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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蔡琴，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二级）、策

展人，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陈列专

委会主任委员；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第一季

国宝守护人，新浪微博知名历史博主。为《华

美致远——中国外销丝绸》《江南生活美学》

《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展》（系列展

览）策展人；出版专著《博物馆新视域》《浙江博

物馆历史研究》《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丽人

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她们：中国古代女子

图鉴》等，其中《她们：中国古代女子图鉴》获评

2023年度“中国好书”。

文化 讲坛

本报讯 日前，由贵州文学院主办的最新一

期“精读堂”活动在清镇市举行。清镇屯军文化研

究会会长商善律、副会长谭俊陆，贵州省地方史专

家库专家、清镇市档案馆（地方志办）三级调研员

兰道宇三位本地专家以“影响深远的民族融合创

举”为主题，展开一场清镇屯堡文化对话。活动由

贵州省作家协会指导，清镇市文联、清镇市作协、

也闲书局承办。

活动现场，与会专家分别介绍了清镇屯军的历

史始末、布局特点、军屯遗存以及深远影响。明洪

武年间“调北征南”平定云贵，随后留军屯驻、“调北

填南”，在贵州实施卫所制度，形成大大小小的屯

堡，又因性质不同分为军屯、民屯。在地处重要节

点的清镇，设立了威清卫和镇西卫，其屯堡文化在

贵州文化领域地位显著。清镇屯堡从洪武年间延

续至明朝末年，时间跨度长达 240 多年，分布呈点

状，集中于交通要道附近；类型齐全，涵盖普通与特

殊千户所，兼顾军事防御与农业生产，满足军事与

农业需求。

“没有屯军，就没有清镇。”明朝的卫所制度、屯

堡政策对清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兰道宇从

农业开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屯堡政策带来了

先进的农耕技术，通过修建水渠、堰塘和水车等水

利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引进玉米、红薯等新农

作物品种，推动贵州农业发展。商善律从民族融合

的角度出发，认为大量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通

婚，形成混合家庭，促进了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稳

定发展。谭俊陆从当地教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认

为屯堡政策带来儒家文化，推动教育发展，清镇屯

堡后代中出现众多举人和进士；同时，清镇的方言、

节日和建筑风格也受其影响，形成独特的文化特

色。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清镇屯堡文化是历史见证

与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深入挖掘研究能增强文化

自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最近社交媒体上“我与宠物的双胞胎时刻”话

题热度很高，那些铲屎官与宠物神同步的合照，让

人忍俊不禁。这一话题源起于艺术家杰拉德·格辛

斯的摄影作品《你看起来像你的狗/猫吗？》。那些

主人与宠物如出一辙的瞬间，让我们感叹人和宠物

之间的神奇纽带。

《宠物总动员》艺 术 展 正 在 北 京 时 代 美 术 馆

举行，《你看起来像你的狗/猫吗？》系列摄影作

品吸引了众多目光。美术馆还特别设计了宠物

友 好 环 境 ，让 参 观 者 可 以 带 着 自 己 的 宠 物 优 雅

逛展。

走进展厅，观众仿佛看到一部“宠物美学进化

史”，了解小动物如何作为家庭成员融入社会。《你

看起来像你的狗/猫吗？》系列作品，让我们看到了

主人与宠物间跨越物种的灵魂共鸣，原来爱到深

处，连表情管理都能神同步。索菲·加曼的《湿狗》

则以细腻的画面，定格了狗狗洗澡时脆弱又滑稽的

瞬间。而梅内的《狗狗与女孩》系列，以 17 世纪荷

兰油画般的光影，捕捉少女与猎狼犬相依时的微妙

