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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故宫博物院现任院
长。他为保护传统文化而殚精竭
虑，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观点。他
曾提出，故宫是中国最大的博物
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
一，但博物馆的规模并不只是在于
馆室建筑、职工多少，更在于藏品
的珍贵程度和丰富程度，在于文化
传播能力和社会教育功能。他还
对故宫限流提出看法：“我对故宫
限流很悲观。谁来北京不看故宫
呢？我们要把故宫开放面积不断
增大，使单位面积人流减少，这可
能是个方向。”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他坚

定认为要树立典范和积累经验。
因为，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在数
量上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意大
利），保护的压力特别大。

近期《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
篇单霁翔的文章，写他的四合院
情结。四合院是故宫古建筑群的
历史原型，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
四合院建筑群。作为一个北京
人，每天行走在故宫内，他仿佛又
找到了久违而又熟悉的惬意。

记得少年时代，单霁翔和小
伙伴们一起登上景山，四下望去，
成片成片四合院富有质感的灰色
坡屋顶，庭院内高大树木的绿色

树冠，形成一望无际的灰色和绿
色的海洋，烘托着故宫红墙黄瓦
的古建筑群，协调和联系着传统
中轴线两侧建筑，极为壮观。这
是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最具北京
文化特色的城市景观，也成为了
单霁翔心中真正意义上的古都北
京。今年已经 61 岁的他，也在北
京居住了 61年。

壮美的紫禁城是中华文化的
载体，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
记忆、经历和情感，再过 6 年，故
宫将迎来 600 岁的生日，将它完
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是单霁
翔和同事们的光荣使命。

把紫禁城完整交给下一个600年

本期嘉宾单霁翔■

◆本报记者 张春燕

博物馆是一个收藏记忆
的地方。在全球范围来看，在
那些国际性大都市里，博物馆
的发展空间往往都非常广阔
和持久：纽约有超过 1000 个
博物馆，德国柏林 167 个，丹
麦哥本哈根 150 个，巴黎博物
馆的数量在上世纪末就达到
了 120 个。数字只是一个符
号，其背后蕴藏了一个民族、
一个时代的文化脉络和繁衍
进程。

漫步在庄严大气建筑各
异的博物馆 中 ，荏 苒 时 光 在
一件件藏品中再现了岁月当
初的辉煌。尽管是物质的汇
集 与 并 置 ，却 也 是 精 神 的 集
聚之地。

人类先祖的文化，精神与
智慧，传统与延续，是通过不
同藏品的展示得到集中体现
的。那些人类历史中不朽的
璀璨之光，照耀着博物馆的观
众们，拓展了欣赏者的视野，
在震惊之余，调动起身体中每
一个求知的细胞，将人置身于
儿童般的发现之乐和梦幻般
的惊奇感中。一个国度、一个
地域、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厚
度，就在博物馆中被折射、被

放大。
无论是以历史、文化、艺

术还是军事、科学为主题的博
物 馆 ，在 海 量 的 文 化 信 息 背
后，其目的是一致的：让公众
立足现在，认识、重温、反思过
往，将珍贵的文化遗产延续至
将来。

尽管现代博物馆的功能
随着时代的需求不断演化并
与时俱进，对于传统而言，博
物馆依旧是搜集和保存文物、
研究和陈列展品，保管、守护
人类文化财产的空间。对于
历史而言，博物馆是记忆库。
对于精神而言它是财富库，对
于 经 济 而 言 它 又 是 资 源 库 。
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它是陈
酿老酒，值得细细品味，且越
品越有意境。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有
着 浓 厚 文 化 底 蕴 的 国 家 ，在

“让尽可能多的人从文化中受
益”的博物馆的使命中，在现
代博物馆的建设中，我们修筑
的是人与艺术之间、人与自然
之间、人与知识之间的媒介，
这不仅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
情感交流，也让我们的文化精
神找到了心灵的家园。

法国巴黎卢浮宫

卢 浮 宫 是 世 界 上 最 古
老、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始
建于 13 世纪，位于法国巴黎
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由华
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博
物馆收藏目录上记载的艺术
品数量已达 40 万件，其镇宫
三宝是：“爱神维纳斯”、“胜
利 女 神 尼 卡 ”和“ 蒙 娜 丽
莎”。卢浮宫已成为世界著
名的艺术殿堂。

