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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了看不懂，复杂了读起累，博物馆
各出奇招让“文物名片”看起来不再累人

唐伯虎作画的小心思
你能否找得出来？

为迎接暑假，重庆众多博物馆根据自身特色，策划推出
形式多样的陈列展览。然而有观众反映，一些文物说明只有
三言两语的简单信息，无法了解其丰富内涵，影响观展感受。

文物说明是观众了解展品最直观的途径之一，相当于自
我介绍的名片，那么这张名片上的文字该如何表述，才能更好地拉近
观众与展品之间的距离？

近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博物馆，打探它们在文物说明牌上取
长补短的创新举措。

1
文物说明牌众口难调

记者走进我市一家博物馆看
到，该馆为了方便观众了解文物故
事，在重点文物下方摆放了超过
200字的详细文物说明，但受限于
文物说明牌的尺寸，这些文字密密
麻麻地挤在了一起。

展厅里，家住九龙坡区的市民
刘芳宇一边大声在父亲耳边读着
说明牌，一边拽着想要去看下一个
文物的儿子。“父母年龄大了，想看
清楚这些文字确实不容易，我知道博
物馆里不该大声交谈，但遇到他们感
兴趣的文物，又不舍得让他们错过。”
看着已经跑远的儿子，刘芳宇话语里
带着些许无奈，“娃儿看久了就没有
耐心了，一路走马观花图个新鲜，文
物的故事背景不愿意再了解。”

“看多了，莫说娃儿不愿意看，我
一个大人都觉得累。”一旁观展男士
的一句笑言，化解了刘芳宇的尴尬。

刘芳宇的尴尬被化解了，可博物
馆说明牌的尴尬又该怎么破？这并
不是一两家博物馆里的个别现象，而
是全国大多数博物馆面临的难题。

“青铜器的说明牌上好多生僻
字既看不懂，又读不出，孩子问我，
我也不知道该问谁。”

“说明牌上就写了个文物名
字、尺寸、年代，其他信息一律没
有，这样的展览让人怎么看？”

“我们不是专业学者，文物说明
牌上一堆专业文字，对普通人太不
友好了，读个说明牌还要找百度。”

……
面对观众对文物说明牌的众

多需求，重庆市博物馆协会会长程
武彦认为，从众口难调到众望所
归，博物馆从业者才是真正的破局
者，“博物馆的文物说明不用局限于
说明牌的方寸之间，文字说明也应满
足不同观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2
唐伯虎作画加入了小心思？

如何破局？重庆各大博物馆
早就开始了各自的创新尝试。

2024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推出“人间有味是清欢——明清
画境中的生活景象”展览，其中的
文物说明牌就得到了众多网友的
一致赞誉。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懂展览
中的国家一级文物《唐寅临韩熙载
夜宴图》，策展人专门在文物旁边
制作了一块巨大的手绘“黑板报”，
将唐寅对原版《韩熙载夜宴图》的
修改用文图的方式一一标出。这
幅巨大的文物说明牌，也成为了展
览中最吸引观众的地方。看一眼
图画，读一段文字，再比对着原画
找一找，成为观众的一大乐趣。

为何会想到制作这样的文物
说明牌？

展览策展人王麒越道出了答
案——抓住观众的好奇心。“很多人
都知道这幅国宝是唐伯虎临摹前人
而成的画作，那么大家一定好奇，唐
伯虎有没有在里面加入自己的小心
思。恰好，唐伯虎确实这么做了。
于是，我们就想到，把唐伯虎这些小
心思单独提出来，和原画进行对比，
增加观众看展的兴趣，也让大家能
够读到更多文物故事。”

在王麒越看来，只有拉近文物
藏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才能让观
众同博物馆里的这些“历史见证
者”有对话、有共鸣。

3
让恐龙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自然博物馆的观众群体以青
少年为主，所以我们决定，借助AR
技术，为化石标本加上‘血肉’，由

它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重庆自
然博物馆馆长高碧春说，博物馆不
仅努力让文物说明更加生动，而且
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推出了
数个版本的文物说明。

