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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的多元、包容与平等建设 

——从扬州博物馆谈起 

宗苏琴
1
 

（扬州博物馆 江苏 扬州 225125） 

【摘 要】：2020年新冠疫情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形势更趋复杂化、极端化，博物馆也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期间，博物馆纷纷采用线上展览、云直播等方式，力图使博物馆转“危”为“机”。扬州博

物馆顺势而为，在常态化服务中彰显平等理念，通过云上观博、提高馆内人员业务素质、传承创新等方式推动博物

馆平等化建设。在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界应秉持多元和包容之心态，从数字化、线上宣传、线下互动等方面创新服

务方式，从而推动博物馆范畴的“平等化”建设和社会的“平等化”发展。 

【关键词】：博物馆 多元 扬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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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Diversity and 

Inclusion）。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以下简称“国际博协”）的初衷是鼓励社区和博物馆从业者拥有多样化的观点，以消弭

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但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国际形势在原有基础上更趋复杂化、极端化，博物馆的“多元与包容”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更糟糕的是，除部分

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陆续开放之外，全球多座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所迫于疫情处于关闭状态。2020年 3月 31日，联合国秘

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表示，当前的新冠疫情是“自联合国 1945 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文化助理总干事埃尔乃斯托·奥托内·拉米雷斯（Ernesto Ottone Ramirez）认为，“新冠病毒

疫情凸显了人民和社区对文化的需求。当数十亿人在空间上彼此分离的时期，是文化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在令人焦虑和充满不

确定性的时刻，是文化提供了慰藉、鼓舞和希望”[2]。目前，全球新冠确诊患者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博物

馆尤其是中国博物馆如何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定位自身功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需要博物馆界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一、把握 2020 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 

对于 2020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协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均作了主题阐释。从中可以看出，在日趋极端化的环境下，

博物馆的社会性愈发凸显，公众对博物馆服务社会的要求日益增长，多元、包容和平等都已经成为博物馆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必

然选择。这不仅反映了博物馆对于自身定位和功能的新思考和新认识，更体现了当今世界多元一体、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

谐共存的文明发展大格局。 

对于 2020 年这样一个特殊年份，“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作为 2020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尤为贴切。

在全球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次生风险不断凸现的情况下，需要“社区和博物馆从业者拥有多样化的观点，……博物馆利用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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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讲故事的方式克服偏见”[3]，以包容的心态、多元的方式，在文化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跨文化交流对话合作机制。在后疫情时代，

博物馆界需要从新“危”中找先“机”，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上，不断拓展和延伸自身的社会功能，为人们受伤的心

灵提供精神慰藉，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需求。 

二、转“危”为“机”的全球博物馆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的日益升温，参观博物馆已越发成为公众文化休闲的首选方式。岂料自 2020年初，国内外各家

博物馆就因疫情问题纷纷无奈闭馆。但在闭馆期间，为了保证“闭馆不闭展，服务不缺位”，在国际博协的推动下，数字化推

广已成为国内外博物馆的新型“安全”服务方式。为确保数字活动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国际博协建议博物馆运用声音（交流分

享）、公众（特色活动）、媒介（广播、电话）、内容（改变叙事方式）、启发灵感与分享等五个方式为公众提供远程服务。 

在诸多传播方式中，“线上展览”成为各大博物馆运用最广泛、收效最佳的服务模式。尽管“线上展览”起步较晚、技术

要求高，但各国博物馆依然挖掘自身资源，快速跟进，为全球公众提供视觉上的饕餮盛宴。同时，对于公众而言，在线浏览既

不受时空限制，又可宅家免费“薅羊毛”，以至于线上流量大爆棚、“云上观博”风靡全球。抗疫期间，全国博物馆虽然无奈

闭馆，但却未因此遭受“冷遇”，而是在国家文物局的精心组织下，各馆陆续推出了两千余个在线展览项目，包括在线虚拟展

览、数字全景展厅、博物馆大数据平台、文物数字化展示项目等多种类型，通过虚拟技术打开展馆大门。春节期间，博物馆网

上展览总浏览量超过 50亿人次，博物馆网上直播也成为博物馆展示新常态。“九小时内曝光 6400万次，视频播放 2800万次，

网络话题突破 2.5亿次，受到公众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做到闭馆期间温情不打烊、精彩不缺席”[4]。 

