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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的“且行且思”

图为观众在参观蝴蝶摄影展。

围绕每棵古树的一圈椅
子能坐 12 个人。

图为单霁翔试坐新椅。

博物馆不但要以
物为主体，也要以人为
主体。博物馆不是一个
文物仓库，不是把文物
保管好就行，而要通过
藏品为人服务。

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无论是在
国际博协博物馆培训中心给学员上课，还是给博
物馆人作讲座，抑或是给公众作演讲，他都提到
一个观点，“让观众有尊严地参观故宫”。他说，故
宫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场所，不仅要关注文物保
护，更应关注参观观众的需求，注重公益性和人
性化的细节设计，让观众有尊严。

长期以来，博物馆的理念便是以物为主体，
将文物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天经地义的。”
单霁翔说，“但是，进入新时期，我们对博物馆的
要求有所变化，博物馆不但要以物为主体，也要
以人为主体。博物馆不是一个文物仓库，不是把
文物保管好就行，而要通过藏品为人服务。博物
馆存在的理由和努力的方向是为人和社会的发
展服务。”

“物与人”的平衡，对于博物馆来说是一道两难
的问题。2013 年 5 月，故宫翊坤宫“人打钟”事件发
生后，社会就在追问：为什么观众能够接近窗户？为
什么不把文物放在更安全的地方？而事实上，因为
室内太暗，才让观众接近窗户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室
内陈设；文物的原状就在条案上，移挪到别处或者
进库房当然更安全，但也会导致观众误读历史。

单霁翔说：“‘人打钟’事件后，我总在想，故
宫开展每一项工作，往往都深刻而多样地交织着

‘两难’的问题，都需要‘左顾右盼’，三思而后行，
都需要掌握其中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加以判断
与应对。”

在文物保护和观众权益间，单霁翔做的是一
道“物与人”的辩证题。

《中国科学报》：“让观众有尊严地参观故
宫”，这句话听起来很温暖，但也有些“高大上”，
故宫提升观众尊严感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单霁翔：“有尊严”体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的小
事上。譬如旅游旺季增加洗手间特别是女性洗手
间的数量；譬如通过科学研究增加对文物建筑无
害化的照明，观众就不需要把脸贴在玻璃上找文
物了；还譬如增加座椅，不让观众席地而坐。

来故宫参观的人大多是外地人，他们很早就
出门，先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参观毛主席纪念
堂，然后再进故宫。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到参观完
天安门广场后 60%的观众会进故宫，30%的人往
东走去王府井，10%的人去西边游览北海。不管观
众去什么地方，一大早参观完天安门广场后都得
补充点能量、吃一点喝一点，积蓄点力量、歇歇脚
了。可是端门广场缺乏观众休息座椅，从端门到
午门 150 米长的御路两侧，观众只能坐在台阶
上、坐在树底下，既不舒适，也不雅观。

我们设置了 1300 把路椅，在广场上安了 200
把，这种椅子每把可以坐 3 人，一共能坐 600 人。
有了路椅后，大树底下坐的人就少了。后来我们
给广场每棵古树做了一圈凳子，凳子一排坐 3
人，一圈就能坐 12 人，广场上一共有 56 棵古树，
这样又能坐 600 多人。现在广场上的座椅已经可
以容纳 1000 多人休息了。

《中国科学报》：参观中有一个让人特别疲惫
的因素是不知什么时候能到头的“蛇形”大排队，
故宫的参观峰值时一天人数达到十七八万，如何
解决售票难题？

单霁翔：过去旺季观众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
才能挪到售票处，非常残酷。观众筋疲力尽了才
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往故宫里面走。

故宫的票“不好卖”，是因为故宫票价淡季 40

元、旺季 60 元，人民币没有这个面值，所以自助
售票很难。我们只能加大人工售票的力度。过去
端门广场上两边的朝房办了一些低俗的展览，如

“太监展”“武则天展”等等，我们清理了这些展
览，并将西朝房 30 间用于售票，比过去多了 14
个售票窗口，现在一年下来统计，95%的观众在 3
到 5 分钟能买上票，极端的时候也就一刻钟，超
过一刻钟我们有报警，故宫会加强售票。

这样观众在进故宫前就不用那么挤，不仅体
力好心情也很好。

《中国科学报》：进故宫有好心情，出门也有
好心情，故宫全面禁烟，在入口处有打火机收缴，
我看到出口处还设了“打火机领取点”。

单霁翔：去年禁烟以来大概收了 100 多万个
打火机，这些打火机处理起来要花钱，观众被收
缴后又得重新购买。因为故宫是单行线，所以在
神武门外设了一个“打火机领取点”，观众离院时
可自行领取。现在打火机每天都能“收支平衡”。