世界著名博物馆

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
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规 模 最 宏 伟 的 综 合 性 博 物
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
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
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
和图书珍品，藏品之丰富、种
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
所罕见。目前，博物馆拥有
藏品 600 多万件。由于空间
的限制，目前还有大批藏品
未能公开展出。

大英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
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位于
纽约第五大道上，占地 13 万
平方米，是世界上首屈一指
的 大 型 博 物 馆 ，共 收 藏 有
300 万 件 展 品 ，包 括 古 典 艺
术品、古埃及艺术品和大量
欧洲大师的油画以及美国视
觉艺术和现代艺术作品。博
物馆的室内设计模仿不同历
史时期的风格，从罗马风格
延续至现代美国。

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

冬宫坐落在俄罗斯圣彼
得堡宫殿广场上，原为俄国
沙皇的皇宫，十月革命后成
为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奇
博物馆的一部分。现在的冬
宫一般被称为艾尔米塔什国
立美术馆，它和中国的故宫、
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大英
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
馆并称为世界五大博物馆，
以古文字学研究和欧洲绘画
艺术品闻名世界。

青梅煮酒

相关链接

文化精神的家园
◆张春燕名

人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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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华泰山”号邮轮近日从烟台港出
发，满载 900 多名旅客，驶往韩国仁川港，开启了
为期 5天的韩国首尔、济州岛之旅。

“中华泰山”号首航成功，说明了国人对邮轮
旅游的向往和认可。在中国邮轮产业发展中，最
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将邮轮文化的国际化和本
土化结合。据悉，邮轮经济是国际上极具发展潜
力的朝阳产业，被称为“水道上的黄金产业”，然而
一直以来，世界邮轮市场一直被西方的几大国际
邮轮巨头垄断。“中华泰山”号的首航标志着我国
正式进军国际客运业务，打破了中国没有自营邮
轮的历史，以及外国邮轮巨头垄断中国市场的局
面。专家建议，充分吸收世界邮轮百年发展历程
中积累的文化元素，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本土邮轮
文化，比如“慢文化”、“游文化”、“海文化”及“孝文
化”等，将邮轮产业做大做强。

记者了解到，交通运输部今年 3 月提出，以邮
轮运输带动邮轮经济发展，将邮轮经济打造成中
国新的经济增长点。预计 2020 年中国邮轮旅客
数 量 将 达 到 450 万 人 ，与 2013 年 相 比 平 均 增 长
33%，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最大的邮轮市场。

“中华泰山”号成功首航

文化新闻

记者：故宫承载着中华文明灿烂的篇章，故宫最
有价值的文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单霁翔：再过 6 年，紫禁城将迎来 600 岁的生日。
1420 年，朱棣在北京建成紫禁城，500 多年漫长的岁月
里一直是封闭的，直到 1925 年 10 月 10 日，紫禁城的大
门在 3000 多名社会名流的见证下打开了。那天涌进
了多少观众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回忆，在
闭馆以后捡拾被踩掉的鞋，就整整捡了一筐。明年是
紫禁城开放后的 90 岁生日，盘点故宫到底有什么文化
资源，能为社会做出哪些贡献，是非常有必要的。总
结下来，我认为有三大文化价值，都是世界级的文化
资源。

首先，莫过于紫禁城的建筑群（约 9000 间房间），
这是北京城市中轴线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形象，这里有
壮美的建筑，绚丽的彩绘，生动的空间，典雅的环境。
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古代宫殿建筑群。

其二，故宫的传世珍宝太多了。以至于我的前
任郑欣淼先生当院长的时候，领导故宫人用了 7 年
时间，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文物清理，才把每一
件实物的账和卡一一地对应了起来。这在紫禁城
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从来没有实现一次最全面、最
彻底的清理。所以很幸运，我到故宫博物院当院长
的第一天，就知道故宫到底有多少藏品，这些藏品
全是传世精品。

