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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掌上博物馆"#无论于博

物馆本身# 还是对广大观众#

均是益处多多$ 然而#像国家

博物馆这样的仍是少数#大多

博物馆因为观念% 资金等原

因#虽说!触电"了#但只是摆了

一个姿态#喊了一声口号$ 在

微信上键入!博物馆"#即可搜

出 !""多个公众账号$ 但关注

后却发现#大部分账号内容单

调#连文字%语音导览都寥寥

无几#更别说线上课堂%虚拟

展厅了$ 有些账号甚至开通后

未上传或推送过任何内容#一

片空白#不免让关注者大呼!上当"$

对博物馆来说#能意识到新技术

的重要性固然关键# 但更关键的是如

何利用新技术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触

电"新技术#开发新平台后#如何根据

公众的需求#填充进丰富的内容#并及

时进行数据更新# 并推进多样化应用

的开发# 才能真正做到 !文博任我

行"$ 陶禹舟

! ! ! !对着手机喊一声“乾清宫”，不仅能马上
收到图文介绍和语音讲解，还能透过屏幕观
看周边 !" 实景；站在国博的人面鱼纹彩陶
盆前，用手机扫描说明牌上的“二维码”，就能
迅速了解到这件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开始变得“触
手”可及。

微信应用彰显个性
继微博之后，国内博物馆又纷纷开通官方

微信。截至目前，已有百余家博物馆公众号上
线，其中既有国家级博物馆，也有县区博物馆，
甚至不乏行业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在元旦刚
刚上线的“微故”中，观众不仅能够第一时间知
晓故宫相关动态，游览紫禁城内的标志性建筑
和专馆，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七嘴八舌聊故宫，

报名参加线下活动。而通过“国家博物馆”的
微信公众服务号，观众参观时，或扫描“二维
码”，或发送展品编号，便轻松可享受“微信语
音导览”服务，即使展览落幕后，也能虚拟参
观，不断回味。
除开通微信账号，很多博物馆还把目光转向

了移动应用（#$$）。
! 国博在 #"!! 年就推出了 !文博任我

行"#已有超过 !$"万人次下载了这个应用$

! 去年#故宫推出了 %&'(应用&胤禛美人

图'#上线一周即达到 !)万次下载量(今年#故

宫还将推出&清代皇帝服饰'&韩熙载夜宴图'

&皇帝的一天'等一系列应用#以往只能隔着

玻璃展柜远观的文物珍品#如今可置于掌中

随意欣赏把玩$

文物推广任重道远
“虽然那时候 %& 都还只是一个概念，但

我们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一定改变人们对
服务与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博社会教宣部主

任黄琛告诉记者，早在 '(() 年，国博就开始
尝试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为观众提供服务。
不过记者在国博参观时发现，掏出手机给文
物拍照的观众，也远比拿来扫二维码的多，许
多观众甚至不知道二维码和语音导览是什
么。黄琛也承认，“现在很多展品还有待录制
语音讲解，在观众中推广‘掌上服务’更是任
重道远。”

同样的，“微故宫”上线两月，关注者才两
万，每天参观时使用“微信语音导览”的总人
数，还远不及租用传统讲解器的多。故宫博物院
“微故宫”项目负责人于壮坦言，“如何把故宫这
么多建筑与浩如烟海的文物进行数字化，这是
一个艰巨的任务。由于观众反映目前 !"实景
内容过少，且有很多游人在镜头里，故宫正准备
利用周一闭馆时间拍摄更为清晰、全面的 !"

实景，包括一些不允许进入的大殿内部陈设和
目前尚未开放的西部区域，让观众能更好地虚
拟游故宫。”
驻京记者 陶禹舟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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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自 * 月上
旬东艺展开街头调查以
来，“布商大厦”来沪演
出的消息便持续发酵。
不少北京、广东等地的
资深发烧友纷纷通过电
话、网络询问订票事宜，
表示要打“飞的”来听现
场。作为此番亚洲巡演
中国地区的唯一一站，
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
团将在申城接连上演 '

场重量级音乐会。其中，
首日的演出曲目马勒
《第七交响曲》，更是填
补了上海音乐会演出历
史的空白。

围绕本次音乐会，
东艺方面也精心策划了
多场主题活动。为引导
观众更好地欣赏马勒
《第七交响曲》，东艺特
意邀请北京知名乐评人
曹利群于演出当晚 +

时,)时，在东艺演奏厅
带来免费导赏讲座，购
票观众可凭 -. 日演出
票券预约入场。需要提
醒的是，%月 -.日的演
出曲目仅有马勒《第七
交响曲》一部作品，并且
无中场休息，请观众务
必提前入场。（闻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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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回馈用户#本

