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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文物真正“活起来”：问题与建议

How to Bring Cultural Relics to Life: Questions and Solutions

陆建松  Lu Jian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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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让文物活起来”是新时代文物工作遵循的基本理念和主要使命。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博工作在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和建议：必须坚持正确的文物利用目标导向和价值导向，强化对

文物资源价值内涵的挖掘阐释，做好各种文物利用方式的内容编剧，创新文物故事传播的平

台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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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ing cultural relics to life" is the basic concept and principal miss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 work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a practical issue as well as a theoretical on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ission in China's cultural relic and museum cause and puts up with 
solutions and advic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oper target-oriented and value-oriented us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to strengthen the explo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relic resources. Meanwhile, it is important to design the style of culture relic utilization, and 
innovate the platforms and methods for the spread of cultural relic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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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让文物活起来”：

新时期文物工作的主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文物“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重

要作用，多次强调“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

说话”。

2013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 [1]。2014 年 2 月 2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

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

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

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

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

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2]。

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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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

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3]

为了激活文物的时代价值和当代生命力，

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增强文化自信，必须让

各种文物资源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

文物活起来”的讲话，为新时期如何开展文物

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近些年来，中国文物事业积极响应习近平

总书记的号召，在“让文物活起来”方面积极

探索，大胆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突出表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地博物馆积极举办陈列展览活动。

陈列展览的题材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手段和

表现形式日趋多样。2011-2016 年，全国文博

单位每年举办的展览数量从 1.9 万个上涨到近

2.5 万个，增长 28.3%[4]。

二是重展也重教。围绕陈列展览、藏品和

研究积极开展拓展性教育活动。2018 年全国博

物馆举办展览 2.6 万个，教育活动近 26 万次，

观众达 11.26 亿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 30%、

30% 和 16%[5]。

三是创新文物传播方式。综艺节目、纪录 

片、数字动漫、微信、微博、网站、手机 App、

在线视频等等，例如《国家宝藏》《我在故宫

修文物》《如果文物会说话》和网络版《清明

上河图》等，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四是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适应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各地博物馆

积极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推动文物与观众、

展览与教育的结合，为观众创造多层次、多种

类的文物体验。

五是全国博物馆积极开发文创产品。通过

凝炼文物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积极

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例如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

种类突破 1 万种，深受民众的喜爱，不仅拉近

了与民众的距离，而且传播了文化，满足了民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6]。

二  “让文物活起来”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中国文物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

与新时代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需求相比，与国家

对文物工作的使命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相比，中国文物资源的利用效率还

比较低，还未达到全面盘活的状态，突出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物利用的目标导向还不明确

为什么要让文物活起来，或文物利用要服

务和服从什么样的目标？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说

法，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

“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为人类提供正确

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需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

累下的伟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7]。按

照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的要求，就是“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机与活力”[8]。按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就是要“充分认

识利用文物资源对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化国家站位、主

动服务大局，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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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发挥文物资源独特优势，

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

力量”[9]。

显然，今天保护和利用文物，绝不只是为

了研究、审美或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了发

挥文物“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

作用。透过文物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为人们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起到教化和启示作用；为治国理政和促进文明

