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 责编：曾贵真 美编：张汉松 校对：楚晓庆

【高端访谈】

博物馆，城市文脉，方寸间一眼千

年。

锦绣南粤，文博荟萃，借力科技，文

物惟古亦惟新。

游走于各大博物馆间，一卷广东编

年史展现眼底。

“万岁”瓦当，近在咫尺。曾经椽头

风和雨，拓来一纸问秦汉。你看见的，不

仅是秦砖汉瓦的古物之美，更有时间和

智慧。

华彩外销瓷，素雅元青花。步入瓷

中画，秋去冬梅开雪地，春后夏夜望月星

……你看见的，是宋明时的广州城。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博物馆给予

我们的，除了文史、美学、艺术、世界观、

生活启示……还有心灵的慰藉，一如苏

子瞻的名句，颜鲁公的名迹。

今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博物馆的力量。

何为博物馆的力量？博物馆如何借

助这个力量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湾区

故事、广东故事？今起，新快报将专访多

位文博“当家人”，尝试从多个维度予以

深入解读和把脉。敬请垂注。

【开栏语】

让走进博物馆的观众
都能触摸历史

新快报：博物馆接下来几年有什么

发展计划？

张建雄：省重点文化建设项目——

海防遗址公园的建设已提上日程。我们

会将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炮台遗址保护、

利用起来，形成一个展示海防史的遗址

公园。另外，会针对广东水师的历史进

行深度研究，来填补广东水师研究的空

白。

东莞市目前正在打造四张文化名

片，其中一张就是“中国近代史开篇

地”。未来我们要着力打造“林则徐”和

“虎门销烟”两大 IP，让鸦片战争博物馆

的影响力传播得更深远。

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构建一个

儿童的博物馆，将鸦片战争的历史，用儿

童的语言，用儿童的视角去阐述，让孩子

们从小“明来处，知去处”。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遗址，近段时间

我们还要完成管辖区域内的7座炮台的

修缮保护工作。

鸦片战争博物馆馆长

目前，广东省观众量最多的博物
馆是哪个？
答案是：鸦片战争博物馆。
你猜对了吗？
广东是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成为第
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957年，
在林则徐销烟池旧址的基础上，林
则徐纪念馆开建；1985年定名为

“虎门林则徐纪念馆”，又增加馆名
“鸦片战争博物馆”。现在的鸦片战
争博物馆，由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海
战博物馆、沙角炮台管理所和威远
炮台管理所组成。平均每年接待观
众560多万人次，据疫情前的有效
统计，2019年更是达到 584.5万
人次，观众量在全国博物馆排名第
七，居广东之首。

日前，新快报记者对话鸦片战
争博物馆馆长张建雄，听他全方位
阐述“鸦片战争博物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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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雄

新快报：走进鸦片战争博物馆，您

会推荐重点关注哪些文物？

张建雄：任何一件文物都是我们心

中的宝贝，任何一件文物都可以深入阐

释与展示，近几年我们一直奉行一个理

念，就是一件文物、一个人物、一个历史

事件都可以构建起一个展览。如果让

我推荐的话，那应该是虎门销烟池和虎

门炮台群，因为它们最能直观体现这段

历史的所在。

■鸦片战争

博物馆馆长

张建雄

【对话】

海防遗址公园建设提上日程
将构建“儿童版”博物馆

推荐参观：销烟池和炮台群

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有所
收获

“我想，博物馆的力量主要体现在，

博物馆在整个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承担什么样的使命，满足了什么样

的社会需求。具体到鸦片战争博物馆，

就是润物无声地展现爱国主义教育、禁

毒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魅力与影响，就是

将民族精神之光与文化价值之魂有机

融合，潜移默化地感染、启迪一代又一

代青少年。”张建雄说。

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来发挥博物馆

的力量呢？张建雄认为，作为一个纪念

性和遗址性相结合的专题博物馆，首先

要保护、利用林则徐销烟池和虎门炮台

旧址，进而挖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内

涵和价值，并将其转化为两个主题，即

“销烟”和“鸦片战争”。让走进鸦片战

争博物馆的观众，都可以触摸历史，感

知这一民族精神的承载地所记录下的

厚重。

“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关

天培等爱国将领在这里击退英军。走

进鸦片战争博物馆的人，能够受到爱国

主义教育、禁毒教育、国防教育。”张建

雄介绍，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博物馆还

通过展览、教育活动等方式，深度解读

文物故事，再现完整的鸦片战争历史，

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有所收获。“鸦片战

争博物馆的定位是历史文明的见证地、

民族精神的家园、知识的储存地、文旅

融合的胜地，通过这几个定位，去体现

自身的社会形象，发挥自身的价值”。

用形象化的语言去呈现
相关史实

鸦片战争博物馆下辖的海战博物

馆，以“鸦片战争”为基本陈列，内容分

为“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世界”“中英战前

冲突与广东军事防御”“第一次鸦片战

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沉沦与觉醒”

等七部分。

在策划海战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时，

策展团队认为，不能就鸦片战争而谈鸦

片战争，而应该把这个历史事件，放到

整个世界的视野中，去展现鸦片战争前

中国所处的社会状态。“观众能够直观

地感受到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教育、科技等的对比，展览呈

现出的效果是很有冲击力的，对人的教

育意义特别大。”

深奥的学术成果如何转变为人人

看得懂的展览？张建雄认为：“研究是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展览是把复杂问

题简单化”。在研究、策展的过程中，

需要将文献中的历史结论与实物紧密

结合，用形象化的语言去呈现相关史

实。但文献呈现的历史是宏观的，微

观上就需要博物馆去对每一件实物进

行具体研究。

新快报记者走进鸦片战争博物馆，

看到了火炮的运行原理，不同时期、不

同国家生产的武器的区别……其实，这

都得益于博物馆人对研究成果的转化。

除了基本陈列，近几年，鸦片战争

博物馆还根据该馆的定位和特色，策划

了“来样加工——18世纪-19世纪纹章

瓷精品展”“广东名片——清代通草水彩

画展”“银银生辉 烁烁其华——19世纪

至 20世纪中叶银器精品展”“道路决定

命运——从鸦片战争走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等多个临时展览，其中“苟利国

家生死以——民族英雄林则徐”以纪念

虎门销烟 180周年契机，从林则徐的出

生、成长、仕途，到虎门销烟、巡视澳门，

到戍边在陕西蒲城短暂逗留，最后到新

疆伊犁，展示林则徐光辉的一生。为了

更全面地展示这段重要的历史，鸦片战

争博物馆将馆藏88%的藏品都放进展厅

或者到湖南、湖北、广西、贵州、江西、福

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地巡回展览。

用科技力量为文物活化
利用插上翅膀

其实，只要打开手机，找到鸦片战

争博物馆的公众号，跟着云展览程序，

就能云游“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等基

本陈列，文物、图片、展板上的每一个

字、每一处细节，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现代科技力量为文物活化利用

插上了翅膀。”张建雄自豪地说，将文

物三维数字化，制作数字技术作品，构

建耳朵里、口袋里的博物馆，都是近几

年来一直在推进的工作。目前鸦片战

争博物馆已经推出了“探索工坊云课

堂”“儿童剧社云课堂”“爱上博物馆

——云端暑期夏令营”“小小讲解员的

导览”、禁毒教育系列微课堂 5 大系列

课程，以及“同上一节课”红色教育活

动、“百年禁毒史”公开课两大直播课

程。观众在微信公众号上可以轻松地

进行“全景看展览”“云导赏”“云课程”

“广播剧”等项目。■威远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