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南，海南省博物馆、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两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是“龙头”，行业和非国有博物馆的类

型则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乡村博物

馆、生态博物馆等不断涌现，布局合

理、结构优化、特色鲜明、体制完善、功

能完备的海南博物馆事业发展新格局

逐渐成形。

今年的春节假期，海南省博物馆

和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总参观人数

达18.8万。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朱磊表

示，博物馆游火热的原因在于博物馆

是一个地方文化的殿堂，参观博物馆

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当地文化内涵。

如今博物馆功能在转变，公益属性越

来越突出，加强文化传播，增强观众参

观互动性，博物馆已成为文旅融合、主

客共享的文化场所。

1月17日，海南省博物馆“譬若天

工——中国古代文物中的科技奥秘”

特展惊艳亮相，春节期间掀起观展热

潮。1月28日（除夕）至2月4日（初

七），海南省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超10

万人次。

这场集结19家文博机构145件

（套）国宝的文物盛宴，以青铜铸造、瓷

器烧制、造纸印刷、建筑营造四大主题

为经纬，编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中华

科技文明图谱。

当汉代灞桥纸残片与蔡伦改进

造纸术的文献并置展出，历史课本的

注脚在展厅里鲜活起来。2月3日下

午，省博物馆展厅内，一位小观众指

着汉代纸张展品惊呼：“原来纸不是

蔡伦发明的，汉代人早就用了！”一旁

的家长则借机讲解起“蔡伦改进造纸

术”的历史。

更引人注目的是省内首创的“琼

博剧本杀”——AR剧本奇趣旅行记

之琼博工匠学院。参与者手持AR设

备，在展厅中破解谜题、寻找线索，完

成“青铜院长”“陶瓷院长”等任务后，

还能获得“毕业证书”。

“这种玩法让历史‘活’了，孩子全

程兴致勃勃！”带着儿子参与的市民张

可甜表示，孩子们在游玩的过程中，自

然而然地融入历史情境，不仅加深了

对古代科技文明的理解，还激发了他

们探索未知工艺的兴趣。

记者从海南省博物馆获悉，春节

假期期间，来省博物馆打卡的市民游

客达103964人次。其中，本地观众

（海南省）占比10.2%，外地观众（海南

省以外）占比89.6%；未成年观众（0-

17岁）占比19.7%，青年观众（18-40

岁）占比35.3%，中年观众（41-59岁）

占比28.4%，老年观众（60岁以上）占

比16.6%；个人预约占比46.3%，家庭

预约占比52.9%。

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里，年

轻游客的身影挺多，他们或三五成群，

或独自前来，对博物馆内展出的文物

充满好奇和热情。春节假期，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约1万

人次，博物馆“热”持续不断。

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其中大部分观众冲着“深蓝

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号和二号沉

船考古成果特展”而来。南海西北陆坡

一号和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在深海考

古领域的重要发现。一批来自海底

1500多米、“沉睡”了500多年的珍贵文

物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首次亮相。

与此同时，为满足年轻人的文旅

消费需求，海南省各大博物馆不断加

大创新力度。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海南省博物馆试点先行，推动数字

博物馆建设。相关单位还不断推动文

创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升级，具有海南

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

的欢迎。

海南博物馆游火爆
文化出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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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物
中的科技奥秘”特
展、“深蓝宝藏”展、
民族历史展……今
年春节假期，博物馆
游成为省内外游客
的热门选择。随着
海南博物馆矩阵逐
渐扩大，如今，已有
20个国有博物馆、
31个行业和非国有
博物馆散落海岛，到
海南“跟着博物馆去
旅行”越来越火，成
为游客的新选择、文
旅融合的新主场。