交流互鉴服务；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服务。这就是文物工作的“初心”和使命。

但长期以来，中国文物工作似乎偏离了自

己的“初心”和使命，尽管考古发掘和博物馆

收藏积累了大量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证资料，但

一直以来，重保护、轻利用，重器物现象描述、

轻价值内涵阐释，重学术研究、轻成果转化和

文化传播，导致庞大的中华文明物证史料得不

到有效传播利用。不论是陈列展览还是其他利

用方式，都尚处在低层次利用状态，未能充分

发挥文物的教化和启示作用，未能充分起到丰

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大部分博物馆陈

列展览只让观众看文物，只讲文物造型、材质、

纹饰、工艺、分类和分期等，不讲文物蕴含的

历史文化，不透物见人、见事、见生活、见精神，

导致观众看不懂，没兴趣看，留不下记忆印象。

一言以蔽之，文物利用的目标导向尚不明确、

不自觉。

( 二 ) 文物研究和利用的核心价值导向不

清晰

文物利用旨在传播什么样的核心价值？目

标导向决定价值导向，显然文物利用不仅仅为

了实现其研究价值、审美价值或经济价值，更

重要的是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

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众所周知，所谓文物，就是承载于实物之

上的文化。郑振铎先生曾指出：“每一个民族

文化的特征，最好的表现，便是在各个时代遗

留下的古文物、古文书上。”[10] 文物的核心价

值不是器物本身，而是文化。

文以载道。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

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的遗存，中国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任何一件文

物或一处遗址，其背后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故

事，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思想精华、

道德精髓和情感价值。例如：“天人合一”的

宇宙观；“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世界情怀；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四海之内皆兄弟”“协

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大国者下流”“大者

宜为下”的胸怀；“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振兴中华”

的爱国情怀；以及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

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和自强不息、见义勇为、

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文物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文化沃土。

文物研究和利用的目的就是要深入挖掘和

阐释文物蕴含的上述内涵与价值，古为今用。

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文物研究和利用大多停留

在传统考古学和器物学的层面，远未做到透物

见人、见史、见生活、见精神。

考古发掘研究，普遍重器物、轻遗迹，考

古信息采集不完整、不系统；不重视对考古遗

址人地关系及其内涵价值的挖掘和阐释，或只

有一个资料整理性的考古发掘报告，或研究局

限在区系、分期、类型、器物上，较少对考古

遗址上人与环境、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社会

结构和社会关系以及人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

等进行多维的整合研究和系统研究。如此，导

致考古发掘研究无法生动地讲述这片遗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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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及其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只是见物

不见人。

各地博物馆收藏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藏品量少、品类不丰富、同质化高，多为铜、瓷、

陶、玉、书画等，与地方历史文化关联度不大，

难以反映地域历史文化发展；文物研究多停留

在时代、名称、尺寸、分类、用途、造型、工

艺等传统考古学和器物学的研究范畴，缺乏对

文物反映的历史文化现象的挖掘、揭示与阐释。

由此，导致各地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和研究难以

对地方历史文化展示和传播构成有力的支撑，

无法生动地讲述这片土地特定的人地关系的故

事，只能向观众呈现一种器物形态。

总之，由于文物研究和利用的核心价值导

向还不清晰，导致我国文物考古、收藏和研究

体系普遍缺乏对文物核心价值的挖掘阐释，难

以支撑讲好中国文物故事，难以支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播。

（三）文物利用的有效办法和手段不多，

成效不显著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

见》指出：“文物合理利用不足、传播传承不

够，让文物活起来的方法途径亟需创新；依托

文物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办法不多，中华文化国

际传播能力亟待增强。”“创新文物价值传播

推广体系。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

育体系和干部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

物馆学习长效机制。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

计划，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用好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

代价值，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11]

尽管近年来，文博机构积极探索让文物活

起来的方式和手段，例如综艺节目、纪录片、

数字动漫、AR 和 VR 技术、微信、微博、网站、

手机 App、在线视频等，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缺乏创新，特别表

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和方法应用缺乏创新融合。大多

生搬硬套，或简单模仿，或技术做秀，技术与

内容融合度不够，成效还不够显著。以数字媒

体为例，内容策划和演绎平庸，缺乏故事性、

情节性和知识性；互动软件设计和制作粗糙，

参与性、体验性、趣味性不强；美术设计和表

现形式不够感性，达不到引人入胜的境界；画

质不清晰、播放不流畅、音效不自然，缺乏观

赏性等。

二是普遍不重视文物故事的策划与编剧。

讲好文物的故事是文物“活起来”的关键，而

要讲好文物故事，首先要做好文物故事的编剧。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教育活动、文创、图书、

