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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年 !月!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签署第 "#$号国

务院令!公布新版"博物馆

条例#!新"条例$对博物馆

的三大功能作了次序调

整!过去的%研究&教育和

欣赏'调整成了现在的%教

育&研究和欣赏'(可见!博

物馆的%教育'功能已被充

分强调!这个对%博物馆'

定义的细微修正! 将在今

后很长时间里影响中国所

有博物馆的运营方略)

当然! 博物馆教化作用的发挥!

需要参观者的兴趣来配合)简而言之!

参观者爱去博物馆是他们多去& 常去

的前提) 博物馆除了担负艺术普及的

教育功能外! 还提供了一个美妙的社

交场所)拍照并在朋友圈分享!展现了

参观的乐趣! 还可以在与朋友的互动

点赞里收获喜悦! 参观者的品位和审

美情趣由此得到公认)

但是! 发朋友圈并不是在博物

馆获得乐趣的唯一途径)相反!如果

进了博物馆!而只顾着拍照!对艺术

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沉淀视若

无睹!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博物馆的

普及&教育功能!也不是仅仅将观众

吸引进来自拍两张就能实现的)

我们期待博物馆的管理水准与

时俱进! 在许可范围内让观众拍照

留念! 切莫因管理难度提升而一禁

了之!而应将相机使用的规定!分场

地& 分展览& 分层次清晰地告知观

众! 同时呼吁观众做一个文明的参

观者!在使用相机时尊重他人!尊重

自己!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文物)

除此之外! 不常看展览的观众进馆

来了!拍照之余!还可以做些什么*

博物馆可以有怎样的引导+介绍!观

众可以做一些怎样的功课! 值得博

物馆和观众一同思索) 冬来

博
物
馆
还
能
做
得
更
多

上海男排五虎将
身手了得颜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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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鲁明）多年
来，元朝皇宫的具体位置在哪一直扑朔迷离，
专家们对此也众说纷纭。前天，随着故宫最新
考古成果的发布，元代“大内”终于露出了端
倪。据悉，故宫博物院内隆宗门西首次发现元
代皇宫建筑物遗存，出土的瓷片和瓦片成为
断代最佳证据。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李季表示，这一发现对研究紫禁城元明清三
代和北京城中轴线变迁，乃至紫禁城历史及
中国古代建筑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昨天在考古现场，故宫考古专家站在 !

米深的“大坑”里，指着可以看出明显界限的
土层介绍说，经确定，其层位关系由晚及早分
别为：清中期的砖铺地面和砖砌排水沟；明后
期的墙、门道基址、铺砖地面、砖砌磉墩和明
早期的建筑基槽；最下层的素土夯筑层和夯

土铺砖层基槽。特别是在最下层的遗存中找
到了定窑白瓷碗残片、磁州窑黑梅瓶残片等，
这些瓷片、瓦片包含物的断代最晚也在元代。
“这一发现是一次勘探的意外惊喜，考古

是配合故宫隆宗门外消防管道铺设工程进行

的。”李季介绍说，考古专家一直在寻找线
索，明代建故宫时曾重做地基，将元代工程基
本清除，“活儿干得特别干净”。

至于这处元代宫殿到底是哪座、有多大
规模、算不算主殿等，目前仍然未知。“现在发
掘面积只能算是“微创手术”，还很难揭示更
多宫殿信息。而考古发掘也不能拆了既有建
筑再扩大。”李季说，“尽管如此，此次考古相
当于为元代遗存找到了样板。今后遇到类似
的发现，就可以联系起来，随着时间积累完成
历史拼图。”

元代“大内”初露端倪
北京故宫发布最新考古成果

一个国际难题因一番话再度引起关注

在博物馆内
“咔嚓咔嚓”好不好

!荷兰国立博物馆将%拍照禁令'高高悬挂

!中华艺术宫

%博特罗展'现

场!小观众以临

摹取代照相

! ! ! !博物馆能不能拍照"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
国际难题。不过近日，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
在电视节目上对这个话题的一番表态，却在网
上引起了争议。
“我感觉在博物馆拍照的都很傻。”陈履生

用网络化的语言排斥拍照的观众，这直接激怒
了一部分网民，不过，也有观众从文物保护的角
度赞同这一观点。作为博物馆，究竟应该如何对
待拍照现象？在智能手机普及的网络时代，回答
这个问题，恐怕要比十年前更难“一刀切”了。