情绪，从警惕到信任。人类越爱宠物越将自己的审

美投射到它们身上。

展览不止于温情，更直面沉重现实。西班牙艺

术家阿斯伯恩的系列作品，将镜头对准冬季狩猎后

被遗弃的灵缇犬，瑟瑟身影和恐惧眼神刺痛观者神

经。瓦尔穆宁的作品所探讨的主题亦有思辨性，当

自然繁殖不足以创造完美的宠物，克隆技术便登

场。如果技术能“复制”逝去的爱宠，这是延续深

情，还是对生命的亵渎？

《宠物总动员》展览最早于诞生于 2021 年斯德

哥尔摩，策展人以“宠物”为纽带，用艺术的语言探

讨人与动物乃至与整个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结。展

览一经推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共鸣，北京

时代美术馆是其全球巡展的第五站。

本次展览精选来自 12 个国家的 23 位艺术家

的 超 150 件 优 秀 影 像 作 品 ，兼 具 艺 术 性 与 思 考

性。不仅邀请小动物们走进美术馆，还打破人类

中心的观展模式，让宠物不仅是被展示的对象，

更是平等的参与者。展览还有低视角让小动物

们也能以平视的姿态感知作品；现场特别设置宠

物休息站，免费提供手推车、牵引绳、湿纸巾等

“宠物包”；还有“宠物心理实验室”等可参与的人

与动物互动环节。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9 日，期间还将举办丰

富多彩的公共教育活动。

金力维 文/图

为观众及其需求作

工笔式“画像”
讲座伊始，蔡琴以一组最新

数据勾勒出中国博物馆发展现状：

2022 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 382

家，全国博物馆总数达 6565 家，排

名全球前列；2022 年全国博物馆举

办线下展览 3.1 万场、教育活动近

23 万场，接待观众 5.78 亿人次，推

出线上展览近万场、教育活动 4 万

余场，网络浏览量近 10 亿人次。

2023 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 268

家，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 6833

家；2023 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

览 4 万余场、教育活动 38 万余场，

接待观众 12.9 亿人次。

“据我了解的数据，凭高质量

展览一票难求的博物馆，全国大概

有 50 多家。”蔡琴说，展览数量和

观众人数的整体增长固然重要，而

博物馆数量、展览项目的“增长”不

完全等同于“发展”。面对“增长≠
发展”这一不等式，她以当下博物

馆受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剖析了博

物馆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首先，观众画像的‘颗粒度’

更细。在新经济的当下，观众画像

的细化程度正经历着转变，从最初

素描式的简单划分逐步过渡到工

笔式更为复杂和精细的阶段。”她

解释说，过去调查博物馆的观众，

只是以“工农商学兵”“城市”“乡

村”等“粗线条”划分，对观众的身

份、行业、地域等信息做了解；现在

观众这一群体更细分更复杂，包括

基于地域、行业、职业身份、决策能

力和采购能力的分类：地域的细分

更为精准，不再只是城市，而是 1

至 5 线城市、区域、乡村等；考虑到

行业的特性和差异，观众所在行业

的划分更为垂直细分，职业身份的

分类也变得更加精细，必须剖析层

级和职责范围；决策能力和采购能

力的分类则考虑了在决策和采购

中的角色和能力。

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也便于博

物馆人做精细的“观众画像”。“博

物馆网站实时采集访问者数据，以

更高准确性和更快响应捕获、分

析、掌握访问者的兴趣爱好，确切

知晓哪些展品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围绕这一类型的数据会被反馈到

系统中。大数据赋予了博物馆

行业更全面、深入的洞察能力，能

够基于全量样本创建多维度的观

众画像。这样的画像不仅有助于

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偏好，还能够实

现更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借助

数据分析，博物馆能更好地了解客

户 反 馈 ，从 而 调 整 策 略 、改 进 服

务。”蔡琴研究员说。

“其次，观众需求的‘颗粒度’