南国都市报记
者陈望

海南可从三方面着手
更好地推动博物馆游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博物

馆建设，尤其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博物馆，

旗帜鲜明地提出推动高水平非国有博物馆集

群发展，积极推动海口、三亚加快建设高水平

非国有博物馆集群；全方位扶持非国有博物

馆发展，在土地（场馆）扶持和资金补贴支持

方面实现政策突破，鼓励非国有博物馆健康

可持续发展。推进落实“大馆带小馆”、国有

博物馆对口帮扶非国有博物馆行动。

如何更好地推动海南博物馆游呢？海南

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打造"海洋文明+生态文化+民间文化"三

轮驱动。深挖南海文明基因，以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为核心，联动三沙水下考古基地，构

建"海上丝绸之路文物数字展廊"，引入VR沉

船考古体验项目；打造全球首个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博物馆，结合五指山、鹦哥岭等保护区建

设户外生态观测站，开发夜间生物多样性探索

项目；建设特色博物馆。通过“三轮驱动”，实

现从"阳光沙滩"到"文化深潜"的旅游升级。

二是构建"四维赋能"体系。空间赋能：

环岛旅游公路、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

路沿线以"博物馆+驿站"的形式规划建设博

物馆旅游带，沿线设置微型文化体验点；科技

赋能：开发"海南文博元宇宙"平台，实现数字

孪生博物馆集群，建设沉香数字气味库，游客

可定制个人专属香氛数字藏品；业态赋能：推

出"博物馆奇妙夜"系列，骑楼博物馆剧本杀，

开发文博主题旅游线路，创建"博物馆创客空

间"等。同时结合海南特色文化，开发具有地

方特色的文创产品，增加游客的消费选择。

三是构建"五位一体"发展模式。王健生

认为，博物馆游要在五个方面有创新：文旅融

合创新、文化资本化创新、运营模式突破、体

验场景革命创新、国际传播创新。比如文旅

融合创新，将博物馆纳入海南的旅游线路

中；与教育结合，开展研学旅游，将博物馆作

为教育基地，吸引更多学生和教育机构。

在今年的海南两会上，省旅文厅厅长陈铁

军表示，今年，海南将依托各类场馆，发展博物

馆旅游，支持民间博物馆的建设，同时，建立与

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机制，组建博物馆联盟。

近年来，海南新建一批大型文化场馆。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挂牌，省非遗中心建成，省

民族博物馆二期、省黄花梨沉香博物馆开工，

为“文博游”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海南省博物馆，观众能在一件

件凝结着海南历史人文精华的文物

里，领略琼州古今风韵。“华光礁1号”

是我国首次在远海发现并成功打捞出

水的一艘南宋木质沉船，也是我国第

一艘在远海采用分解打捞方法打捞出

水的古代木船。2008年，海南省博物

馆对“华光礁1号”内的文物进行发

掘，随后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复原工作。

海南的文物资源有着极其鲜明的

地域特色，如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发展的南海水下文物，以及黎族、苗族

等少数民族文物等，既富有海南特色、

民族特色，又富有观赏性、趣味性。

在此基础上，海南省的博物馆多

层次、全方位地展示了海南本土文化

的魅力。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是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综合性

博物馆，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南海人

文历史、自然生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活态呈现

中国渔民在南海耕海牧渔的历史和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而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是一座展

示海南省历史，收藏、陈列黎族、苗

族、回族文物，以及研究海南各族传

统文化的综合性省级博物馆；海南农

垦博物馆真实地记录了半个多世纪

以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归国

华侨等为主要代表的群体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的历史，记录了海垦人创造

北纬18度以北大面积成功种植天然

橡胶、建成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

基地的故事。

最年轻的疍家博物馆侧立面呈现

的是“编织”效果，4座场馆簇拥相连，

寓意团结，被打造成集旅游观光、文化

保护与文化创新于一体的综合体，既

保护传承了疍家文化，又为社会公众

提供了丰富的、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

品与服务，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要。

新风尚新风尚

专家支招

博物馆游外地游客占多数 年轻游客成“主力军”

文物资源有鲜明地域特色 围绕特色讲好海南故事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深蓝宝藏”展吸引游客打卡。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供图

游客在海南省博物馆看展览。记者陈望摄

海南省博物馆吸引游客来打卡。记者陈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