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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国际上对博物馆功能的认识正在产生转变，国

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关于博物馆的定义为：“博物馆是一

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常设机构，向公众开

放，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
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1]我国也于

近年实施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政策，并出台专门的

法律文件《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希望通过政策和法律的

保障，吸引市民走进博物馆，通过博物馆铺陈的文化视野，

让市民接受美的熏陶，这也体现了国家对博物馆教育职能

与日俱增的重视程度。然而，在强调公共教育职能的同时，

不可割裂了美术馆功能的整体性，我们还需要进行典藏、
研究、展览、公共教育等工作的整合，特别是馆藏资源的

利用。馆藏作为美术馆的立馆之本，既是学术的研究基础，

也是公共教育的最大资源库。
广东美术馆作为一所艺术类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藏

品的艺术和美学价值，建馆 20 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藏品的研

究、展示和教育推广。每一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美术馆

馆藏精品展出季”的项目更是年度展览的重头戏，深受观

众喜欢，近 5 年来参观总人数达 11 万人。但由于策划需要

和空间的限制，每次展览仅能呈现 200 至 300 件作品，5 年

间，总展出件数仅 1000 至 1500 件，其中还有部分作品是

重复展示的，真正得到展示的作品仅 800 件左右，这个数

字和我馆的总藏量———3 万余件存在非常大的距离，难以让

观众通过纯粹的展览而一窥全貌。同时，我馆馆藏作品种

类齐全，囊括了国、油、版、雕、装置等形式，每件作品

都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而这种独特性难以在主题性

大型展览中得到凸显。因此，仅依靠展览和出版物，难以

让观众对藏品个案有足够深入的了解。
另一方面，观众参观展览是单方面的、对信息的纯输

入模式，在展览现场，观众并未有经过内化再重新输出的

机会，导致观众对藏品的认识易流于表面。
所以，为了解决以上所述馆藏作品藏量之多与观众了

解之有限的矛盾，避免出现明珠蒙尘的局面，广东美术馆

“画说馆藏”公共教育项目应运而生。
“画说馆藏”公共教育项目是关于“藏品学习”的线上

互动系列活动，它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架接起藏品和

观众之间的教育桥梁，具体的操作是：挖掘节日、纪念日、
当下社会热点等与藏品间的内在联系，撰写教育推广文案，

介绍藏品的故事；利用微信、网站、豆瓣等新媒体平台向

观众进行推送，并邀请观众根据主题参与投稿互动；向参

与投稿的观众赠送相关艺术衍生品。
当下，我国已全面进入网络时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17 年 6 月，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

7.51 亿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成为促进我国消费升级、经济社会转

型、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推力。特别是 2009 年以

来，移动互联网的爆发，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

规模达 7.24 亿，较 2016 年底增加 2830 万人。网民中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由 2016 年底的 95.1%提升至 96.3%，手机

上网比例持续提升。[2]如今的中国民众早就习惯了微信、网

站等新媒体平台。这些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传播被称为

“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五次革命”，其生命力、辐射力、扩张

力都相当强大。我们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展示藏品研究

成果，推送藏品解读文章是“建立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

具有极大的时空超越性等特点，在发挥美术馆的收藏、展

示、研究、教育、文化沟通和资讯传递的公益性服务方面，

有着传统美术馆不可比拟的优势和特色。”[3]互联网新媒体

平台打破了展示环境的封闭性，使观众便捷阅读，足不出

户便可了解品赏藏品，这就弥补了实体展示空间和时间的

不足，并有效地提高了藏品的普及率。我们选择了“广东

美术馆公共教育微信公众号”“广东美术馆官网”“广东

美术馆豆瓣小站”等几个互联网新媒体平台进行藏品教育。
其中，微信平台最迅速快捷，但也因为太过于“快”，对观

众产生影响的持续性相对欠缺；而官网网站上的文章永久

留存，可以进行长期展示，方便观众随时查阅；豆瓣小站

上凝聚的观众一般文艺属性较高甚至是艺术方面的专业人

士，对广东美术馆忠诚度和粘度很高。这三个平台从快捷

性、持续性、专业性上互相弥补、互相鼎力，形成一个完

整的多媒体传播集群，这个集群具有强大的艺术渗透力，

拓展了藏品教育的空间。
在文案撰写方面，我们挖掘节日、纪念日、当下社会

利用新媒体架接典藏与观众的教育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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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等与馆藏作品间的内在联系，将藏品内涵与社会热点