更细。”蔡琴说，观众需求的划分不

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更精确地基

于特定品类。她从当下的观众需求

出发，提出了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

两个具体路径：一是需要对展览的

日程进行精细化安排。充分规划每

场预约，确保参观者的时间被充分

利用。为此，需要提前制定详细的

日程，考虑不同参会者的时间限制、

兴趣点和专业领域。此外，日程安

排更加综合考虑参观者的需求和期

望，通过智能配对系统推荐最符合

他们期望的展览内容。移动设备一

方面有助于创造更有吸引力和活力

的互动，另一方面基于移动终端的

特性，观众用户突破时间和空间，这

就刚好补充了博物馆教育资源的缺

口；二是观众持续性参与和交流的

“颗粒度”更细更长，博物馆的定位

已从以往单一的“社教中心”拓展为

“社交中心”“文交中心”等，故需建

立持续性的观众参与和交流活动，

如每周举办沙龙、每月组织线下研

讨会、讲座、研学等。

“新商业环境下，智能算法的

应用提升了资源匹配效率，如匹配

展览和观众需求、展区布局、信息

分发等。这些算法能够快速且准

确地分析和匹配不同参与者之间

的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博物

馆行业发展更为高效。”她说。

无话题，不策展
“不同的展览有不同的策展理

念、呈现方式与组织方式，故而有不

同的特征。但高质量的展览也并不

是没有共同性。”讲座上，蔡琴研究员

对这一“共同性”逐一进行了解析。

“展览是用实物书写的一篇

‘文章’，”蔡琴说，“这需要用现代

审美认知、策展策划思维，对古代

文物进行研究和包装。”在她看来，

展览策划从根本上说应是根据博

物馆具体的学术定位和长远发展

目标要求，从观众角度出发的一种

自觉的、有目的的策划，探讨和展

示具体的藏品，并把藏品纳入到一

个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观众易于理

解和接受的阐释领域，包括把握时

代文化发展的各种信息、全面构思、

设计方案、选择合理的行动方式等

一系列对展品认知的重要环节。

“无话题，不策展。”蔡琴说，博

物馆自觉、有目的性策划的展览，

首先考虑的是通过展览提出一个

什么问题，把潜在的问题通过博物

馆展览提升为学术话题，而不是单

纯地探讨和展示具体的藏品。“好

的展览不等于就是好的展品简单

相加。通过策划，在一个好的主题

下，一般的作品也可能组成一个有

意义的展览。”

她以米兰 MUDEC 举办的“毕

加索与非洲和海洋”展为例作阐释：

展览记录了毕加索所受到的灵感以

及他的作品与非洲和海洋文化之间

的关系。这些图像和内容记录了一

段段文化交融的历史，让我们更深

入地了解毕加索的艺术风格演变。

而展览的中心部分更是引人注目，

聚焦于毕加索创作《阿维尼翁的少

女》时的笔记本页面，以及他对异国

情调艺术的传播和理解的贡献。这

是对二十世纪初文化中艺术的一次

深度分析，让观众更加了解这位艺

术大师的心路历程。“毕加索是当代

艺术大师，但展览强调非洲艺术家

和海洋文明对毕加索的影响，这种

文化交流和影响可谓是跨越时空的

奇迹，激发了无限的艺术想象力，为

观众提供了新的观看角度和讨论话

题，让人印象深刻。”她说。

蔡琴还介绍了《丽人行——中

国古代女性图像展》系列展览的策

展思路：女性题材成为国际话题。

表现在展览领域，即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女性题材在世界范围内

成为博物馆、美术馆重要的展览资

源。这些展览有的着眼于女性外

在形象，有的关注社会巨变中女性

角色的转变，有的展现女性在文

学、艺术、科技等领域的成就。《丽

人行》系列展览从当代女性视角出

发，为“丽人行”赋予新的含义：一

是千百年来，女性为自我解放和社

会进步付出了不懈努力，是“行”

的；二是要成为持续发光的、有力

量的群体，女性永远前“行”在路

上。“我们的策展初衷，就是希望引

发观众对当下女性主义的困境与

突围的思考。”