报文化新闻部主办

的微信公众号!新民

演艺"将举行 $月 !*

日莱比锡布商大厦

管弦乐团音乐会的

门票抽奖#邀您共赏

马勒&第七交响曲'(参与方法详见!新民

演艺"微信公众号$

关注方法

! 打开手机登录微信#查找添加微信

公众号)新民演艺

! 搜索微信号)+%,-%,.',.%

! 扫一扫!二维码"

!新民演艺"邀您共赏

! ! ! !本报讯（记者 俞亮鑫）记者昨天获悉，前
晚央视播出的《出彩中国人》，以全国 %%城
'/012的收视位列全国第一，以透过荧屏打动
人心的正能量又创下收视新高，从而稳坐全国
收视冠军宝座。

《出彩中国人》前五期全国收视率从
'/(32一路飙升，不断创下收视新高。作为一档
励志公益真人秀，节目中所展现的梦想与激
情、关爱与温情，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观众。

前晚，张家振的故事就让很多人看到了个人对
于大爱的坚守。舞台上师生们用一段武术喊响
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场面令人荡气回
肠，演出结束，孩子们泪流不止。原来，张家振
作为北京盛基艺术学校的志愿者老师，曾 )次
进入藏族地区，不求任何回报，先后接来 4-名
藏族孤儿到北京接受教育，舞台上的孩子们就
是其中一部分。张家振的大爱不仅感动了荧屏
前的观众，也感染了评委周立波，他当场宣布

要给孩子们捐赠 '(万元。
《出彩中国人》的舞台不仅仅是一个才艺

比拼的大擂台，而是让梦想绽放光辉的大平
台。“江苏女三”虽有冠军之名，但舞台上的她
们却依然毫不懈怠，只为自己数年的默默酝酿
可以一展风采，让亲人感到欣慰；“父女绸吊”
组合中的女儿胡思源不顾危险挑战高空惊险
杂技，只为让逐渐年迈的爸爸在告别杂技生涯
前再次体验舞台表演的乐趣；满都拉的一曲呼
麦唱出的不仅是传承已久的文化艺术，更是游
子对母亲、对家乡深深的牵挂与眷恋。正如节
目组所说：“来到这个节目，晋不晋级往往不重
要，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梦想与爱才是这个节目
最闪亮的地方，传递社会正能量才是节目最大
的宗旨。”

《出彩中国人》收视创新高
节目“正能量”感动观众 也感染评委周立波

第五代导演
追忆吴天明

! ! ! !本报讯（记者 陶禹舟 张艺）吴天明导演追
思会昨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中国第五代导演
的代表人物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黄
建新等围坐一席，用讲述过往的方式追忆这位曾
经的恩师益友。

张艺谋 他看不上我最近的作品

昨天的张艺谋一身黑衣，形容憔悴。开口谈起
恩师，他难掩悲伤：“从知道头儿过世的消息到现
在，我都很难相信，因为他永远是那么朝气蓬勃、
充满快乐。”他反复强调自己第一部作品《红高粱》
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全靠吴天明导演的支持，“天
明对人的爱护，对才华的爱护，是发自内心的。”
这两年两人见面比较少，令他倍感遗憾。“最

后一次见面还是半年前，我们谈了很多，但他不
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知道，他看不上。”张
艺谋说，自己一直有个愿望，“希望电影做好了，
请头儿看一眼。我后来拍《归来》，就有这样的想
法，希望从他嘴里听到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很在
意他。”刚刚初剪完《归来》的张艺谋表示，从现在
开始，他会把自己的每一部片子尽量拍好。

陈凯歌 他不满中国电影现状

因拍摄《道士下山》错过吴天明告别仪式的
陈凯歌，昨天特地中断拍摄赶来参加追思会。回
想起吴天明的生平往事，陈凯歌发言时数度停顿
闭眼来调整情绪。他眼里的吴天明待人接物相当
真诚，“当时《黄土地》采景，他正在陕北拍《人
生》，得知我们四五个人没有车坐后，派车把我们
送到陕北的家乡。”

陈凯歌透露，吴天明曾跟他提起对当下中国
电影现状的不满意，“因为资本市场的兴起，中国
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吴天明一个人无力改
变或改善现状，他只能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
洋里叹零丁。”陈凯歌对着其他第五代导演说：
“我很想知道，我们 14班这批人，现在再回想起
当时学电影、拍电影的初衷，还有没有改变？”

!"#

! ! ! !本报讯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桑
荣林的百幅书法作品，将于 %月 -'5*%

日在本市吴昌硕纪念馆展出。年届耄耋
的桑荣林擅长左笔书法，所展作品除篆、
隶外，均为左笔书写。所写长卷《离骚》，
长达 *3米。 （邹戊也）

桑荣林展左笔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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