博物馆通过改进叙事方式，拉近与观众的距离。纵观各国“云观展”做法，可谓精彩纷呈、创意无限。例如，法国巴黎卢

浮宫（Muséedu Louvre）号召观众在家中模仿著名画作，邀请观众通过电脑模拟实景欣赏名画，与藏品互动，并在推特（Twitter）

上分享创作。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与动物园合作，邀请企鹅代表队来“参

观”，并发布趣味视频让观众在家饱眼福。英国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与谷歌公司（Google Inc.）合作，通过多

媒体网页呈现互动性极强的世界文明史大展，将专业的线上策展呈现给大众，让观众循着五大洲的时间轴观赏文物，“由公元

2000 年开始反向推进，长河中以一个个突出的圆点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次次伟大实践，轻轻点击，高清的文物照片配合文字解

说就会快速呈现在眼前”[5]。观众也可以线上自主选择参观路线，在对比中了解历史和文物。 

国内一些博物馆结合疫情防控需要，面对需求端的“分层化、复合化、散客化、个性化”等趋向，挖掘馆藏资源，通过展

教结合的方式，推出了“不间断、系列化、多样性、时效性、互动灵活”的线上教育课程。如中国园林博物馆线上课堂改为“观

展”（线上虚拟展览）、“品珍”（特色藏品介绍）、“听苑”（语音讲解）、“赏景”（博物馆四季美景）等四方面内容，每周

滚动推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启动“足不出户看展览”，推出了小志愿者版网上情景剧《黑土英魂》；以中国科技馆

为代表的 147 家全国科技馆、博物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在全国发起科学实验 DIY 挑战赛，让“宅”在家的孩子上科学课、拍摄科

学实验视频，体验科学的奇妙之处。 

以上正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全球博物馆践行“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的真实写照，以包容的心态，通过多元化的方

式，借助博物馆的资源和影响力，克服因种族、性别、社会经济背景、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引起的偏见。

当然，客观看来，博物馆的网上资源有的很丰富，有的还很单一；有的只是解决了“有没有”，未达到“好不好”的地步；有

的“高大上”有余但却“短平快”不足。因此，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发网络资源，仍需要博物馆在未来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三、扬州博物馆顺势而为的服务模式 

一直以来，作为中小型地方博物馆，江苏扬州博物馆（以下简称“扬博”）虽然在馆藏资源、人才队伍及业务资金方面，

都或多或少地面临困难，但依然通过多种形式为公众提供常态化的平等服务。在后疫情时代，扬博面对社会形势复杂、资金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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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的情况，需要深入挖掘馆藏资源，调整工作规划，摸索多元化的新型服务模式，为公众持续提供平等化的服务。 

（一）常态化的平等服务 

秉持“多元与包容”的心态，一直以来，扬博努力挖掘自身历史文化资源，举办各项展览及社会教育活动，从国际交流、

陈列展览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多角度、深层次地构建一个平等的知识平台，为国内外公众提供多元化文化服务。例如，通过研

究和展示雕版印刷，借助“东亚雕版印刷研讨会”“雕版印刷校本课程”等方式，在文化平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

与东亚各国建立跨文化交流对话合作机制，并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承中华文明；挖掘馆藏资源，打破固定程式，举办多元化的主

题展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城乡互动参观”“龙宝读书会”“集体共建、个体帮扶”

等多种方式，克服差异性，构建平等的城乡教育平台和特殊教育平台，借助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和多元化的教育环境，为社会

上的各个群体提供学习机会、锻炼机会。 

（二）特殊时期的平等化建设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扬博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对本馆的社会服务方式作出调整，以更加趋向多元化、包容性及平

等化。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扬博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恢复开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积极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职

能，扬博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 

1.云上观博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在闭馆期间及恢复开馆之后，扬博结合馆藏特色，充分分析 B站（bilibili）、“喜马拉雅”App、

文博网站、博物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网络直播等各类推广渠道的传播特色，以本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为核心，

重点打造“云导览”项目，丰富线上展示内容（表一）。在节约制作成本的基础上，扬博一方面利用央视《国宝档案》等现有视

频、往期虚拟展览等，增加线上视频的种类；另一方面，结合社会热点和防疫情况，撰写各类赏析性文章，力求高雅而不高冷、

通俗而不媚俗。自 2020年 2月以来，扬博先后推出语音讲解、馆藏珍品、在线虚拟展览、线上特展、在线直播、云上视频、文

物赏析及民俗知识普及等精彩内容，分层次、分类别、系统化地介绍馆藏文物知识和中华传统文化，观众点击量逾百万，扬博

的社会服务更加均等化、持久化。 

2.以“修炼”强素质 

不断提高业务素质是博物馆人的本职工作。自疫情闭馆以来，扬博组织馆内相关业务人员，参加中国博物馆协会多个专业

委员会举办的线上培训课程，借此更好地了解未来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业务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为后疫情时代博物馆

