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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特展需关照社会现实问题 

——以“闲来弄风雅 

——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展为例 

王树金
1
 

（深圳技术大学创意设计学院 广东 深圳 518118） 

【摘 要】：博物馆作为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公益机构，举办特展需要关照社会现实问题，着眼服务当下社会

大众。若此，展览的选题、设计、宣传推广等各种工作都需要紧紧围绕展览主题进行策划与实施。2020年湖南省博

物馆推出的“闲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展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借助大胆创意的艺术设计、

宣传教育方式，唤醒当今社会人们对身心健康的重视，寻求缓解快节奏生活压力的途径。这种关注当今社会问题的

展览题材，彰显了新时代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为博物馆特展的策划和实施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和成功的经

验借鉴。 

【关键词】：博物馆特展 临时展览 文物时代价值 让文物“活起来” “闲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

展 

【中图分类号】：G260【文献标识码】：Ａ 

当代博物馆陈列展览类型中最受关注的当数以时间短、规模小为特征的特展。特展因灵活性与短时效应，在题材与表达方式

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博物馆可以策划和实施与当今社会问题相关的主题，以回应社会需要。2020 年 10 月 15 日—2021

年 1 月 15 日，湖南省博物馆联合 11 家文博单位共同主办的“闲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以下简称“宋朝人慢生活

展”），是针对当今社会快节奏生活方式带来身心疲惫这一社会现实而举办的原创主题特展。此展探索将“琴、棋、书、画、诗、

酒、花、香、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意设计与体验活动，让观众在欣赏展品中感悟人生，对提升现代人的生活品质与

生活理念具有启迪、点化的作用。此展的策划与实施，可以说是湖南省博物馆原创展览的又一次新尝试与自我突破，为业界探索

特展选题、创新表达方式、反思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一、观照社会现实，彰显博物馆新时代责任和使命 

浙江大学严建强教授提出，“特展的短时效性以及相对独立的选题，使它得以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话

题，从而扮演更多样化的角色”；可以“辐射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及时呼应社会活动与事件，关注更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促

进族群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反映先锋观念与前沿的学术成果，参与时政与社会敏感话题的讨论”。但我国博物馆特展在涉及社

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展览通常建立在现存的藏品基础上，主动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讨论重大社会问

题而专门征集并举办的特展非常罕见。从特展内容方面看，精英人物、重大的正面事件、辉煌的文明业绩等为主体内容；反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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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实、讨论社会问题、开展社会批评的题材很少。特展在对博物馆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方面，更多地发挥了强化而非拓展的作用
[1]。 

高质量的特展需要利用博物馆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特质，探索新颖的展览题材，策划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具有特色的

展览，让文物解读富于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作用。博

物馆应充分利用特展的短时效应，创新策展理念，拓展策展思路，选择观照当今社会问题的题材进行构思和策划，设计出能让观

众形成认同感、产生不同观展感受的特展，以丰富博物馆展览的内涵。 

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Hyperconnected Museums:New Approaches,New 

Publics），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对其阐释说明：为了吸引新的观众并增强彼此的联系，博物馆必须开创藏品阐释与展示的新

方式[2]。博物馆选择观照社会问题的题材举办特展，无疑与时代的要求和博物馆人的社会责任一致。只有超越对不同历史时期文

物的表面观察，深入到社会内部揭示文物所蕴藏的现实意义，才能沟通当代与历史，履行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社会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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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让文物说话”，为新时期如何开展文物展览工作提出了可遵循的新要求。2019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

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的讲话中提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

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

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3]博物馆特展工作的使命之一是通过传播文物

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发挥教化和启示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对美好事物的阐释，发挥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润”

功能。 

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虽然物质生活质量大幅提升，但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生活压力带来的“焦虑”“紧

张”“抑郁”成为现代人的困扰。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博物馆应关注当下的社会现象，通过策划相关题材的特展，引导人

