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赋能 艺术焕发新生

知识普及 化身“第二课堂”

走 进 山 西 晋 之 源 壁 画

艺术博物馆，映入眼帘的便

是装嵌于壁画艺术博物馆

大厅的镇馆之宝——《千手

千眼观音》巨幅仿真壁画。这

幅壁画高10.3米、宽7.5米，是

运用国际最领先壁画数字化

保护技术与壁画高仿真技术，

原状、原色、原真、高清呈现的

壁画数字化保护成果，为观众

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

“整个博物馆就是数字技

术应用的集中展示。”山西晋

之源壁画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刘荟菲介绍，该馆以“壁上丹

青·中国古代壁画源流”为主

题，以山西现存的古代壁画

为主体，旁搜博采，兼及全

国，依据时间顺序，组成七大

展陈空间，选取典型之作，采

用高仿真复制品、临摹品、实

物演示等多种形式，集中展

现中国古代壁画源流和脉

络，打造“观、学、研、住、游”

一站式特色文化基地。

山西晋之源文化艺术有

限公司数字化团队负责人李

茂斌表示：“山西的寺观壁画

分布广泛且位置偏远，实地考

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这些

珍贵的壁画历经千年风雨，面

临着自然损毁的风险。”为此，

该团队运用先进技术对上万

平方米的壁画进行扫描和原

大复制，从图像学角度开展研

究，深入挖掘壁画的艺术、文

物和历史价值。

“自 2023 年 10 月开馆以

来，已接待游客 1.5 万余人

（次）。”刘荟菲表示，博物馆现

已建成以山西壁画、彩塑和古

建筑资源数据库为特色的“山

西文化遗产资源大数据中

心”，为壁画保护研究和文化

传承提供了坚实基础。当前

正在推进数字博物馆项目，构

建集“数字保护、虚拟展示、学

术研究、公众教育”于一体的

智慧化平台，打造壁画数字资

源库。她说：“目前已完成整

体框架搭建，未来将通过手机

和电脑终端，为公众提供更便

捷的观赏体验。” （李娟）

“同学们，在15万年前的

旧石器时期，晋中地区就发现

了人类活动的痕迹……”5月

18 日，在晋中市博物馆的展

厅内，解说员正为前来参观的

学生讲解晋中历史遗迹文物

背后的故事。他们时而凑近

玻璃展柜观察，时而举起手机

拍摄，一场生动的“历史课”在

展柜间悄然展开。

近年来，晋中市各类博物

馆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通过特色展览、互动体验、红

色研学等多元形式，为青少年

打造沉浸式文化课堂，成为文

化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参

观不同主题的展览，如历史、

艺术、科技等，他们能够接触

到书本之外的知识，拓宽视

野。博物馆中的实物展品、场

景复原和多媒体展示，使学生

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历史事件、

文化背景和科学原理。

“以前觉得历史很枯燥，

通过参观博物馆中的文物，我

感觉书本中的很多历史变得

生动鲜活起来。”在参观过程

中，不少学生表示，博物馆仿

佛是“第二课堂”，让他们在学

校学到的很多知识都变得具象

化了。记者了解到，仅晋中市

博物馆2024年就接待192个青

少年团队、约 9000 人参观学

习；今年以来，已有63个青少

年团队、约3500人参观学习。

博物馆中的展品，往往承载着

深厚的历史情感和文化内涵，

青少年在参观过程中能够感

受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产生情感共鸣，

进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和传承意识。尤其是一

些具有深刻主题的展览，如战

争历史、社会变迁等，能够启

发学生对历史、社会的思考。

近年来，我市的各类博物

馆越来越注重互动性和参与

性，通过设置互动体验区、工作

坊等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

学习、在乐趣中探索。这种寓

教于乐的方式深受大中小学

生的喜爱，使他们更加主动地

参与到学习中来。 （张颖）

串
联
古
今
时
空

绽
放
时
代
光
彩

—
—

写
在
第49

个
国
际
博
物
馆
日
之
际

在时代发展的宏大叙

事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始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全市文旅部门牢

记嘱托、积极作为，以高度

的文化自觉与坚定的文化

自信，全力书写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的精彩华章。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

发力。经过多年的努力，晋

中市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

全民共享的良好格局。从

政策制定到资金投入，从人

才培养到宣传推广，各个

环节紧密配合、协同发力，

形成强大合力。

在推进过程中，我市

积极创新。观念上，正确

处理保护、传承、利用、发

展的关系，在保护传承基

础上实现合理利用与可

持续发展，以利用发展反

哺保护传承，凝聚更广泛

的社会力量。科技创新与

方式创新齐头并进，文博

单位借助现代科技，提供

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

沉浸式体验的信息产品和

网络服务，发展文物数字

内容新业态，让文化遗产

“活”起来、“火”起来。

节假日、寒暑假，“博

物馆热”持续升温，全市各

类博物馆成为市民和游客

的文化打卡地，文博创意

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这些

成果的背后，是我市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上的不懈

探索。从古建筑修缮保

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挖

掘传承；从举办文化展览，

到开发特色文化旅游线

路，我市不断开拓新路径、

新方法。如今，丰富厚重

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已成

为我市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的重要支撑。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在快速变化的

社会，博物馆的创新不仅

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文化

传承的必由之路。博物

馆，这座连接过去、现在与

未来的桥梁，必将以更多

创新形式，为观众打开上

下五千年的浩瀚世界。

记者手记

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 闫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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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旅融合向纵深推进，我