纪录片、综艺、动画游戏、新媒体等无不如此。

虽然我们有丰富的文物资源，但我们一直讲不

好文物的故事。究其原因，是我们不重视也不

擅长文物故事内容的策划与编剧。

总之，依托文物资源讲好中国故事手段还

不多，让文物活起来的技术和方法的成效还不

够显著。

三  “让文物活起来”的对策建议

为了激活文物的时代价值，让文物真正“活

起来”，充分发挥文物的教化和启示作用，发

挥文物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丰富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服务的作用，文物工作必须明确目

标，把准方向，开拓前行。

（一）必须坚持正确的文物利用目标导向

要改变目前文物利用目标导向不清晰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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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坚持

正确的文物利用目标导向，即“文物活起来”

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

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把历史

智慧和启示告诉人们，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精神

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治国理政和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服务，起到教化和启示作用。一切

文物的利用，无论是陈列展览、教育活动，还

是其他的文物利用方式，都必须服务和服从于

上述目标导向。

只有当文物的利用遵循了上述目标导向，

文物的利用才会脱离目前低层次、低水平的利

用状态，才会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例如在世界遗产大运河的展示传播上，我们不

能仅仅停留在对大运河历史和概况的简单描述

上，而要通过大运河历史之悠久、开凿之艰难、

规模之庞大、跨度之宽广、作用和影响力之巨

大等角度去反映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和中国价值。

（二）必须坚持正确的文物利用的价值导向

要改变目前文物利用价值导向不明确的状

况，明确和坚持文物利用的核心价值导向。文

物的核心价值不是器物本身，而是文化。文物

利用不是仅仅为了实现其研究价值、审美价值

或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要透物见人、见史、

见精神，传播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

值，特别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传

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因此，一切文物的利用，

无论是陈列展览、教育活动，还是其他的文物

利用方式，都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上述核心价值

导向。

只有当文物利用遵循了上述价值导向，文

物才能真正“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

发挥教化和启示作用，发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作用，以及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的

作用。例如在对外文物展览方面，就不能停留

在外方点单、仅仅是器物类的文物展览上，而

要从服从和服务于增强国家软实力以及国家外

交大局的需要出发，重点策划和组织一批反映

中华民族和平和谐的文化理念、辉煌灿烂的文

明成就、中华文化多样性、近百年悲壮的近代史、

中国基本国情等为传播目的的对外展览，以增

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

力，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

和认同。

（三）强化对文物资源价值内涵的挖掘阐释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讲好文物故事，

文物研究必须转变观念，必须跳出传统考古学、

器物学和文物学研究的窠臼，以文化传播为导

向，加强考古信息采集和多学科阐释研究，加

强博物馆藏品科学体系建设及其藏品内涵价值

的挖掘和阐释，揭示文物蕴含的中国智慧、中

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达到透物、见人、

见事和见精神，为讲好中国文物故事、为各种

图 1  青铜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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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木 简 牍 文 书 反 映

