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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网红博物馆的流量密码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
琦将以关中、晋南、豫西为
中心，辐射黄河中游及部
分下游地区的核心区域定
义为“中原地区”。考古学
泰斗严文明曾经把整个中
国的古代文化形容为一个
重瓣的花朵，中原是花心，
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
花瓣，花心与花瓣为一个
整体，保证中华文化五千
年持续发展而不间断。

历时 5 年，接连两次，
画家们用脚步丈量黄河两
岸，用画笔绘写历史文化
的脉搏。博大精深的中原
文化，不仅给予了 22位画
家广袤的创作舞台，也让

他们拥有了坚定不移的文
化自信。在这千锤百炼
中，不同的选题题材、表达
方式、绘画技巧，都能在

“画说郑州文明史”的创作
中展现出“传统、生活、创
新、中正”的中原画风。

如今，参与过“画说郑州
文明史”的诸位画家，正在用
自己的丹青笔墨，绘就着河
南美术事业发展的正大气
象。“画说郑州文明史”的接
连举办，让散落于这片土地
上的文明足迹得以串联，兼
收并蓄的创新灵感闪烁于
宣纸之间，回眸一看，那层
层渲染的墨色，便是他们笔
下的中原。记者 李居正

“为一座馆赴一座城”，
在互联网上有忠实的粉丝如
此介绍河南博物院。很多游
客来到河南郑州，行程中重
要一项就是到河南博物院

“打卡”。
安阳殷墟出土的妇好鸮

尊、“青铜时代的绝唱”莲鹤
方壶、饱含楚风神韵的云纹
铜禁……大量珍贵文物勾勒
文明经纬，引人流连。

八千多年前的骨笛、五千
多年前的陶埙、两千多年前
的编钟编磬、一千多年前的
歌舞乐俑……一件件音乐文
物经由沉浸式、场景化的演
绎相继“苏醒”，奏响经典古
曲与新编乐章。

河南博物院经常一票难
求，仅 2025年春节假期 8天，
累计接待游客10.15万人次。

高新科技的应用，在河南
博物院同样随处可见。社会
教育体验厅内，最新落地的

《唐宫夜宴》XR（扩展现实）

大空间沉浸展，让观众得以
“穿越”千年，与李白共览大唐
盛世。

文创商店里游客摩肩接
踵。从风靡全网的“考古盲
盒”，到琳琅满目的文物冰箱
贴，从口味独特的“四神瓦当”
冰激凌，到既美观又实用的发
夹、马面裙，河南博物院文创
矩阵不断迭代，在口袋里、舌
尖上、服饰间搭建起中华传统
文化的“移动展厅”。

以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以科技赋能拓宽传播边
界，2024 年博物馆馆长论坛
上，河南博物院文创营销案例
获评“2024全国博物馆融合发
展创新案例”。

在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
自强看来，河南博物院不断找
寻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最
大公约数”，让文物走出展柜、
让文化焕然新生，真正融入大
众日常生活。日前，他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用脚步丈量黄河两岸

中原画坛名家“画说”郑州文明史

河南博物院：“为一座馆赴一座城”

记者：河南博物院有哪些
特色看点？

史自强：河南博物院创建
于 1927年，是我国成立较早
的博物馆之一，馆藏文物数
量多、类别丰富、时代连贯，
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
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
具特色。现有《泱泱华夏 择
中建都》大型基本陈列和《中
原古代石刻艺术展》《丹淅吉
金——中原楚国青铜艺术》等
系列专题展览。

除静态展陈外，河南博物
院探索音乐文物陈列活化的
特殊形式，成立华夏古乐团并
推出音乐文物复原展演，带给
观众“可以聆听的历史”。

记者：河南博物院的很多
文创产品因何受到追捧？

史自强：在我看来，河南
博物院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
频频出圈，就在于我们在追求
创新与市场接受度的同时，确
保文创产品不失文化底蕴，也

就是“根在文物，活在当下”。
这就确保了文创产品不是简
单 的 符 号 挪 用 ，而 是 文 化
DNA的活化再生。

记者：河南博物院有哪些
“跨界”创新？

史自强：河南博物院推出
过众多创意活动。例如，与河
南本土特色餐饮品牌联名举
办了“菜市场的博物馆”，让文
物跳出展柜，以接地气的形式
融入菜市场，吸引了大批年轻
人前来“打卡”。

我们推出了“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博物馆奇妙游”等
主题研学路线，年均开展相关
主题活动3000多场次。

