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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

■新华社记者 刘芳洲 张 格

【博物馆故事】

年近70岁湖南博物院的气质，与其所
在地——全国著名“网红”城市长沙高度
契合：历史悠长而活力四射，文化厚重且
充满人间烟火。在这里，考古有料、有
趣，年轻、诙谐，与今人息息相关。

2024年，湖南博物院在开放的311天
中，累计接待观众超490万人次，高峰期
单日预约人数达2万人，成为游客争相打
卡的文化地标。文物故事和周边开发，令
诸多考古冷知识、搞笑梗屡屡冲上热搜，
助推湖南博物院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T形帛
画；器形雄伟、铸造精美的青铜器；极具
艺术表现力的古老帛画……院藏的54万件
（套）文物珍品吸引人们驻足，在方寸间
感受历史脉搏。

“让文物说话”是核心策展理念。在文
化创意和前沿科技加持下，古老文明走出
展柜，穿越时空，进入观众的生活——

利用AI等技术，湖南博物院全方位
还原有“东方睡美人”之称的汉代“辛追
夫人”，皮肤肌理清晰、毛发材质逼真的3D
数字人，让汉韵风采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湖南博物院与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
心携手打造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辛
追梦》，让观众品味2000多年前的亲情、
爱情、家国情；

重塑场景打造“博物馆公园”。在湖
南博物院四楼，游客可一边品尝“素纱单
衣慕斯蛋糕”，一边体验拓印、汉服穿
搭，感受2000多千年前的人间烟火……

从文化殿堂到生活空间，湖南博物院
让千年文明拥抱当代生活。

在湖南博物院院长段晓明看来，尊重
文物、尊重历史、尊重观众是博物馆可持
续的生命力。日前，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对话馆长】

记者：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已经50余
年，有哪些最新学术研究进展？

段晓明：多年来，马王堆这座文化宝
库仍然受到学界和世人的高度关注，研究
热潮从未减退。目前，投身马王堆汉墓研
究的专家学者达4000多人。

2024年8月，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办。研
讨会期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中国丝绸大系·
湖南博物院卷（战国至汉代）》三套书籍
正式亮相。这三套书籍汇集了马王堆汉墓
出土简帛及一号汉墓纺织品文物的最新研
究成果和文物资料，包含大量未曾公开发
表的文物、文物高清图片、文物立体显微
镜照等，是对马王堆汉墓简帛及一号汉墓
纺织品文物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整理与解读。

记者：马王堆出土文物保护利用的重
点有哪些？

段晓明：我们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
已全面系统摸清“家底”。出土文物除了
马王堆古尸（辛追夫人遗体），还包括漆
木器、纺织品、简帛三大门类的文物，三
大门类共整理出超过26900件文物。

我们要做好多学科、跨学科的融合发
展，联系更多的院校以及学术组织进行合
作，在数字展示、线上展览以及线上传播

方面持续讲好马王堆的故事。
另外，我们想把马王堆发掘50余年来

所有的成果汇编成80至100本研究专著，
把马王堆出土的所有种类、所有纹饰进行
全面的采集整理和分级的数字标注，形成
马王堆的资料库、数据库，方便后续的产
业转换。同时也会全面向社会公布，期待
各个学科、领域的机构共同做好马王堆的
保护、展示、传播和利用工作。

记者：如何让博物馆“活”起来、
“潮”起来？

段晓明：近年来，湖南博物院持续深
挖院藏资源文化内涵，通过在教育、科
技、旅游、设计等领域开展多元合作，推
动“博物院+”跨界融合。

在“博物院+教育”方面，我院推出
《文物重生秘籍》《跟着文物去旅行》等多
个系列短视频，组织开展“好好学习之长
沙马王堆汉墓历史”“博物馆里的美育
课”等线上教育课程，以生动有趣的形式
传播文物知识与历史文化。

在“博物院+设计”领域，我们通过
融入数字多媒体互动屏、感应投影空间
等数字化展项，为博物馆展览带来全新
的体验模式。如2024年推出的“生命艺
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大
展”，整合全球领先的学术资源，运用前
沿多媒体技术，全新演绎马王堆汉墓这一
令世界瞩目的文化遗产。