市依托文物景点、文博场馆推出的

多条文物主题游径，以晋中商人、

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

家庄园等为主的“晋商民俗文化旅

游”被列为我省向海内外主推的三

大产品之一。丰富的文化遗存、多

样的利用形式，展示了晋中丰厚的

文化底蕴，带动了当地文化、旅游、

服务行业发展，成为强有力的经济

增长点。

5月17日，河北游客李敏走进

晋中市博物馆，开启了一场与历史

的深度对话。馆内以“岁月风采”

为主题的展厅中，各种文物形态各

异、独具特色，宛如一个个“时光宝

盒”，静静诉说着晋中悠久的历史

文化和厚重的人文精神。李敏感

慨道：“参观博物馆能让我们增强

文化自信。这里展品丰富、展览多

样，环境也十分优美。”

的确，想要深入了解一座城

市，博物馆无疑是最佳去处。展览

作为博物馆的基础，承载着城市的

历史记忆与文化精髓。在晋中，无

论是晋中市博物馆还是榆社县化

石博物馆，无论是山西中医药博

物馆还是山西晋之源壁画艺术博

物馆，游客都可以通过游览观展

的方式，深刻领悟晋中的历史脉

络与文化底蕴。

在晋中，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

合正在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焕发光

彩。特别是晋中市博物馆，自开馆

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护、研究、展

示、宣传晋中的历史文化。这里不

仅保存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还

通过各种现代化的展览方式，让参

观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晋中丰富

多彩的文化传统。

不仅如此，各类博物馆还充分

发挥馆藏资源优势，精心组织策

划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

展览陈列到场馆服务，博物馆不

断推陈出新，力求为公众提供更

加优质、多元的文化体验。这

些举措不仅满足了公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为城

市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如今，博物馆

已成为越来越多游

客来晋中旅游的必

选之地。

（张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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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宛如时光长河中的忠诚守望者，通过展陈的每一件文物，告诉

我们曾经发生的故事。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

来”。当下社会瞬息万变，博物馆面临守护文化身份、推动文化创新与重构

等任务。它们不再是单纯的文物存放处，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前沿阵

地。本期我们聚焦晋中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大家呈现博

物馆在新时代的专业价值与多元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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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作为全面展示和传播公

共文化的重要平台，在晋中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事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进入新时代，我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全市

25 家博物馆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匠

心守护、倾力传承，让沉寂千年的文

化遗产重焕时代光彩。

2013年，昔阳县三处建设工地相

继传来重大考古发现——7座宋金时

期砖券单室墓重见天日，内有金时期

的精美壁画和 28 件宋代器物。为妥

善保护这些文物，该县在原址打造昔

阳宋金文化博物馆。2018年12月，该

博物馆对外开放。

为更好地展示晋中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2014 年，我市规划新建晋

中市博物馆。2018年12月5日，晋中

市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目前为国

家二级博物馆。

截至2023年底，我市现有备案在

册的博物馆25家，在全省与大同并列

第三，其中，国有博物馆13家、非国有

博物馆12家，形成了以市级博物馆为

主体、县级博物馆作支撑、非国有博

物馆作补充的博物馆体系。国有博

物馆中，二级博物馆3家，分别为晋中

市博物馆、榆社县化石博物馆、祁县

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三级博物馆 5

家，分别为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麻

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平遥县双林寺

彩塑艺术馆、平遥县中国票号博物

馆、平遥县博物馆。山西中医药博物

馆、山西晋之源壁画艺术博物馆等12

家非国有博物馆藏品种类囊括了传

统中医药、壁画、古兵器、中外报纸

等，进一步丰富了博物馆的种类和内

涵，彰显了地域特色。

如今，全市各级各类博物馆正

以独特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历史、感受文化，为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 （闫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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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悠，文物不朽。5539处

不可移动文物，69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文物就是活着的历

史，带着古老的文明，成为今日晋中

历久弥新的灵魂，放慢脚步，走进晋

中市博物馆，可以跨越历史长河，聆

听晋中的前世今生。

在时间的暴雨冲刷中，我们

看到色如明月的瓷器上提着诗、

剔透如水的烧制琉璃上绽开花、

万里茶道上清越的驼铃声、晋华

纺织厂里的机器轧轧作响……这

些在生活场景与历史洗礼中形成

的文化遗产，展现了晋中文化无穷

无尽的魅力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作为全面展示和传播公共文化

的平台，市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匠心守

护、倾力传承，让沉寂的文化遗产

焕发出时代光彩，在做好馆藏文

物保护修复的基础上，充分借助

互联网、新兴数字终端等技术，致

力于打造“千秋遗珍、光耀晋中”

文物三维数字化展览，实现线上

VR 展览，让藏在“深闺”的文物进

入公众视野，走进公众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至2023

年，省、市先后出台“考古前置”政

策，市博物馆积极贯彻落实，先后完

成了我市 200 多个建设项目、地块

的考古调查工作和130多个建设项

目、地块的考古勘探工作。同时，与

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完成了 20 余项

考古发掘项目。此外，市博物馆还

积极开展馆校合作，分别与太原理工

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传媒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建立

稳定的馆校合作关系，实现了在学术

交流、人才培养、志愿服务等方面长

期有效的协作机制。下一步，还将在

文创开发、展陈设计等方面深入合

作，探寻文物活化利用新模式。

星有无言之歌，月见圆缺之

意。灯光之下、展柜之中，一件件无

言的文物，披着历史纱衣沉稳端坐，

等待后来人将它们身上的历史逐一

发掘、传承。 （史俊杰）

建筑琉璃构件（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