们在工作之余效仿古人，放慢匆忙的脚步，放松紧张的心情，合理利用业余时间，调整生活方式，从而提升幸福指数。 

2019 年 5 月 18 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博物馆·文化中枢’论坛”主旨发言中提出：“从公众需求层面上，

博物馆要进一步增强在凝聚文化认同、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作用，以及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美好

生活需要方面的能力，使博物馆切实成为引领高质量生活的新助力。”[4]博物馆是颐养性情、陶冶情操、升华精神的重要场所，

应致力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追求身心健康、精神充实、自我完善等方面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比如，博物馆可探索将“琴、棋、

书、画、诗、酒、花、香、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展览、教育活动等方式融入当今生活，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此外，有

实践显示，博物馆、美术馆能够在心理干预、心理疏导、心理疾病治疗等方面发挥潜移默化的功效。 

从博物馆自身职能来说，传统的收藏、研究、展示、传播功能也随着社会发展有了新的拓展。随着博物馆社会角色的变化，

观众利用博物馆的方式日趋多元化，博物馆逐渐被赋予“休闲场所”的标签。在国内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和文旅融合政策逐步

推行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成为博物馆人正在面对的重要问题[5]。 

综上，湖南省博物馆力图通过策划文物特展，体现古人的慢生活，并引导大众缓解心理压力。纵观中国历史，最能体现古人

慢生活特色的无疑就是宋朝。众所周知，宋朝文人的兼济之志与独善之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统一。儒家的平和谦恭、道家的

清净自然、佛家的明心见性，使宋朝文人大多能表现从容气度，淡泊权力与财富，重视生活的品味与情趣，明确自己生命的意义

所在。鉴于此，湖南省博物馆推出以宋朝文人雅士的慢生活为题材的特展。 

二、聚焦展览主题，内容策划各层级紧扣“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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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题材，把握好主题，围绕主题向观众讲述故事并突出策展意图，是博物馆需要思考与明确的问题。近年来我国陆续举

办了较多关于宋朝文物的展览，以涉及历史、文化、人物或某一类器物的展览较多。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在 2006年底举办的

“大观——北宋书画、汝窑、宋版图画特展”，展品除院藏外，还借展了大陆博物馆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外博物馆的多件

精品，是一个典型的宋朝稀世珍品献宝展，社会影响很大。浙江省博物馆在宋文化、宋代历史方面连续策划了较多特展，如 2015

年举办了“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2019 年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了“东方生活美学展”，主题结构为“香：一枝红艳露凝

香”“闻：此曲只应天上有”“味：人间有味是清欢”“意：忘忧清乐在枰棋”；2019年还举办了“千年清音·唐宋古琴特展”；

同年底举办了“最忆是江南·湖州凡石桥宋元遗址出土文物展”。此外，还有广东鸦片战争博物馆 2019年举办的“简约艺术—

—宋代瓷器精品文物展”，深圳博物馆 2020 年举办的“茶瓯香鼎话清闲——宋瓷与宋人的社会生活”，上海博物馆 2020 年举

办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以及四川宋瓷博物馆常设展览“宋韵——瓷器背后的宋代生活”、四川彭州市博物馆常设

展览“彭州历代窖藏文物精品展”等。 

这些从不同视角、不同主题举办的展览，反映了宋朝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就，为湖南省博物馆展览的策划提供了宝贵经验。

但以上展览的主题、切入视角基本没有突破传统题材，进而观照社会现实问题。因此，湖南省博物馆策展团队以展示宋朝文人雅

士的日常生活方式为视角，策划了“宋朝人慢生活展”，以期引导现代人学习宋朝文人雅士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与健康的生活