经过统计，故宫博物院藏文物数量为 1807558 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 1684490 件，占文物藏品总数的
93.2%；一般文物 115491 件，占文物藏品总数的 6.4%；
标本 7577 件，占文物藏品总数的不足 0.4%，呈现出极
为独特的“倒金字塔”结构。其中包括绘画 53492 件，
法书 75035 件，碑帖 28560 件，玉石器 31795 件，雕塑
10206 件，陶瓷 366615 件，织绣 180836 件，宗教文物
41948 件，武备仪仗 32716 件，帝后玺册 5060 件，外国
文物 1825 件等，共 25 个大类，种类完整、传承有序。
这是我们第二个文化资源。

第三个文化资源是我们可爱的观众。12 年前，我
们的观众突破了 700 万。而当时观众最多的博物馆在
法国。仅仅过了 10 年，到 2011 年时，故宫的观众就突
破了 1400 万。

记者：很多观众会好奇，故宫今天在做些什么？
单霁翔：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是保持建筑文化

的健康状态。经过 12 年的修缮，今天的一些主要建
筑已经修好。接下来是更为细致的科学工作。故宫
的建筑修缮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最大限度地保
存历史信息，不改变文物原状，还要进行传统工艺的
传承。

比如在修缮一个宫殿屋顶的通景画时，当工作人
员把它摘下来时，发现它原来是裱在一种植物做的纸
上，而这种植物只有安徽的某个山地才有。本着求真
求实的精神，我们的专家到安徽山地寻找这种植物，
还找到了可以用这种植物做纸浆的传承人。经过上
百次的研发，历经一年多才恢复了传统工艺。我们这
样做，是为了 200 年、300 年以后，如果再修缮时，人们
能够得到真实的信息，还原当年的材料、技术和工艺。

其次是文物的修复。比如古书画装裱技术，故宫
的技术是世界一流的。河南省考古研究院最近出土
了一件青铜器，给我们的时候是几百片的碎片，没办
法进行研究，在我们的努力下，给修复好了。

为了使更多的文物得到修复和展示，故宫博物院
北院区将落户北京市海淀区，它是一个以民族传统地
方特色、时代精神和绿色环保、低碳零排放相结合的
博物馆。在这里，大量的巨型文物会得到修复。

此外，故宫将陆续开放新的参观区域，比如乾隆
皇帝为他母亲修建的寿康宫，明年将以原状陈列的形
式开放，也就是恢复乾隆时期内廷生活的场面。南面
就是四大花园之一的慈宁宫花园，明年也将同时对外
开放。

记者：我们注意到，故宫的网站做得比较完整，还
有针对青少年的网站版本，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单霁翔：你观察得很仔细。故
宫博物院的网站，每天点击率都在
100 万人次以上。接下来我们还有
两个目标，一是把英文版做得更强
大，使外国公众能了解故宫博物院
的文化。二是对青少年的网站做得
更引人入胜，使孩子们多进博物馆，

多进故宫博物院。去年故宫的微信上线以后，得到了
青少年的热捧和欢迎，我们还通过 APP 的形式来传播
文化。网络上流行的“雍正萌萌哒”，就是故宫博物院
研发的。之前，我一直担心这个会不会引发一些批
评，最后收集的反馈是 99%的公众给予了肯定。

记者：既然故宫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在研究
上，故宫未来有哪些规划？

单霁翔：去年我们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故宫
研究院，一个是故宫学院。故宫研究院成立的目的是
使院里 350 名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的智慧集中整合。
他们研究什么呢？我们把研究课题放在相关信息平
台上，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参与，有先秦铭文青
铜器的研究，碑帖的研究，甲骨的研究，太多了。

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文物清理中，工作人员发现
了两个箱子，打开以后，里面是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
28000 首诗，加上已收藏了的乾隆御笔诗 17000 首，共
有 4 万多首。很惊讶吧？乾隆皇帝确实写了这么多
诗。乾隆皇帝的诗有两个特点，虽然不是琅琅上口，
但重在记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发生了什么，紫禁城
发生了什么，国家发生了什么；第二，每一句后面几乎
都有一个注释，解释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怕别人看
不懂。所以，光研究乾隆皇帝这些诗，就是很大的工
作量。