工作的开展拓宽视野和积蓄力量。 

3.以文化慰人心 

博物馆是社会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需要不断与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方能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经历了疫情冲击，

公众的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鉴于此，扬博以疫情期间广为流传的“相约春暖花开时”为切入点，结合馆藏书画资源，策

划了“一花一世界——清代扬州书画名家作品展”。展览以“生命的希望——花”为主题，通过八十余件清代扬州书画名家作

品，从“繁花似锦”（生活篇）、“瑞华凝晖”（祝福篇）和“玉壶冰心”（雅思篇）三方面，由表及里、由浅至深地通过自然

之花、笔端之花和心底之花，诠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展览遵循信息平等的原则，打破了常规书画展的解读方式，抛

开书画流派、笔墨技巧等方面的限制，设置开放性观展模式，将文物展上升到文化展，力求让每一位观众都能看懂传统书画，

并从书画中汲取力量、引发思考、寻找自己内心的“一花一世界”。展览持续两个月，其内容和形式都得到观众的很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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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后疫情时代，扬博聚焦社会热点、盘活馆藏文物资源，通过举办此类专题特展发挥博物馆社会职能，

是一次文化“疗伤”的积极探索。 

4.以传承推创新 

传统是基础，创新是动力。受疫情影响，扬博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恢复开馆之后，扬博拓宽工作思路，开展了一系列

“传承+创新”工作。如在学术交流方面，扬博与江西景德镇湖田瓷社合作，举办了“在传承中传承——2020青年陶瓷学者扬州

博物馆研讨交流会”。此次活动尽管是扬博与民间社团的共建交流，却也体现了文博界在学术和艺术上开放包容的特质。活动

旨在以陶瓷为载体，在扎根传统文化的同时，拓宽当代设计艺术理念，促进陶瓷与各类艺术专业的跨界合作，促进“学术与艺

术”“工艺与文化”“设计与跨界”的多维度融合发展。这项活动既是对博物馆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博物馆把握当下、以多

元化形式提供社会服务、致力于信息平等的体现。 

5.以交流促发展 

文物是博物馆的立身之本，也是馆际交流的纽带。恢复开馆以来，扬博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国内各家博物馆有计划地

开展合作，通过借展、交流展等方式，挖掘馆藏资源，提升博物馆社会影响力。如与广州艺术博物院联合举办“领异标新——

清代扬州画派精品展”，与上海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举办“世世相印——版画艺术与世博版画展”，与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宝

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借助“长三角”“珠三角”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多元化的合作方式，重点展示和宣传

“雕版印刷”“大唐商都”及“扬州八怪”等扬州特色历史文化品牌，并在馆际交流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项业务水平。 

6.以“社会化”服务社会 

恢复开馆以来，扬博积极主动与社会相关机构合作，探索社会化教育模式，通过“文物资源+社会师资”的方式，开设“社

会化”的博物馆教育项目（图一）。例如，扬博与本地一家培训机构“波兰国际美术”合作，开设“博物馆里的美术课”；与“贝

尔机器人编程中心”合作，开设“乐高主题搭建活动”；与“玉风铃儿童原创美术”合作，开设博物馆线上美术课程。相关教

育项目依据本馆年度工作规划由本馆审核把控，以扬博文物资源为内容，借助社会机构师资开展服务，克服了中小型博物馆人

力和财力方面的部分困难。这是博物馆秉持包容的心态，与社会机构开展多元化服务，有效开发馆藏文物资源的成功实践。 

在后疫情时代，作为地方历史博物馆和国家专题博物馆的结合体，扬博与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虽然在资金、人才等方

面均不占优势，但一直秉承开放包容的心态，从“以物为根”“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角度出发，激发博物馆在社会性、

包容性、创新性方面的潜力，联合文博单位，吸纳社会力量，开展深度合作，以多元化的形式“盘活升级博物馆资源的存量，

激活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的增量”[6]，传播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既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践行了博物馆的初

心和使命。 

四、后疫情时代博物馆发展前景 

目前全球新冠疫情依然不容乐观，后疫情时代，在践行“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这一主题方面，国内外博物

馆还需要不断拓展思路，认清工作方向，改变工作策略，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 

（一）多元、包容和平等的社会需求 

从 1992年国际博协第一次确定“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至今已近三十年，从主题内容变化可看出国际博协关注点的演变，

