到填补空白、

调整平衡、突出器物造型的作用。

4、文物摄影中背景的处理

文物摄影画面中，背景往往要占去1/2的面积，所以要

充分利用背景，让其为主题和内容服务。

背景色调的选择。在用全色片拍摄时，背景一般采

用深灰的中间色调，而深、浅色调的选择要以器物颜色为

主。完全黑色的背景不利于表现空间感，画面也显得沉

闷，而用一张白纸作背景也起不到衬托作用，所以一般均

不采用。

在彩色拍摄中特别注意背景衬布的色彩对文物的影

响，特别是表现表面光滑的器物，背景色的影响更为明

显，所以在拍摄文物时，为了保留文物原有的真实色彩，

最好不用对比强烈的补色和颜色鲜艳的背景。如果拍摄的

文物颜色偏深，宜采用浅灰色调的背景。

总之，文物摄影不仅需要具备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

还要掌握摄影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拍摄出既有科学研究价

值又有审美价值的文物作品。

王  静

因为喜爱  所以常来
——从观众调察看博物馆与公众关系（下）

赵文慧

馆藏文物数字影像资源在收藏保管中的应用及其价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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