《中国科学报》：故宫有着独一无二的地标
意义和文化象征，很多国家元首、家属也会选择
参观故宫，这些特殊观众会影响普通观众吗？

单霁翔：外国元首一般参观在 1 个小时左
右，基本上是短时封闭一部分路线。原则上不会
为其开放一些“游人禁入”的宫殿。

故宫一年的接待任务有 800 批次，每天都有
接待任务。故宫现在禁止机动车驶入观众开放
区。我当院长后第一次接待是 8 辆车的车队。后
来进第二道门的时候，我就让大家都下来了，一
是觉得太影响观众的参观，二是坐着车进紫禁城
并没有真正感受到皇宫的气势。当天下午我们院
开了一个会，禁止机动车进入参观区。

关于国宾车队的转折点是法国总统奥朗德，
那天奥朗德也是按我们的要求下车走进故宫，至
此国宾都是步行进紫禁城。例外只有印度总理辛
格，他年纪较大，81 岁了，后来专门从钓鱼台国宾
馆借了电瓶车。

禁止机动车驶入观众开放区，既有利于保证
观众参观安全，又有利于维护故宫世界文化遗产
的应有尊严。

除了“关门”，我们也有“开门”。午门的三个
门洞，以前观众只能走两边，贵宾倒是可以走中
间。现在打破这个陈规，门都打开了，有些人一辈
子只来一次故宫，他就想当一次“皇帝”，选择从
中间门洞高高兴兴、昂首阔步地走进去。

我们希望观众参观故宫是一种美好的经历，
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希望观众进到故宫能感觉
自己进的是一个文明的地方，是一个对人有关怀
的地方，是文化的场所。

《中国科学报》：因为故宫十分特殊，一件小
事都可能被放大，在观众与媒体的监督下，会不
会觉得压力很大？

单霁翔：故宫是公开和透明的。我们出版了
《故宫博物院规章制度汇编》，对公众公布了故宫
114 项管理规定，旨在使每一位社会公众对故宫
博物院的藏品管理、运营管理，都享有知情权、参
与权、监督权、受益权。翊坤宫“人打钟”事件后，
马上就有媒体在网上查我们的规章制度，藏品信

息、管理责任等等一目了然。
我们还向公众公开了我们的“家底”。故宫现

在 180 万件藏品，是全国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但
也是第一个实现全部藏品总目向公众公开的博
物馆。过去我们的家底不敢报，因为观众总说那
么多藏品，我们为什么看不到。那是因为展厅条
件所限，以书画为例，故宫藏有书法 7.5 万件、绘
画 5.3 万件，而以现在的展出速度每年上新，春季
100 多件、秋季 100 多件，展品轮流展览一遍要数
百年。以后故宫会逐步扩大开放区域，同时建新
的博物园区，我们届时将有条件把更多具有震撼
力的大型文物展览奉献给观众。

《中国科学报》：故宫一直是全年开放的，从
今年开始建立了周一闭馆制度，这对观众的参观
有什么影响？

单霁翔：我们在不断扩大开放区域的同时，
也有“闭”的措施。自 2014 年 1 月起，除法定节假
日和暑期外，故宫博物院正式实行周一全天闭
馆。周一闭馆主要是为了使古建筑、文物藏品、观
众服务设施能够及时得到“喘息”。

俗话说“歇人不歇马”，但故宫是“歇马不歇
人”。故宫长期以来连续开放，很多展厅因照顾观
众参观而不能及时、彻底地维护修整，积累了很
多问题，原状陈列的宫殿尤其如此。比如太和殿，
地面金砖、地毯，殿内陈设的宝座、案几、珐琅等
均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专业的保养和清洁。太和
殿的地面“金砖”加工工艺非常复杂，铺墁工艺十
分严格，保养工作也尤为重要。擦拭地面不能直
接用水，需使用浸过煤油的墩布，且墩布每两周
上一次煤油，要等油全部都“吃”进墩布里才能使
用，否则就会留有痕迹。以往工作人员只能利用
开馆前的短暂时间对金砖进行清洁和保养，难以
达到预期的保养效果，利用周一闭馆时间可以彻
底地保养。

故宫各部门十分珍惜闭馆日，组织开展包括
员工培训、开放环境清洁、展厅室内维护、文物展
品科技保护、开放区内“彩钢房”拆除等工作。

闭馆为保持古建筑和文物安全健康的状态，
争取了更多的空间和时间。短暂的休养生息，其
实质是为了故宫文物的益寿延年，也是为了观众
更大的权益。

产房真人秀遭质疑

近日，一档剑走偏锋的产房真人秀《来吧孩
子》开播。节目聚焦普通人的产房故事，将视线
投向亲子的“第一线”妇产科医院。首期节目中，
真实地展现了三名普通产妇从待产到孩子呱呱
坠地的全过程。