我们还通过跨媒介传播，推出叫好又
叫座的纪录片、综艺等节目，同时构建新
媒体矩阵，推动文物故事破圈传播。

记者：你们的文创产品有哪些特色？
段晓明：湖南博物院文创版块一直以

“打造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厅”为核心理

念，将文化元素与创意设计、现代科技、
市场需求相结合，打造兼具文化价值和商
业价值的产品。在以创新手段让传统文化

“活起来”的同时，满足当代消费者的审
美和功能需求。

我院打造了一系列“文创+”创新示
范项目。如向湖南省高等院校，以及省内
文化、科技、医药、农业、制造业等十余
家企业免费开放“湖南博物院品牌”和

“马王堆数字资源库”双授权，这些企业
可以免费使用文物的纹饰等元素进行二次
创作，或打造新的IP，让历史的碎片化作
可玩、可感的文创产品。

此外，我院建设的“博物馆公园”已
成观众必打卡之地，这里将空间布局分为
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汉生活博物
集”陈列文创产品，后半部分则汇聚了5
个极具湖湘特色的餐饮品牌。

记者：您如何理解AI技术进博物馆？
段晓明：文明的传承需要与时俱进。

当现代观众渴望个性化互动，当脆弱的文
物亟需智慧化保护，当全球化呼唤无边界
传播，人工智能的介入便成为必然。

如今，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
文明的守护者与传播者。如计算机视觉精
准识别文物病害、物联网传感器实时守护
素纱单衣，人工智能将文物保护从“抢
救”转向“预防”。

人工智能不仅革新了博物馆的展陈方
式，更拓展了文明传承的维度——让沉睡
的文物“苏醒”，让静态的历史“流动”，
让文明的火种跨越时空，生生不息。技术
是手段，文明是目的。唯有坚守伦理、培
育生态，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长沙4月1日电

湖南博物院：看近70岁的博物院如何玩转“考古梗”

■新华社记者 刘怀丕 牛少杰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风建设如逆水
行舟，一篙松劲退千寻，唯有一体推进学
查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
方能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为日用而
不觉的言行准则。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立规矩开
始，制定出台八项规定，从“舌尖上的浪
费”到“车轮上的腐败”，从“会所里的
歪风”到“节日里的腐败”，以小切口推
动大整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
持续向好，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
役。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
抓、长期抓。

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用数字留痕代替真抓实干；少
数干部心存侥幸，违规吃喝穿上“隐身
衣”；个别领域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

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再度警示我
们，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作风
建设贵在常、长二字，要以钉钉子精神，
保持力度、保持韧性，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不断取得新成效。

化风成俗，绝非朝夕之功。各级党组
织要持续完善“抓常、抓细、抓长”的工
作机制，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

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一个节点一个节
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抓具
体、补短板、防反弹，重点纠正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督促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权力
观、政绩观、事业观。党员干部当以学习
教育为契机，勤掸“思想尘”、多思“贪
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好作风好形象
创造新伟业。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久久为功，化风成俗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
者 谢希瑶 张晓洁）商务部1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 ， 我 国 服 务 进 出 口 总 额
13095.6亿元，同比增长9.9%。

数据显示，1至2月，我国
服务出口5495.8亿元，同比增
长 13%；服务进口 7599.8 亿
元，同比增长7.8%。服务贸易
逆差210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8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
点：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
长。1至2月，知识密集型服务
进出口4766.5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

出口 2857.3 亿元，同比增长
3.3%，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
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规模较大，
金额分别为1455.2亿元、1119
亿元，增速分别为4.5%、6%；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909.2亿
元，同比增长1.4%。知识密集
型服务贸易顺差948.1亿元，比
上年同期扩大63.8亿元。

旅行服务增长最快。1 至
2月，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进出口达 4098 亿元，
同比增长 28.9%，为服务贸易
第一大领域。其中，出口同比
增长 142.6%，进口同比增长
21.1%。

前2个月我国服务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9%

4月1日12时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
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新华社发 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
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