方式。 

策展团队聚焦展览主题，在展标、展览框架结构与各级标题、文字说明等方面，注重彼此的对应性、关联性，做到相互呼应、

支撑和关联。如主展标“闲来弄风雅”的“闲”与副展标“宋朝人慢生活镜像”的“慢”相互呼应，而且主副展标意境统一。

“前言”“结语”注重与展览主题、展标呼应；单元标题依次为“晴窗抚琴”“信手弈棋”“挥毫作书”“兴起作画”“品茶

论道”“把酒临风”“折枝插花”“燕居焚香”“玩古清赏”，表达出“闲”“慢”“雅”的特点与意境，同时具有较强的画面

感，以呼应副标题的“镜像”。文字说明不在文物本体的描述，也刻意忽略与主题关联较少的工艺、艺术、历史价值等信息，而

是紧扣“闲”与“慢”的基调，着重反映宋朝文人雅士的生活态度。 

如何体现展览主题，最直接的物证就是展品。因此，展品的针对性甄选尤为重要。内容策划团队首先全面了解宋朝考古发掘

成就，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借鉴以宋朝历史、文化、艺术、人物等为题材的相关陈列展览，围绕“慢生活”主题，挑选了

八十余件/套文物。展品选择紧扣每一单元主题需求，综合考虑造型美、品种多、代表性典型，不求堆砌，以达到展示文人生活

雅趣与乐观生活态度为宗旨。如策展团队在第一单元“晴窗抚琴”，选用湖南省博物馆藏“万壑松风”琴，置于宋式琴桌展台，

配合优雅深邃的古琴音乐，展示宋朝文人“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清高而诗意的生活方式；在第二单元“信手弈棋”，选

择了一组棋子、一件棋罐，展现了宋朝文人何以“忘忧清乐在枰棋”；在第三单元“挥毫作书”，挑选了一套文房工具与一件陆

游自书诗卷，反映宋朝文人如何沉浸在笔墨纸砚的小小天地，抒写对社稷的担忧、对生命的理解或对万物的欣赏；在第四单元

“兴起作画”，通过一组山水画、一组花鸟图，展现了宋朝文人“寓兴于画”“自娱于其间”的心态，以及通过作画于纷扰的世

俗中暂时忘却烦恼获得解脱；在第五单元“品茶论道”，借助一套完整的茶具组合，揭示茶先苦后甜的物性与宋朝文人的人生际

遇、品性有着天然的契合；在第六单元“把酒临风”，通过一套完整的酒具和食具组合，展示宋朝文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间也”这一不求酣醉只求清趣的士风雅韵；在第七单元“折枝插花”，选取宋朝花瓶、花盆等几件实物，讲述文人闲暇之

余喜爱瓶插花卉的风雅之事，反映了“留花一住春当归，不如折插瓶中看”的审美风尚；在第八单元“燕居焚香”，通过展示宋

朝熏炉、香炉两类实物，反映文人喜爱以香为伴的恬静生活，折射出他们风雅谦恭的修养和人格；在第九单元“玩古清赏”，以

宋朝复古礼器为引子，通过少量宋仿古器，突出其造型、纹饰等方面的仿古与创新，彰显时人好古清赏的审美情趣。 

三、艺术设计大胆，以现代简约风传递宋朝风雅 

一个好的主题特展如何提升观众兴趣，让观众有惊喜、意外之感，获得体验与感悟？观众因群体、文化背景等诸多个体差异，

对展览的接受、认知与评判程度有所不同。每一位观众对展览都有自己的期待与想象，展览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策展团队必须整体把握展览内容策划、艺术设计等。为了保证展示效果，艺术设计人员与策展团队多次沟通交流，厘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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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的主题、结构和选用展品的意图。策展团队积极提供各种文物、图像资料供艺术设计人员寻找灵感，协助其准确地把握展览主

