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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7

日电 （记 者 杨 晓 静

康 锦 谦 刘 巍 巍 史 林 静 罗

鑫） 三星堆文物北京展“人山人

海”、山西博物院预约火爆、成都游

客冒雨排队看太阳神鸟、苏州博物

馆加场夜游活动……暑期刚至，持

续高涨的文博热成为中国一道靓丽

的旅游风景线。

国家文物局不久前发布通知，

提倡博物馆适当延长开放时间、“非

必要不预约”。首都博物馆、北京天

文馆、三星堆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南

博物院等多地博物馆纷纷延时开

放，并通过开设夜游、沉浸游、体验

游等多种形式，让游客更便利、更直

观地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对历史文化十分痴迷的李铖，

每到一座城市必先参观当地博物

馆。参加完高考的这个暑假，他和

母亲姚雪从内蒙古到成都旅游。

“我们‘见缝插针’安排参观行

程，第一站就是收藏有太阳神鸟金

饰等珍贵文物的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姚雪说，他们还准备前往三

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等多个博

物馆参观。

在太阳神鸟金饰所在展厅，参

观者把这件“镇馆之宝”围了个水泄

不通，其中就有正在西南财经大学

参加短期

课程的新加坡

大学生杰伊。

“中国历史厚重、文化

多样。学习了解各地不同

的文化十分有趣。”她对记者

说，希望更多了解成都，包括这座城

市的形象标识——太阳神鸟。她了

解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

神鸟表达了中华先民向往太阳、崇

尚光明的飞天梦想。

暑期文博游涌动的人群中，有

很多和杰伊一样远道而来打卡“中

国游”的外国人。在苏州博物馆看

到中国春秋时期的精美青铜剑展

品，美国青年埃萨特·布科连连赞

叹：“第一次到苏州，但我已成为这

里的超级粉丝。”

中华五千年文明正在成为中国

作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的核心吸

引力。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入境游客

满意度专项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

受访者将体验中国文化作为来华旅

行的主要目的。

截至目前，中国 144 小时过境

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已增至 37 个，

今年上半年外国人来华数量同比

攀升152.7%。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各大博

物馆“各显神通”，持续提升观众观

展体验。

故宫博物院上新《故宫展览》

App，只需指尖轻点，便能“空降”

到故宫“殿堂”；三星堆博物馆引入

数字化展示系统，参观者可以借助

高科技和古蜀文化互动，沉浸式体

验古老而神秘的三星堆文明；苏州

博物馆推出了“拙政问雅·夜苏博

Plus 版”夜游活动，游客可以凉凉

快快地享受古典园林与现代建筑的

融合之美。

广受欢迎的“常博奇妙夜”活动

今年暑期推出了全线开放的夜赏、

非遗剧目的夜演、以“解谜”为主的

夜游、与知名科普作家面对面的夜

读等一系列夜间专场活动。

“博物馆夜游不仅让夜生活更

加多彩，还让孩子徜徉在文博的海

洋中，学到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带

孩子来体验“常博奇妙夜”活动的常

州市民刘国庆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经

验的丰富，文旅融合已成趋势，以文

化、历史为标识的文博场馆、历史文

化名城成为广大游客的“必选项”。

勾栏瓦肆中的民间绝活、蹴鞠

现场的阵阵叫好、大型演出现场的

战马啾啾……八朝古都开封的清明

上河园，重现宋朝的市井生活、建筑

风貌。

这个以中国传世名画《清明上

河图》为蓝本的大型主题公园，暑期

推出了宋“潮”你最美·清凉泼水秀、

大型沉浸式夜间马战《岳飞·郾城大

捷》等系列特色演出，每日最高接待

游客超3万人（次）。

中国目前有北京、南京、杭州、

苏州、开封、正定、曲阜等140多座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迅猛发展的城

镇化进程中，这些城市实施了大规

模历史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打造

出一座座“超大的城市博物馆”。

“了解一座城市，先走进博物

馆”是时下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共

识。“文博热”的背后是“传统文化

热”，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浓

厚兴趣，也包括海外游客对中华文

化的好奇与探求。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仅要看秀

美的自然风光和广博的历史人文，

还要体验发达的高铁和充满烟火气

的美食街。中华文化正对各国游客

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戴斌说。

目前，中国有57项世界遗产，其

中文化遗产39项、自然与文化双遗

产 4 项。截至 2023 年，中国拥有

6833 家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超过

12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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