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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喜欢了，才选择来参观，要以观
众需求为中心，想观众所想，展观众所爱。
选择接地气的、观众喜闻乐见的展品，已成
为观复博物馆布展最重要的出发点。”上海
观复博物馆工作人员牛杰峰说。

上海观复博物馆有一个特色展馆——
金器馆。展厅大量使用镜子，镜子的反射让
展品的影像填满整个展厅。加上暖黄色灯
光，通过多重反射，让整个展厅里群星点点，
仿佛黄金满屋，吸引了大量观众观展。

“想观众所想”依赖于博物馆的观众研
究。从分析观众构成，到更准确地把握观
众参观动机，了解观众需求，改进提升服
务水平，正得到越来越多博物馆从业者的
重视。

坚持做观众研究，正是玻璃博物馆受欢

迎的秘诀。“一开始可能我们还是按照比较
传统原始的方法，通过观众临时的问答、公
教活动现场的意见反馈来收集数据。”作为
博物馆系统中很早开始使用微信小程序来
售票的博物馆，玻璃博物馆在一开始就自主
研发适配的小程序，注重与观众的交互体
验，并每年都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更新，通过
细分领域数据深入了解观众的需求。

跨界与年轻人感兴趣的当代艺术家合
作、创作剧本杀，发现短暂的热玻璃表演留
不住观众而寻求与大学合作创作“热力剧
场”剧本，应观众反馈“夜间观展时间过短”
而推出“帐篷夜”计划……玻璃博物馆通过
建立微信社群去捕捉观众的个性化、多元化
需求，成功让观众们留了下来、加入进来。
如今玻璃博物馆的每场特展都能收获几十

万的观众。
2022年 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时隔 15年

对博物馆进行了新定义。这版定义在强调
博物馆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
非物质遗产这一“专业性”的同时，更加凸显
了博物馆的“公共性”，强调“博物馆以符合
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
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
提供多种体验”。

在玻璃博物馆、茶文化博物馆，在明清
缂绣书画特展等等展览中，“我们看到博物
馆与观众的对话更为平等，与观众、社群及
社区的关联变得越来越紧密，已经融入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金江波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逸赫 孙丽
萍 实习生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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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做观众研究，是玻璃博物
馆受欢迎的秘诀。作为博物馆系
统中很早开始使用微信小程序来
售票的博物馆，玻璃博物馆在一开
始就自主研发适配的小程序，注重
与观众的交互体验，并每年都投入
资金进行技术更新，通过细分领域
数据深入了解观众的需求。

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里，巨幅
地面紫铜雕塑“中医药千年回响”
在暖黄顶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在
上海博物馆董其昌特展上，数字技
术幻化出董其昌的模样，将大画家
的人生娓娓道来；博物馆争相开发
精美灵动的文创产品、花式卖萌的
文物表情包……近年来，各地博物
馆以各种形式“出圈”，“到博物馆
去”渐成社会新风尚。

基于观众的差异性，有针对性
地为公众提供多样适宜的服务，正
在引发全球各地博物馆进阶升
级。不做“王谢堂前燕”，只愿“飞
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一场“馆”与
“人”的双向奔赴。

尽管远离市中心，上海玻璃博物馆还是吸引了众多爱好者
前去打卡。这里有可以站进去的巨型玻璃万花筒；有国内首个
以热玻璃表演为故事主角的剧场，通过黑暗空间中变幻多样的
热玻璃演绎梦幻场景；还有由灯光、玻璃以及镜子组成玻璃迷
宫，置身多重镜像的幻象迷阵，仿佛在一个无穷无尽的立体空间
中探秘前行。“玻璃迷宫特别受青少年观众喜爱。进入迷宫会有
一个任务卡，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完成打卡。有的孩子可能来迷
宫玩过不下10次。”馆长张琳介绍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特色博物馆受到大众青睐。海纳吴觉农茶
文化博物馆、八音盒珍品陈列馆、郭纯享家庭集报馆、失恋博物馆、病
理博物馆、建筑模型博物馆、柯灵故居、鲁迅故居……从触手可及的玩
具到记录时代的报纸，从病理细胞到建筑架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各
种各样的独特主题，让人们对生活有了多维度的了解和认识。

博物馆在多样化的需求中“百花齐放”。省博、行业博物馆、专
题博物馆，专精特新的高校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蓬勃发展，类型丰
富、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
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提升，呈现出差
异性、个性化追求等特征，有针对性地为观众提供细分服务，分众化正
成为博物馆的趋势。

细分不只在“馆”。上海博物馆的“明清缂绣书画特展”重点围绕传
统艺术爱好者、缂绣非遗传承技艺者和儿童青少年这三个有着不同知
识背景观众的潜在需求，量身定制导赏方案。针对儿童，特别录制了亲
子版语音导览，以妈妈与孩子一问一答的生动方式，解读 5件重点展品
以及延伸的知识点。还有Q版人物形象贯穿展厅，带领小朋友了解完成
一幅缂丝或刺绣书画所必经的步骤。

为适应“家庭组团看展”趋势下的组合需求，上海玻璃博物馆推出了
儿童玻璃博物馆、玻璃迷宫、彩虹礼堂等 20个不同主题的参观路线。在
2021年国庆期间，为了吸引观众避峰出行夜间观展，玻璃博物馆提供家庭
式帐篷，并策划夜间探秘寻宝角色扮演游戏，还有自助 BBQ和热玻璃表
演秀，让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在亮闪闪的玻璃展品的包围下体验不一样
的博物馆之夜。

生一炉火、烧一壶茶，约三五好友……这个冬天，
“围炉煮茶”成为国内大都市消费热点。上海海纳吴觉
农茶文化博物馆根据时下流行的茶叶、茶具、茶礼等内
容进行定制化展览，让观众了解茶背后的茶科技、茶文
化、茶知识。博物馆秘书长马力介绍，根据观众要求还
在博物馆公众号上刊登了 40期《吴觉农的故事》，讲述

“当代茶圣”吴觉农与茶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小众博物馆打卡攻略”应运而生，越

来越多的观众根据自身需求定制博物馆展览和浏览路
线，博物馆提供服务。例如，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长李
赣表示，2022 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博物馆与多所高中

“联动”，让学生根据兴趣自行选择课题，在专业支持下
去自由探究经络的原理、药剂的成分、剂型改变带来的
影响，让中医药这门专业进入更多学生的视野，成为报
考选项。

一些博物馆正在探索私人化展览的可能性。2021
年，杭州博物馆建馆20周年特展“粮道山18号计划”推
出“人人都是策展人”共享式策展：不赋予展品任何主
观叙事解读或组合，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定义展
品间关系或逻辑，并通过扫描展品二维码将它加入独
属于自己的线上展览。2000 多名用户参与，策展内容
超3.8万字。“古代美妆博主用什么”“穿越时光的对话”
等主题个人展赢得了众多点赞。

“数字技术的加持，让定制展览成为可能。”金江波
说，“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能够有针对性地设计展览
内容和形式；利用数字技术，更多的展览可以被多维呈
现出来，让观众能够获得更多的选择，甚至可以通过对
馆藏进行挑选和组合，实现定制。”

受访专家表示，博物馆正在变“馆方端菜”为“群众
点菜”，不断创新传播内容、形式和手段，“以需定供”满
足公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更平等、更紧密 博物馆和观众有了新定义

分级又分众 博物馆走进观众 从“要我看”到“我要看”
定制化博物馆成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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