题思想，力求最终完美呈现展览的策展理念。 

“宋朝人慢生活展”旨在为观众营造一个没有讲解的、安静的、可以闲庭信步的观展环境。艺术设计师确定以现代简约风设

计，对各种宋朝元素进行大胆简化抽象处理。在空间规划上，通过对内容方案的解读和思考，借助高低错落的屋檐、白墙分割空

间，用洞门、地台等要素增强空间层次，对整体九个复原场景进行有所侧重的规划。在展线设置上，突破以往横平竖直的传统做

法，采用相对柔和的曲线，同时为了优化观众的观展体验，合理安排展示节奏，着重凸显琴、棋、书、茶、花几个部分。例如在

“挥毫作书”“兴起作画”部分，采用造型简朴的格栅门抽象组合，既与之前的展示进行空间分隔，又可以对文房书法展品形成

视觉上的引导。 

展览现代简约风的表达不仅体现在展厅整体视觉的大面积留白，而且始终贯穿到每一个展柜、展台、托台支架、盆景等辅助

展品中。博物馆的展具设计越来越重要，易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也日益重要[6]。因此，为更好地烘托展品，根据文物的不同功能，

定制了琴桌、棋案、画架、茶几等具象化宋式家具作展台、托架，高低错落之间增添了展柜内的空间层次。在展具材料上，选择

白蜡木制作各式展托，选择蝉翼纹亚麻作为展柜内外垂幔材料。如“晴窗抚琴”“信手弈棋”“品茶论道”“折枝插花”“燕

居焚香”部分的辅助背景，采用纱幔代替传统背板，把五代《重屏会棋图》、宋《听琴图》等古画丝印在纱幔上（彩插八∶1），

少量的诗词绘画以淡雅色调融入纱幔，增添了宋式简约唯美的效果，给观众带来舒适愉悦的参观体验。 

当下，观众参观博物馆已不再是单纯地被动吸收策展团队精心组织的知识，而是包含了感觉、智性、审美、社教等多方面的

综合体验[7]。策展团队在重点展示文物旁边的非主参观路线上，结合宋朝文人的雅趣生活方式，专门设置了古琴、围棋、茶具、

花器、香具等，打造一个可以全面调动视、听、触、味、嗅觉的多感官体验场所：视觉上，除文物与辅助展品之外，策展团队增

加了点茶流程与隔火熏香的动画演示、点茶真人秀表演和插花现场表演等；听觉上，除了全程以古琴音乐为背景外，还有志愿者

定时定点弹奏古琴；触觉上，观众可以对弈下棋，古琴爱好者可以抚琴自弹；味觉上，观众可以现场品尝点茶；嗅觉上，观众可

以在焚香部分闻到幽香。这样将多感官、多模式的体验融入展品、活动及媒体中，有助于提高观众的参观兴趣，使不同年龄和不

同层次的观众完全投入体验并乐在其中[8]。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可以引导观众与宋朝文人雅士进行一次心灵上的对话，当代简约风

与宋朝文人崇尚简约之风遥相呼应，拉近了展览与观众的距离，形成古今相互呼应式的“镜像”对照，借此提醒当下为世情所

扰、快生活节奏的人们，放慢匆忙的脚步，放松紧张的心情，学习宋朝文人热爱生活、回归自然、追求生活的品质，培养优雅的

心性，建立纯净的友情，从而达到提升幸福指数的目的。观众的体验区也是休息区、现场教育活动开展区和打卡拍照区，并且与

展品观摩区相邻，彼此十分融洽地穿插其中，营造了亲切的观展、互动与体验的氛围。总之，“宋朝人慢生活展”以生活化、慢

节奏的艺术设计，为观众带来一场美学盛宴，一时间展馆成了“网红打卡地”。 

四、宣传教育推广，线上线下联动增强观展体验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如何为特展开展宣传推广、教育活动，达到吸引观众参观、体验展览的目的，是博物馆特

展策划和实施面临的新问题。在国家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下，让观众在限票、限人以及加强各种防疫手段等要求下参观博物馆，无

疑为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宣传工作增添了难度。观众体验活动受限，也将直接影响观众的参观满意度。湖南省博物馆根据新形势

的要求，创新工作思路，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宋朝人慢生活展”在宣传推广与教育活动的形式上加强了两者之间的配合。 

此展在对外宣传策划上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可以说每一次宣传推广活动也是一次教育体验活动。例如，国