记者：在对外交流上，故宫有哪些途径？
单霁翔：故宫学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设有国际博

物馆培训中心，是自国际博协成立之后首个建在海外
的培训中心。目前，我们已经培训了 30 多个国家的数
十位学员。希望十年以后，全世界大博物馆都有我们
的学生。

我们认为每个公民都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和受益权，所以故宫公布了内部全部的 114 项规章制
度，每一个细节都接受公众监督以及公众意见的反
馈。故宫不能有一根草，为的是保持古建筑的健康状
态。有观众说故宫太大了，走累了没地方休息，我们
便增添了 800把椅子。

最重要的是我们和媒体实现了良性沟通，每个月
都要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大家这个月有什么问题，这
个月有什么成果，我们有什么诉求和愿景，还成立了
粉丝团，征求他们对故宫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希望经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能使这座 600 年的宫殿更加壮美，
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交给下一个 600年。

德国千年古城魏玛有欧洲唯一的银杏博物馆，其间记
录了一段美丽的故事，那是——

歌德的“银杏缘”
◆林颐

“生着这种叶子的树木，从东方
移进我的园庭；它给你一个秘密启
示，耐人寻味，令识者振奋……你难
道 感 觉 不 出 ，我 既 是 我 ，又 是 你 和
我？”这首《二裂银杏叶》的诗，出自德
国大诗人歌德之手。

1815 年，歌德在耶纳大学研究生
物学和植物学。闲暇时分，他喜欢在
耶纳大学植物园散步。园中有一株
很特别的树——银杏。银杏是最古
老的孑遗植物。早在 2.5 亿年前的侏
罗纪，它已经扎根莽荒的原野，并在
第四纪冰川大劫难中幸存，成为植物
界中的“活化石”。银杏在欧洲、北美
和亚洲绝大部分地区都灭绝了，野生
银杏基本只残存于中国部分地区。

那时，歌德正暗恋贵族小姐玛莉
安。尽管心中藏有澎湃的情感，但敏
感细腻的他不敢轻易吐露。倚在银
杏树下，透过叶片，凝视着湛蓝的天

空，诗人心中有了主意。歌德给玛莉
安写信，在信中夹带银杏叶，并向她
描述植物园的风景，尤其是那株罕见
的东方古木的姿态。鱼雁往返，两个
年轻人的心渐渐靠近了。

1815 年 9 月，玛莉安来到耶纳大
学，歌德带她观赏了银杏树。玛莉安
对银杏树赞叹不已。歌德十分高兴，
诗意勃发。

9 月 15 日，在法兰克福的一座城
堡里，歌德向玛莉安和她的朋友朗诵
了《二裂银杏叶》的初稿，将它作为献
给爱人的礼物。玛莉安走后，歌德相
思难眠，便将诗歌重新誊写，于 1815
年 9 月 27 日寄给了玛莉安，随信粘附
两枚银杏叶片。

可惜，这段暗恋后来无疾而终，
但这首诗却广为流传，收录于歌德全
集。歌德以银杏表达自己的情意，堪
称巧妙。银杏历史悠久、生命力顽

强，寓意了爱情的天荒地老；银杏枝
干的端直、枝条的蓬勃，显示了爱情
的坚贞不屈；黄澄澄的耀眼金色，仿
佛诗人满腔的热情。最重要的，还是
银杏叶独一无二的形状。扇状叶片
形似心型，叶缘对称分裂为二，叶柄
处又合二为一，寄寓了诗人“我既是
我，又是你和我”的爱情希冀。

时光过去两百年，德国千年古城
魏玛建起欧洲唯一的银杏博物馆。
博物馆外墙全部涂成深秋银杏的金
黄色，墙面镌刻着大幅的银杏图片以
及歌德的生卒时间。院中到处栽种
着银杏，德国人称之为“歌德树”。在
纪念馆里可以买到银杏书签。那一
枚枚漂亮的扇形叶片，经过一定的工
艺处理，镶嵌在薄薄的、透明的水晶
里，书签一角题写了歌德当年的情
诗。工作人员微笑着向游人介绍歌
德、银杏树，还有关于爱情的故事。

馆藏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