节目中一系列真实场景一一呈现。不少网
友被感动得直哭：“妈妈伟大，妈妈万岁。”而作
为产房纪实真人秀，节目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
质疑。批评者质疑节目太素太繁冗、折磨观众视
听神经。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这档节目声音凄
惨，画面血腥，看得人几欲呕吐，“看吐或看哭，
你肯定占一样！”

点评：这个节目是要科普还是激发对母亲
的爱？显然最受刺激的是，观众的感官感受。

北京部分四合院沦为大杂院

迄今为止对北京四合院收录最全的《北京
四合院志》即将出版。通过首次对四合院的大范
围摸底，近千个院落将留存史册。遗憾的是，其
中一半的四合院已沦为问题颇多的大杂院。

成为大杂院的四合院因居民过多，破坏
严重而亟待保护；经过保护修缮的四合院改
作他用后又因原住居民的缺失而没有了生活
的味道。这对矛盾使四合院的保护似乎走进
一条死胡同，四合院的总体保护效果也并不
理想。对于四合院的保护利用问题，学界也一
直存在争议。

点评：摸清楚了底，其实根据不同四合院的
情况分别保护，不一定都一样，大杂院何尝不是
一种民居，只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改进的问题。

新《西游记》在港播出遭批

新《西游记》自 4 月底在香港无线电视台
（TVB）黄金档开播以来，便因其质量问题遭
到观众的批评。有香港观众向主管单位香港
通讯事务管理局反映，称该剧存在特效夸张、
粗糙、道具及配音不佳等问题。目前，有关新

《西游记》的投诉累计逾 1100 宗，创下剧集投
诉的最高纪录。

点评：电视剧不好，还可以投诉？如果国内
有类似机构的话，那可要忙个不停了。

好莱坞“烂片”在华仍创高票房

4 月，巨星约翰尼·德普的新片《超验骇客》
在中美同步上映。截至 5 月 6 日，这部投资超过
1 亿美元的影片在全球仅取得了 5443 万美元
票房，北美票房仅 2133 万美元。

不过，与在美不受待见形成对比的是，《超
验骇客》在中国内地已收获 1.26 亿元票房，这也
是继《劫案迷云》《金蝉脱壳》等片之后，中国再
一次成为好莱坞“烂片”的第一票仓。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由“老明星”主演的电
影美国观众并不买账，是因为他们更在乎电影
的品质，而中国观众更在乎明星的名头。

点评：同是烂片，看中国明星不如看国际
巨星。

《舌尖2》镜头嫁接涉嫌造假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后，两次身陷
“抄袭”风波。第一集《脚步》藏族小伙采集野蜂
蜜的镜头与 BBC 纪录片《人类星球》如出一辙，
陈晓卿回应称是“致敬经典”。

《脚步》中藏族孩子一开始爬的是一棵树干
挺直高大的针叶树，根据树冠的形状、分枝的特
点，可以判定这是一棵松属的乔木，按西藏林芝
的物种分析，可能是高山松或者华山松。之后一
个近景镜头，画面中的树叶很明显不是针叶树，
这似乎是一棵壳斗科的高山栎。

另一个取蜜的镜头也有可能是造假的。蜜
蜂的蜂巢是竖着一片片排列的，而不是像视频
里这样横着叠在一起，而且一只蜜蜂都没有也
太不合理。网友指出对于纪录片来说，在不同的
自然和人文环境里表现相同或类似的自然和文
化现象没问题，但自己伪造一个跟人家完全一
样的故事，这不叫致敬，这就是抄袭。

第三集《时节》讲述飞鱼的四个镜头照搬了
BBC 纪录片《生命》的素材。《时节》的导演胡博
在受访时说：“这五个镜头都有 BBC 授权，无论
在流程上还是法律上都不存在问题。”

点评：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不能理解一
部优秀的、拍摄中国美食的纪录片要去使用
外国纪录片的镜头。时间不够？我们选择宁缺
勿滥；资金不够？《舌尖》缺钱，中国没哪部纪
录片不缺了。

文化微议

栏目主持：喜平

单霁翔：做一道“物与人”的辩证题
■本报记者 李芸

首届中日韩养生文化
与养老产业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 5 月 11 日，首届中日韩养生文化与
养老产业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此次论坛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和日中
环境协会共同主办，目的是为中日韩三国养生文
化的探讨和养老产业的合作建立一个交流平台。

在论坛上，来自中日韩三国的政治家、企业
家和学者针对养生、养老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中日韩三国同处于东亚文化圈，有人也将其称为

“筷子文化圈”，在养生、养老方面有着共同的文
化基础和现实需求。

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严重的
环境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基本恢复了良好
的自然环境，同时发展起了养生文化和养老产
业。韩国在养生、养老和生态保护方面也积累了