了古代的典章制度。从很

早开始，我国历代统治者

就十分重视典章制度的建

设。 除 了《 史 记》 中 的

“书”和后来各朝正史中

的“志”“录”留下了丰

富的有关典制的记载外，

还 有 不 少 典 制 方 面 的 专

书，如《文献通考》《通典》

《通志》，以及各种法令、

律则、典章、会要、会典

等等。

对钱塘江海塘遗址的

考古研究和展示（图 3），

可以从土塘、竹笼木桩塘、

柴塘、斜坡式石塘、直立

式石塘到鱼鳞石塘的演变

中去揭示人类的生存智慧，

反映人类与水抗争的不屈

精神：

钱塘江海塘遗址，从

土塘、竹笼木桩塘、柴塘，

到斜坡式石塘、直立式石塘，再到鱼鳞石塘，

不仅体现了人类的生存智慧，也反映了与水抗

争的不屈精神。

对中国大运河的考古研究，要从它是人类

历史上超大规模水利水运工程的杰作，从它维

护国家大一统、维系帝国经济命脉以及促进南

北经济文化交流等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

（四）“内容为王”，做好各种文物利用

的内容编剧

如果说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价值是文物利

用的基础，那么做好文物故事的策划与编剧则

文物利用方式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

例如：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和展示（图 1），

可以从商周王朝礼仪制度（“藏礼于器”）的

角度进行解读：

三四千年以前的青铜器，反映商周王朝的

礼仪制度。为了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商周统

治者制定出一整套完整的礼制，对等级差别做

了严格的规定。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

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

所谓“藏礼于器”。

对古代竹木简牍文书的研究和展示（图 2），

可以从反映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政府行为规范及

操作方式的角度进行解读：

图 2  竹木简牍

图 3  钱塘江海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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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宋定窑白釉孩儿枕，故宫博物院藏

图 5  汉玉辟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是讲好文物故事的关键。成功的文物传播利用

方式，不论是陈列展览、教育活动、综艺、纪

录片，还是游戏动画、导览讲解、图书和文创

产品，都离不开优秀的策划与编剧。只有具备

一个好的策划与编剧，才能把学术性、知识性、

教育性、趣味性、观赏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

将文物学术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观众看得懂、

喜欢看、留得下印象的文化传播的东西。

陈列展览是文物故事讲述的主要方式。一

个成功的陈列展览必定首先有一个优秀的展览

内容文本。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

邓小平故居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西柏

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温州博物

馆的“温州人和温州精神：一个生存与开拓的

故事”、武汉市博物馆的“武汉古代历史陈列”、

无锡博物院的“肩负民族复兴期望的无锡人”

和山西博物馆的“晋魂”等。它们在展览选题、

主题提炼、传播目的和内容主题结构演绎方面

都有精妙的策划。

文物故事也需要好的编剧。例如：北宋定

窑白釉孩儿枕（图 4），可以跳出器物学的解读，

以“古时候的妇女想生男孩子，就会睡在这样

的瓷枕头上，希望心愿成真”这样来编剧。

对汉玉辟邪（图 5），可以这样编剧：“它

是一种想象中的神话动物，基本造型是一只有

翅膀的狮子，但是头部又有点像传说中的龙，

或是麒麟。其集合了狮子和龙的威猛、庄严，

有超越一切的神力，所以可以避邪除恶。”

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翠玉白菜（图 6），

可以这样编剧：“这件由翠玉雕成的白菜，是

父母精心准备并送给女儿的一件嫁妆，‘青’‘白’

两种颜色，是父母想借此告诉女儿，到婆家要

清清白白做人；菜叶上两只多产的昆虫，是父

母借此给女儿讨吉利，希望女儿以后多子多福。”

此外，教育活动、文物数字导览、纪录片、

电视综艺、动漫、图书、文创产品等都需要巧 图 6  翠玉白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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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策划编剧。

为了做好文物故事的编剧，一要重视文物

故事的编剧，二要加强编剧人才队伍建设，培

养更多擅长讲述文物故事的人才。

（五）创新文物故事传播的平台和方式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强调要“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面对

日新月异的大众传媒和新媒体，以及日臻成熟

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

展，一方面为文物故事的讲述和传播拓宽和丰

富了平台和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适应技

术和公众文化消费的习惯，不断创新文物故事

传播的手段和方式，实施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

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除了陈列展览、教

育活动、讲座论坛、图书、电影、电视、综艺

节目、纪录片外，还要广泛利用新媒体，例如

动漫、AR 和 VR 技术、微信、微博、网站、手

机 App、在线视频等，持续推动文物故事传播

的知识化、通俗化、趣味化、体验化、文娱化、

网络化、网感化、视频化。关键是要强化技术

与内容的融合发展。如此，方能突破文物故事

的传播方式，不断吸引和抓住观众的眼球，讲

好文物的故事，传播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

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为此，一方面要加强技术

合理转化和创新，提升文物故事的传播效应；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

总之，“让文物活起来”是新时代文物工

作的基本遵循和主要使命。这个问题不仅是一

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某个

具体文博单位的使命和任务，也是整个文博界

新时代的使命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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