高碧春介绍，每一位恐龙明星
的故事都不同。比如，合川马门溪
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巨
型蜥脚类恐龙化石，将承担全景式
讲解化石发掘的故事，“我们计划
通过AR技术，将近40吨的化石发
掘过程再现在观众眼前。同时，这
具体长24米的庞然大物，也将穿
越时空而来，出现在观众面前。”

“我们发现，对幼儿及小学年
龄段的观众来说，他们更喜欢看到
以动画片为主的讲解。中学到大
学的观众，则更喜欢听专家的详细
讲解和看电脑合成恐龙的科普内
容。”高碧春说。

基于此，重庆自然博物馆推出
了3个版本的内容。其中，青少年
版通过可爱的动画形象、有趣的动
画场景，生动地还原标本的故事。
亚洲象、双角犀鸟、草原犬鼠等一
众贝林厅里的“明星”都在此列。

而普及版则以3D形象，全方
位展现化石标本背后的故事。上
游永川龙、重庆江北龙、许氏禄丰
龙等一众恐龙厅里的大明星，被划
归到了普及版之中。

在专家版中，高碧春将现身，
亲自为游客们进行专业讲解，让游
客更加清晰地了解精彩纷呈的动
物世界。

在高碧春看来，文物标注和文
字说明，是参观者获取相关信息最
直观、最简单的方式，让说明牌兼
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并生动起来，一
件件文物也就变得具体而鲜活。

4
秦良玉的刀还能“摸一摸”

秦良玉的刀、青铜鸟形尊、南
宋金腰带……在这个展览中，观众
不仅能近距离欣赏展品，还能上手
摸一摸它们。三峡文物科技保护
基地正在通过这样的尝试，深
度聚焦博物馆与观众的互动
议题。

为何要做这样的探索？
展览策展人喻子曦坦言，是
为了打破残障人士特别是视
障人士与博物馆的距离——
通过复制文物，让文物本身成
为一块可以触摸的说明牌。

展览中的无障碍展线实验
将无障碍设计的理念与博物馆
策展的方法论结合起来，通过对
无障碍设施（无障碍导览图、盲文
展签、可触摸展品等）、无障碍信息
交流、无障碍服务等多个板块的设
计提升，保障更多人参观动线的连
续性和完整性，满足其在展览及周
边环境中行、听、看、休息和交流等
方面的活动需求，营造出博物馆场
域下的无障碍参观环境。

那么复制出来的展品与文
物原件有区别吗？

喻子曦说，从外形观感
和触感上来说完全没有区
别。为了能让观众真实
感受文物本体的手感，
无论是文物的花纹，还

是文物身上的斑斑锈迹，都和原
件没有差别。

除了“无障碍展线实验”探索
无障碍参观的可行性之外，展览
还特别设置了另外9个引人深思
的互动实验——“热门问题回复
实验”解答观众最关心的热点问
题，“展品提问实验”鼓励观众以
展品视角发问，“观众问题墙”与

“博物馆问题墙”可让双方的声
音被听见。这些实验不仅趣味
横生，更富含深意，旨在激发公
众对博物馆文化的深度思考与
参与热情。

面对文物说明牌众口难调的
难题，重庆的博物馆正以创新破
局：或借生动图画放大细节，或用
科技分层讲述故事，或凭触感复制
品消除壁垒。这些实践的核心，在
于跳脱方寸之间的局限，以多元手
段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让孩
童看得有趣，让长者看得清晰，让
视障者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当
文物说明不仅是冰冷的标签，而成
为开启对话、激发共鸣的钥匙，博
物馆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古今、服务
大众的文化殿堂。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
晟 实习生 胡思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观众通过
文物说明牌，仔细对比《唐寅临韩熙载
夜宴图》与原作的不同（资料图片）。

在重庆自然博物馆，小观众利用AR眼镜看到了“复活”的恐龙化
石，听到了生动的讲解（受访者供图）。

借助 3D全息投
影，重庆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复活”宋元战
争时期重庆城的指挥
中心。李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