自身的成功经验，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养生文
化。中国的养生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天人合
一”的思想与“医食同源”的理论构成了中国养生
文化的精髓，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
环境保护的难题，在养生与养老问题上需要不断
进行反思。“交流是文明进步的里程碑，中日韩三
国应当互相学习。”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
王石说。

据悉，此论坛今后将走向常态，轮流在中日
韩三国举行。 （张文静）

刘雨田三十周年
探险生涯展览开幕

本报讯 5 月 13 日，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特
种探险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第一位职业探险
家刘雨田三十周年探险生涯展览在北京植物园

开幕。
刘雨田是世界上第一位徒步考察万里长城

的人，他曾四度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徒步丝绸
之路、漫步黄土高原；只身闯荡罗布泊；攀登格拉
丹冬、珠穆朗玛；独上昆仑雪山、绒布冰川；考察
神农架野人、喜玛拉雅野人……至今，刘雨田已
完成了 47 项考察旅行探险项目。

三十年的探险中，刘雨田拍摄了上万张照
片，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探险日记，内容涉及各种
领域。歌手田震 1998 年唱遍大江南北的《干杯朋
友》，便是作曲家杨海潮专门为刘雨田而写。

此次摄影展，以图片影像为线索，展出了刘
雨田三十年探险生涯中几百万字探险考察笔记
物品和数万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很多照片都
是刘雨田在探险过程中冒着巨大危险拍摄而成，
从自然风光到风土人情，多层次地展现了极限世
界的精彩画面。

本次展览将于 5 月 23 日结束。 （王俊宁）

陈敢清蝴蝶摄影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 近日，《大自然的舞姬———陈敢清蝴
蝶摄影作品展》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展出。

陈敢清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会员，他走遍全国，宣传环保，进行蝴
蝶的调查并留下了历史的见证———摄影作品。

这次展览共 111 张展板，160 幅蝴蝶生态摄
影作品，介绍了 102 种珠海常见的野生蝴蝶。

作者还为蝴蝶摄影作品选配了 104 首（句）
中国历代优秀的蝴蝶诗词名句和作者自作或
所辑诗文短句 136 篇（句），图文并茂、雅俗共
赏。

据介绍，展览作品是陈敢清连续用了 8 年时
间，在对珠海蝴蝶作本底资源调查与研究的基础
上，摄影并编辑而成的国内唯一以一个城市本土
野生蝴蝶为创作对象的蝴蝶摄影作品展览。

（李洁尉黄向丽）

民间传说故宫一共有 9999 间半房间，那故
宫到底有多少房间？听到这个问题，一起接受采
访的故宫办公室工作人员笑言，“单院长最有发
言权”。“紫禁城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统计有 8704
间。现在故宫大约有 1 万间，其中古建筑 9000
间，现代建筑 1000 间。”单霁翔说。

说单霁翔最有发言权，因为可能只有两个人
用脚丈量过故宫的 1 万间房间，其中一个是单霁
翔，另一个是他的秘书。单霁翔摆摆手，说：“不是
别人不走，是别人走不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
区域界定，包括副院长都不能走非他管辖的区
域。我是‘利用职权’走的。”单霁翔上任后，大约
花了五个月时间走了故宫 1 万间房子，并且给每
个房间都拍了照片。

且行且思，是单霁翔的工作状态。他出版的
文集就命名为“思行文丛”。2012 年单霁翔卸任国

家文物局局长，应邀将自己 10 年的调研、思考、
讲话梳理出版了一套 500 余万字共 10 本的《文
化遗产·思行文丛》。不到 1 年半，他又出版了《平
安故宫·思行文丛》。

“平安故宫”是 2013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的一
项工程。这项工程的保护对象有三个：分别为将
占地 112 公顷、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的木结构
宫殿古建筑群，180 万余件故宫藏品和每年约
1500 万中外观众。

“2020 年紫禁城要迎来 600 岁的生日。‘平安
故宫’工程将在这一年完成。‘平安故宫’是我们
绘制的美好梦想，需要通过实干才能使梦想成
真。如果说制定奋斗目标，绘制美好梦想需要花
一分气力，那么，实现目标和梦想则需要用九分
功夫。通过思与行，我们故宫人要把壮美的紫禁
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 （李芸）

故宫是一本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它
是 级景区，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的文化遗产
地，是馆藏 万件文物的艺术博物馆，它
更是集各种身份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近几年，拥有近 年历史的故宫，在
不断挖掘中焕发着不一样的光彩，故宫研
究院挂牌成立、故宫学院开办、国际博协博
物馆培训中心在故宫成立、开发故宫文化
产品让人们“把故宫文化带回家”。而这些

“故宫之变”为故宫赋予了一个更重要的身
份：一个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传播平台。

月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本报在深
度探访故宫之后将推出三篇关于故宫的系
列报道。

故宫探访之一

编者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