在蔡琴看来，一场高质量的展

览，一般会看其选题与立意的学术

水平、组织与规划的专业化程度、

展览现场的服务意识、设计上的创

新能力以及是否承担了对公众历

史、科学、美育的教育功能等。带

有学术性的展览，则更看重展览是

否具有当代历史学、考古学、艺术

史等学科的前沿意识，也就是说能

否尖锐而大胆地介入相关学术领

域的现实问题，从而给观众带来一

种智性上的启发与思考。“简言之，

策 展 主 题 要 像 贵 州 美 食 一 样 鲜

明。”她形象地总结。

在东方视野的现实语境之中

讨论传统文化和民族自信的大趋

势下，当代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蔚

为新风。策展真正的价值归向应

立于哪个层面？

蔡琴分析，一方面，携带时代

的印记回归传统的时空框架揭示

出文化情境的建构策略；另一方

面，在传统形象的文本性之外编织

了新的话语权以抵抗权力中心的

话语模式，对差异性的他者文化的

好奇需求，也是走向超越自身文化

限制的突破途径。“我们的工作目

标应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

尽可能地辨析、去除‘传统文化’中

的迷障，以真正彰显‘东方智慧’精

髓的光华。”她进一步明确：东方文

化、东方哲学、东方智慧关涉了东

方属性对于宇宙本质规律的全息

洞察。在认识论上，东方人重直

觉、重内省、重先验、重相生的形而

上学；在文化特质上，东方文化强

调“天人合一”“天人调谐”“有序

共生”的伦理关系；在思维方式上，

中国的东方哲学主要围绕儒、释、

道三家对知行方式的认识……

“数字化”是展览方
式的根本性变革

讲 座 中 ，蔡 琴 认 为 ，“ 数 字

化 ”是 展 览 方 式 的 根 本 性 变 革 ，

为 博 物 馆 高 质 量 发 展 打 开 了 新

的思路。

她回顾了数字化赋能博物馆

的 三 个 阶 段 ：第 一 阶 段 ，文 物 资

源 数 字 化 ，通 过 扫 描 、拍 照 等 技

术将其转化成为数字资源，并通

过建立文物数据库的方式进行存

储 和 展 示 ；第 二 阶 段 ，数 字 资 源

资产化，基于馆藏文物的数字资

源开发数字文创，完成从数字资

源 到 数 字 资 产 的 转 型 ；第 三 阶

段 ，展 馆 虚 拟 现 实 化 ，利 用 科 技

手段进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

链接与创造。

蔡琴对博物馆的数字化应用

场 景 进 行 了 介 绍 ：虚 拟 现 实

（VR）和 增 强 现 实（AR）技 术 的

快速发展，让博物馆的创新展览

有 了 新 的 可 能 。 VR 和 AR 可 以

应用于博物馆各方面，最主要作

用于在虚拟重建的历史环境中渲

染 展 示 藏 品 ，以 独 特 的 环 境 、多

媒体及多维度的感官刺激，将博

物 馆 的 教 育 资 源 展 现 在 观 众 面

前 ，并 把 他 们 融 入 其 中 ，从 而 让

体验过程变得更加有趣、有效和

真实。观众可以通过 AR 技术看

到 栩 栩 如 生 的 恐 龙 ，可 以 戴 上

VR 头盔欣赏秦始皇兵马俑原本

的模样；VR 和 AR 让博物馆专业

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不再局限于一

次只能向部分观众提供内容，也

让 沉 浸 式 数 字 展 览 、艺 术 装 置 、

数智空间、剧场演绎等升级为更

加综合的体验。从零观众互动的

完全复制型虚拟展览，到复制加

创 作 的 观 众 角 色 扮 演 型 虚 拟 展

览，再到观众自主创造型的虚拟

展 览 ，内 容 形 式 不 断 升 级 ，虚 拟

展览与观众联系越来越密切。

“数字科技创造了丰富的教育

体验，博物馆需要思考在何处以及

如何部署 VR 和 AR，以满足观众

的多元需求。”她说，数字技术始终

无法做到从心理体验上无限逼近

真实实物和真实展览，数字只是实

现目标的工具，“不能为了数字化

而数字化，一切要从博物馆的定

位和内容出发。”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贵州文学院“精读堂”活动
在清镇市举行

共话清镇屯堡文化

精选 12个国家超 150件优
秀影像作品

《宠物总动员》
全球巡展在京举行

资深策展人蔡琴做客“贵博讲坛”——

从展览创新谈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展览’是一个博物馆所服务观众特有的产品，博物馆
的对外‘馆设’是从‘展览’开始的；当下，国家文物局正开展
新一轮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在所有定性、定量指标
中，‘展览’占的分量很重。”3月18日，在贵州省图书馆非遗
剧场举行的第75次“贵博讲坛”上，主讲嘉宾、资深策展人蔡
琴研究员以“展览创新”为切入口，分享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博
物馆的发展现状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来自贵州省
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省地质博物馆等省内博物馆的从业
人员前来听讲交流。

蔡琴有多年的博物馆工作和策展经验，其策展的《丽人
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展》系列展览，为观众构筑出全面而
生动的中国古代女子群像和她们的生活世界。这一国内文博
圈少有的以女性为主题的展览，引发的话题度和关注度迄今
未绝；与展览配套的《她们：中国古代女子图鉴》一书，获评
2023年度“中国好书”奖。讲座上，她还结合《丽人行——中国
古代女性图像展》等展览策划、实施及管理中的创新实践，让
观众对博物馆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图为展览现场。

蔡琴。

《她们：中国古代女子图鉴》书封。

《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展》系列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