此外，我们还推出“一起
考古吧”小程序，吸引了超
2.7 亿人次参与，体验“指尖
上的考古现场”；发布妇好鸮
尊、莲鹤方壶、云纹铜禁等文
创数字藏品，上线即被“秒
光”……这些创意活动不仅
丰富了河南博物院的 IP 内

涵，更推动了文博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

记者：您如何评价各地掀
起的“博物馆热”？

史自强：“博物馆热”背
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愈发
深入人心，社会公众对精品文
化消费的新需求和对精神文
化生活的新期待空前高涨，需
要有更多传统文化产品创新
传播。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是
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
殿堂，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在当
前文化需求更加多样化、文
化消费更需场景化的大背景
下，博物馆要维持热度，就要
不断守正创新推动事业发
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
化为可感、可触、可体验的生
动故事，让文物活起来、让文
化“潮”起来。
新华社电

【博物馆故事】 【对话馆长】

5年前，一场名为“画说郑州文明史”的名家邀请展被提上创作日程，深耕于中原大地的艺术
工作者们开始了他们的跋山涉水、采风调研。

两年前，22位画家围绕该主题再次走近黄河，在登封、巩义、新郑等沿黄河两岸的文物遗址、
自然风光中找寻这座城市的悠久文脉，并用画作将其揽入胸怀之间。

“画说郑州文明史”系列
创作，还要追溯到 2019年的
夏天。当时，时任河南省书
画院院长、山水画家李明萌
生了用山水画集中表现郑州
古代文明的想法，这一设想
与时任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
伟不谋而合。不久，这场名
家邀请展便很快启动，并吸
引一批技艺精湛的省内画家
参与其中。

2021年 6月 16日，以“文
物映耀百年征程”为主题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画说郑州文明史名家写
生创作展”在郑州博物馆嵩
山路馆开展，其展出的百余
幅作品与“中岳嵩山”“母亲
黄河”“人文始祖”“河洛古

国”文旅 IP相契合，展现古都
郑州的历史文化遗存，受到
了省内外一批实力派画家的
广泛关注。

回忆起首次参与“画说
郑州文明史”的创作历程，中
原文化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
授汪俊林颇有感慨。“当时我
们创作的主题十分明确，就
是郑州境内的83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从巩义到新
密，连采风带写生，创作队伍
随之不断扩大。”经过一年多
写生沉淀，一幅幅表现嵩山
黄河胜景，着墨文物古迹的
画作开始面向世人呈现。

从登封“天地之中”历史
建筑群到黄河岸边的鸿沟、
大运河，藏匿于深山的古塔

与碑刻被墨色渲染，将军柏、
铁人、宋代皇陵一一浮于纸
面。这些画作不仅填补了用
书画艺术表现形式展现文物
遗产风貌的空白，还为许多
游人不曾驻足的角落留下艺
术刻画和水墨诗篇。2023年
6月，“画说郑州文明史·走近
黄河”写生创作展览活动第
二届启动，更多年轻一代画
家参与其中，续写“文物+艺
术”的跨界融合。

2024年4月25日，汪俊林
携着他所创作的《巩义石窟》

《登封清凉寺》《登封初祖庵》
第二次参与到展览活动中，并
与李明、桂行创、王根生等画
家一起，用水墨呈现郑州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色彩。

据记者了解，作为河南省
文联与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
展览活动，“画说郑州文明史·
走近黄河”所展出的作品，在
内容表现上注重传统技法与
现代形式的结合。画作不仅
体现中式美学魅力，还以史为
鉴，力图构建过去与现在的

“时空对话”，以此展现中原大
地的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体现在艺术对文化遗产
的表现上，也体现在笔墨勾
勒、层层渲染之中。同样两
次参与到“画说郑州文明史”
创作活动中的还有房巍，作
为郑州市教育书画学会会
长、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艺术
设计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书
画教育的他，谈起当初的几

幅创作，好似变成了一位美
术老师。“我将‘轩辕庙’放在
了这座山最显眼的位置，通
过着墨的变化，来表达虚实
明暗关系。”“这些坐落于中
岳庙中的铜人，想要完整地
表现他们的姿态，不仅要用
好传统国画技巧，还要吸收
西方雕塑的线条表现手法，
这样才能更具力量感……”

脉络一贯，传承在心间

技法有别，古今融笔尖

画风可循，其名曰中原
《登封清凉寺》 《巩义石窟》汪俊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