风味十足的宣传片本就足够引起观众对展览的好奇心，加之展厅内举办的“‘宋风·雅集’全民慢生活公益宣传系列活动”，

不仅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宋朝人慢生活的展示、体验，同时通过网上直播，吸引了近二百万网友实时观看并参与互动，大大提

高了策展初衷的宣传推广，为广大网友普及了宋朝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再如，湖南省博物馆联合湖南省围棋协会举

办的“少年围棋段位赛”“围棋大师指导赛”等，不仅宣传了展览和宋朝围棋文化，也提高了很多围棋爱好者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也是一次中国围棋文化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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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现场观众更好地体验宋朝文人雅士的“慢生活”，策展团队紧扣展览主题策划了系列特色教育活动。尤其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的是，馆内的教育人员、志愿者在弹琴、点茶、焚香等场地，每日定时定点进行现场展演，直观形象地向观众展示宋朝

文人的优雅生活方式，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问询和参与体验。为了使更多青少年容易理解宋朝文人的优雅生活，湖南省博

物馆教育中心与学校合作举办了两场馆校合作现场体验课与线上公开课程，几乎覆盖全年龄段的受众。展览的现场活动通过新

媒体平台发布到网上，网民可同步参与线上体验，因此，每一个教育活动也是一次展览成功的宣传推广。 

由于防疫要求而使展览限流，湖南省博物馆为了让更多公众可以在线上感受宋朝人的慢生活方式，依据真实展厅环境，采用

高速数据传输（high data rate,HDR）技术实景拍摄并制作了一套架构于 Web的高品质全景虚拟数字展览（彩插八∶2），使网站

能够在电脑、手机、平板等多终端兼容，在线提供展厅 360°实景参观、重点展品高清图片赏析、中文语音讲解、视频观看等内

容；在功能上，可实现地图雷达虚拟全景游览，自由切换展厅浏览热点，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模式下配合 VR眼

镜，还能够让观众获得沉浸式虚拟在线游览体验，观众足不出户即可获得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语音导览系统点击量达五万余

次。全景虚拟数字展览上线以来，“VR 展厅”栏目成为官方网站的热点栏目，获得了网友的一致赞誉。“腾讯网”发文将之与

元宇宙技术、场景相关联，文中这样评论：“湖南省博物馆则用 AR、VR、三维影像制作等技术，再现了宋朝人的‘慢生活’。

伴着悠扬的古琴乐曲，游客可以同宋朝文人雅士游山玩水、赏花饮酒。”[9] 

展览期间，展览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推送报道：开展网络直播 3场，观看量高达 650多万人次；微博发

布信息 64条，阅读量近 250万次；微信推送信息 16条，阅读量近 20万余次。为因疫情问题而不能到馆实地观看展览的公众提

供了另一番线上体验。 

总体上，观众在线下线上观展后感触很多，可以通过观众留言窥见一斑。如一位观众在留言簿中写道：“希望以后也可以过

上这种风雅生活。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位网友留言：“现在的社会处于一种快节奏的状态，太浮躁了，很少

会有人再为一朵花的盛开而驻足，很少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心意封存于信中寄去远方，很少有人愿意等待。殊不知，只有慢下来

才能发现生命中的美好。我不喜欢这浮躁的社会，我只想慢下来体验生活。” 

五、结语 

博物馆特展的选题和实施既要服务于当今社会，也要以关注当今社会问题为着眼点，为“让文物活起来”、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出相应的努力。“宋朝人慢生活展”的策划与实施，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社会生活，借力于艺术设计的大胆创意、灵活

多变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新媒体手段线上沉浸式体验，旨在通过展览唤起当今社会人们对身心健康的重视，寻求缓解快节奏生

活压力的途径。展览为博物馆特展的策划和实施提供了借鉴经验，是探索新的策展题材、创新展览表达方式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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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朝人慢生活展”第二单元“信手弈棋”展示场景 

 

2.“宋朝人慢生活展”全景虚拟数字展全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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