相结合。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有利于提

高推送的关注度。例如在 2017 年的鸡年春节前夕，我们推

出文章重点介绍广东美术馆的馆藏“鸡”———陈大羽《鸡

鸣震旦，大地迎春》，文中介绍了陈大羽浓墨重彩的绘画特

点，以及“陈大师为了专业画鸡，50 年兢兢业业到养鸡场

观察鸡的生活规律、习性，捕捉鸡的各种姿态神情；再通

过大量的写生、速写练习，积累素材，为创作打下深厚的

基础”的生平故事，还介绍了陈大师将自己“向往自由自

在、充满活力的生活”的美好愿望注入到作品中，在画中

张扬自己个性的故事。又如中央电视台“中华诗词大会”
火热的时候，我们结合热点制作了《以图绘诗，以画忆诗》
的教育视频进行推送。这样的做法具有显著的效果：一是

结合了社会热点，让观众有强烈的阅读兴趣，二是能将分

散、孤立的藏品进行逻辑整合，经过图像、文字、语音和

视频等多方面处理后成为多媒体艺术，增强了藏品的欣赏

性，也提高了观众的接受度。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热点

营销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建立在对藏品的学术研究之上。
业界专家学者的相关论述，是我们进行藏品教育推广的基

础。撰写每一篇教育文章前我们都会对藏品研究进行严谨

的梳理，并将相关参考文献附于其后，保证学术的准确和

规范。
在教育文案推送的同时，我们还邀请观众根据主题进

行创作投稿。这一举措除了能提高观众关注度和参与度之

外，还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可加深观众对藏品的理

解。观众在品读馆藏作品之后再画上一张小画，相当于调

动自己各方面的能量和文化知识与藏品进行碰撞、对话，

这种更深层的对话可使观众获得更多信息。另一方面，可

激发观众表达对同一主题的不同理解。原大英博物馆馆

长尼尔·麦克格雷格曾经说过：“若博物馆假定一幅作品

只有一种解读方式，那么这就是对观众的不负责。” [4]博

物馆的工作除了要展示藏品的丰厚内涵，探索藏品在历

史和当代语境中的含义，还应尽可能方便观众从多角度

与藏品进行对话。所以我们设置投稿环节，就是为了鼓

励观众根据自己对主题的理解重新创作作品表达思想，而

观众们这些多层次的解读和创作又让馆藏艺术品绽放出新

的独特魅力。
例如六月份我们结合父亲节推出了 《父亲，您是我心

中最美的那幅画！》，介绍了一组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父

亲”形象的馆藏作品，包括描画军人父亲形象的套色木刻

作品《送别》 （邹达清）、描画新中国的工人父亲的黑白木

刻《爸爸在工作》 （林仰峥）、描画渔家父亲的《渔家乐》
（叶志鸿）、描画新时期父子关系的水墨画作品 《儿子》
（杨之光）。从这一期开始，我们新增了投稿互动环节，邀

请观众拿起画笔，画下自己心中的父亲形象。本期活动共

有 15 位观众参加了投稿，最后我们又整合成一篇《画相绘

出丰满父亲形象》的文章，进行二次传播。
在每期活动中，我们均设置若干参与奖，并赠送相关

礼品以作鼓励。我们所选择的礼品均为基于馆藏开发的艺

术衍生品，如馆藏拼图、馆藏雨伞和丝巾等。这些艺术衍

生品与馆藏有着良好的互动，在调动观众积极性的同时，

也通过艺术衍生品延展了藏品教育的空间和时间。德国学

者伊泽尔转引学者科西克的观点，认为艺术品不仅仅可提

供审美与精神趣味，还可通过艺术的接受与消费，观众的

具体实践活动，使艺术重新返回现实生活，并且重构、影

响我们的现实生活。艺术衍生品无疑同样具备这样的功能[5]。
它可以说是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厅”，通过让观众把艺术衍

生品带回家，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性得到更好的延伸。
2017 年上半年的专题撰写和相关数据如下：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关于此类馆藏专题策划的推送

阅读量呈直线上升趋势，可见观众的认可度、接受度和熟

悉程度均逐步提高。与时事、节日等社会热点相结合的主

题最受观众欢迎。6 月父亲节专题增加互动环节使得关注阅

读量翻倍上涨。
逐步上升的数据、观众的参与和反馈给予我们很大的

鼓励。我们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

推广藏品，让藏品及其艺术衍生品走进千家万户，架接起

典藏与观众间的教育桥梁，由此蕴养观众的艺术修养、培

养公众对艺术的敏感性，既提高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的质量，又充分发挥了艺术博物馆的文化教育和传播功能。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以藏品研究为资源，以技术为手段，

以传播艺术、惠及民众为己任，深入发掘、整理馆藏精粹，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博物馆公共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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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题目 结合点
阅读量 （截至2017

年 6 月 30 日）

1 月 《鸡鸣震旦 大地迎春》 春节、陈大羽《鸡》 微信阅读量 950

2 月 《以图绘诗，以画忆诗》 中国诗词大会 微信阅读量 1400

2 月 《美术馆里的竹》 陈树人《清风》 微信阅读量 1343

3 月 《惊蛰天和草虫画更配哟》 惊蛰节气 微信阅读量 1633

6 月
《父亲，您是我心中最美

的那幅画！》
父亲节 微信阅读量 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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