不如网上下载
在 #月 $!日央视《开讲啦》节目中，陈履生

谈到了在博物馆展厅拍照的问题，陈副馆长说：
“你拍的照片像素也好，清晰度也好，都不如我们
官网上的图片，你到官网上下载就可以”，“我感
觉在博物馆拍照的都很傻……”

陈履生为何对观众在博物馆拍照如此反
感？那是因为一个高规格的展览差点遭遇意外，
让他有些后怕。据他介绍，法国的《名馆·名家·
名作》展览，第一天是允许拍照的，第二天紧急
发通知不让拍照，原因是展览第一天发生了一
件让大家至今都感到后怕的事情———因参观的
人很多，有人拍照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后面的
人手一推，就把手机打到画框上去了，如果打在
画上，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馆方发出紧急通
知，不许拍照。陈副馆长还说：“你去卢浮宫看
《蒙娜丽莎》也傻傻地拍照，其实根本拍不着，而
网上的照片连每一条裂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拍它干嘛呢？”

"禁令#因展而异
其实，博物馆能不能拍照？这样的提问太过

笼统，中国和海外博物馆的规定各不相同，展览
和展览之间也有区分，目前可以分为若干种情
况。
文物类展厅一般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如上

海博物馆举办的轰动海内外的《吴湖帆鉴藏特
展》就严格禁止使用闪光灯。书籍、档案、碑帖、
水墨画、书法、竹木漆器等光敏性文物一般都不
允许游客拍照。因为闪光灯会对文物造成不可
逆的损伤。
从版权角度考虑，有的展品或文物属私人

收藏；有的博物馆的陈列形式体现了设计师的
智慧，容易被人模仿；有些引进的特展，博物馆

和借展的海外博物馆或藏家签有禁止拍摄的协
议……遇到这些情况，博物馆都会依照协议履
行相关规定，对所有相机说“%&”。
近年，随着手机照相技术的升级，“随手拍”

成了很多参观者的喜好，对于观众留念拍摄，博
物馆一般是宽容的，但不允许拍摄者挪做他用。
比如近日在余德耀美术馆举办的《贾科梅蒂回
顾展》，就禁止用专业单反相机拍摄作品。

做法各不相同
博物馆排斥拍照并不是“中国特色”，相反，

中国的大多数博物馆是允许观众不用闪光灯进
行拍摄的。
尽管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博物馆、美术馆允

许拍照，但也有不少博物馆、美术馆始终坚持不
让拍照，尤其在保守的欧洲，大部分博物馆仍禁
止拍照。
英国国家美术馆、法国巴黎的橘园美术馆

明确禁止拍照，认为拍照会破坏参观者对艺术
的欣赏；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每年都有大量游
客前来参观主建筑顶棚由米开朗基罗绘制的大
型壁画，出于对壁画的保护而禁止拍照；法国巴
黎的奥赛博物馆曾允许拍照，$'()年修改了相
关政策开始禁止，原因是馆藏印象派作品展厅
翻新后，越来越多人拿着手机“咔嚓咔嚓”的情
形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而一些当代艺术博物馆面对“拍照问题”却

显得很有气度。美国纽约的 *+*,是为数不多

的允许拍照的美术馆，他们完全不在乎版权问
题，反而认为观众能通过社交网络展示参观时
的照片，能与馆方进行更好的互动，利于更多人
一起进行交流。

用笔留下纪念
陈副馆长不赞同观众在博物馆拍照的理由

有两条：一是担心相机闪光灯对文物造成损伤；
二是担心拍照会衍生出很多问题，比如观众会
把主要精力放在拍照上，而忽视了欣赏作品。他
认为，到博物馆去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感受艺术
之美，而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拍照上，否则，在一
个被手机包围的时代，逛博物馆很容易成为一
种走马观花式的体验。
针对游客经常花时间对着艺术品拍照而没

空好好欣赏艺术品这一现象，阿姆斯特丹国家
博物馆在 $-).年年末曾发起一场“开始绘画”
的活动。他们在博物馆入口处放了一个巨大的
“禁止拍照”的标识，而向观众提供画笔和纸张，
方便观众临摹所看到的艺术精品。
请放下手中的手机或相机，静心去观赏这

些佳作吧；想记录下博物馆内的艺术品，那就拿
起画笔自己画吧！即使没有绘画基础也没关系，
因为当你静下心来欣赏这些作品时，就必然会
发现其中的美丽和艺术价值之所在，也更能体
会到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这远远比拿相
机一拍就走人来得更加有意义。

本报记者 乐梦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