不仅体现了博物馆行业的思考，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转向。通过这些演变可以看出，博物馆关注的范畴越来越宽广，从关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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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发展到关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更多的社会变革因素。从目前国内形势和全球形势对比来看，稳定的社会基础才是文化

繁荣昌盛的基石，社会越稳定，博物馆的力量越强大，反过来更加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在这一非常时期，尽管时世艰难，但

博物馆更需要以多元和包容之心态，挖掘自身资源，通过无形却又无穷的文化力量影响乃至引导社会，给世人以力量和希望。 

 

图一//扬博社会化教育模式发展规划（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在 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主旨论坛“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提到，中国的博物

馆未来更加聚焦“平等”、优化“多元”、凝聚“包容”。这要求博物馆与社会发展实现“无缝对接”：一方面，博物馆需要

拓展思路，走出“象牙塔”，开门办馆，由封闭的“自循环”发展模式向开放的“多元大循环”模式转变，与社会有机融合，

征集、展览、社教等相关工作都要关注社会热点和重大事件，以更好地盘活馆藏资源，提升博物馆社会效应；另一方面，应该

秉承包容的心态，着力构建均等化、广覆盖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7]。 

（二）创新多变的服务方式 

疫情期间，国家文物局部署举办“云展览”“云直播”，既受到了公众的一致好评，也让博物馆在网络世界占据了一席之

地。目前，尽管各地博物馆已经逐步恢复开放，但国家文物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序推进文博单位恢复开放和复工

的指导意见》（文物办函[2020]190 号）明确提出：“继续利用数字资源，通过网上展览、在线教育、网络公开课等方式，不断

丰富完善展示及内容，提供优质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由此可见，“推动博物馆数字文化资源开放机制建设，强化博物馆

在线服务功能必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8]。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博物馆也要力求创新，从加

强博物馆数字化规范制度建设，加快网络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确立企业、公众与博物馆协同发展机制，运用市场化手段，打破

知识产权壁垒等方面，推动博物馆数字文化资源开放的制度化、常态化，以响应习总书记关于“建设好终身学习体系，构建方

式更灵活、资源更丰富、学习更便捷的体系”[9]的号召。 

1.灵活多变的线上宣传方式 

疫情之前，博物馆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教育和社会服务模式，但在疫情期间，以往的宣教经验无法完全适用。除了参

照国际博协的数字化宣传方式外，博物馆也可以根据国内媒体平台特色，量身定制多元而精准的宣传攻略。参照广东西汉南越

王墓博物馆的做法，博物馆可以在分析研判自身资源特色和新媒体平台特点的基础上，培育专业宣教团队，与媒体深度合作，

搭建新媒体矩阵，通过“打造直播精品”“发挥博物馆明星效应”[10]等方式，推出兼具专业性和娱乐性、时长自由、形式多样

的音频、视频或文字节目，在内容为王、更新频繁的网络世界，树立博物馆文化品牌，获取庞大而有效的网络点击率。这种丰



 

 6 

富多彩的网络宣传方式既可在疫情期间大显身手，为博物馆赢得社会关注度；在后疫情时代，也能成为博物馆宣传的重要方式，

为多样化的线下活动助威喝彩，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如此，方能真正发挥博物馆的作用，使文化与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更

加受到关注，为人们的福祉和心理健康带来积极影响，让社会更加坚韧、人民更加团结
[11]
。 

2.无接触式的线下互动方式 

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的解读方式除了更多地倾向于网络传播方式，也要继续优化和提升线下服务。一些博物馆虽然陆续重新

开放，但为控制疫情，馆内大部分互动装置只能暂停。加拿大自然博物馆（Canadian Museum of Nature）馆长兼首席执行官梅

格·贝克尔（Meg Beckel）表示：“博物馆需要适应新情况，虽然会错过看到孩子们兴奋地按下按钮和拉杆，但这种互动可能

是过去的事情。相反，新展览将配备运动敏感技术。互动的未来将以新方式进行投资，以无接触触发互动体验，……所以，你

不需要一个按钮，而是挥手。”[12]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博物馆内的互动装置也将迎来变革，向无接触式的互动方式转变，

虽然体验感略有欠缺，却更加安全，这也符合目前的发展趋势。 

当然，博物馆的平等化也受大环境的影响，需要社会各界的多元、包容和协作。因此，尽管博物馆秉持多元和包容的心态，

也一直致力于社会平等的工作，但距离形成一套完备的运作体系仍需作出较多的努力。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平等

观念的增强、博物馆平等理念的完善，“……博物馆可以和其他许多的机构和个人，一起思考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并透过以

现今社会价值为基础和对促进社会平等的信念来实践，以发挥并型塑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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