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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习惯，相信很

多人都在这突如其来的疫情中重新审视自己，也在改变中寻求突破和安

慰。我则是通过画画来适应这场变化。

差不多从2020年1月18日开始，我和小茶包就抱定了“每日一画”的

想法，互相督促，相互鼓励。有时候我们画同一个画面，有时候各画各的。

慢慢的，我们各自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主要画书房，他则画飞机和国旗。

我从2020年2月22日开始了“朋友圈

画书房”之旅。通过微信，向朋友们要来书

房照片，其实我更喜欢现场速写，对着照片

总觉得不真实。通过这轮画下来，逐渐适

应了看照片画，有时候，还加入很多自己的

想象，甚至把书房中的不同细节拼合在一

起。好在朋友们都很理解，很鼓励，让我越

发肆无忌惮起来。

每幅书房画都题签一小段文字，和画

面构成一些协调关系。有时候，构图的同

时就把文字的位置留出来。

截至4月22日，刚好两个月过去了，我

已经画好了50多幅书房的作品。之后我还

会继续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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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和往年相比，博物馆今年

的日子不太好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期发布了两项国际

博物馆协会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全世界将近90%的博物

馆受疫情影响或多或少都已经关门一段时间了，其中13%

的博物馆有可能不会重新开放，严峻的形势意味着八分之

一的博物馆即将面临倒闭。

自2012年以来，全球博物馆的数量增加了近60%，总

量已达到95000个，充分说明了过去10年中博物馆行业在

国家文化政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奥德蕾·阿祖莱表示：“博物馆对社会恢复活力起着根

本性的作用。我们必须帮助博物馆应对这场危机，并让他们

与观众保持联系。”

政府、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支持

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苏亚·阿克索伊也意识到博物馆

行业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他说：“大部分博物馆都在积极

谋求生存，将工作重点放在工作人员的社会保护、能力提

升、清点馆藏、数字化馆藏以及在线内容的开发上。但是，没

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支持，博物馆很难独自生存。筹集紧急

救济金、制定政策刻不容缓，专业人士和员工的权益都急需

被保障。”法国政府已于4月份宣布拿出200万欧元来弥补

法国文化部门在疫情期间的亏空，相比之下，英国和德国的

支持资金相对宽松很多，英格兰艺术理事设立了一项救济

金，为艺术家、策展人、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和其他文化从

业人员提供了1.92亿美元的支持，德国文化部长莫妮卡·

格吕特更是提出了168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将该计划称为

“文化、创意、媒体部门的救援伞”。

无论援助资金的多少，对于目前的博物馆行业而言都

是雪中送炭，许多博物馆都开诚布公地谈到了当前糟糕的

财务状况。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表示，它预计将亏损1亿

美元，对于一家规模庞大的百科全书式机构来说，这笔巨大

的亏损还算可控。相比之下，美国阿克伦艺术博物馆蒙受的

93.3万美元的损失，几乎是其年度预算420万美元的四分

之一，这简直是致命的。

线上资源的深度开发

以往博物馆只会为了扩大馆藏才出售一些藏品，以购

买更多的藏品。经历了疫情期的寒冬，一些博物馆甚至不得不靠拍卖藏品来支

付账单，这种做法很容易遭受非议。伦敦国王学院的学者雷贝卡·卡恩向博物

馆行业提出了更加积极且具体的建议：首先，利用线上资源，比如在社交媒体

上添加标签发表话题，引导潜在观众访问线上博物馆，通常一个火热话题的流

量是十分瞩目的，因为即使人们待在家里，眼睛也还是盯着屏幕，这样博物馆

就像是在互联网上照常营业。其次，开发数字产品，数字产品不应仅仅局限于

藏品的数字副本，关键是利用互联网的功能，开发多层、多链接、多媒体的内

容，开放在线资料，尤其是博物馆和策展人提供的解释性和历史性背景内容，

用讲述故事的方式实现科学传播。同时，依据开发的内容链接建立数据库，长

远来看，它将成为博物馆重要的知识传播和交流工具，在面对未来类似的危机

时，也会发挥作用。

很多开通了社交媒体页面和频道的博物馆都在努力地争取流量，比如伊

斯兰艺术博物馆、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和阿拉伯现代艺术博物馆每天以图片为

主持续更新馆藏介绍。卡塔尔多哈消防站博物馆的线上活动更是不遗余力，组

织了毕加索工作室作品的在线展览，通过对毕加索创作地点的梳理对他的作

品进行了一次仔细的考察。同时多哈消防站博物馆发布了“在家工作的艺术

家”频道，分享年轻艺术家的才能，启发观众的创作灵感。“每周艺术家”频道则

汇集了知名艺术家及其作品，作为线上的永久展览，该频道的内容可供观众反

复查阅。卡塔尔儿童博物馆通过在线现场研讨会加深了与观众间的互动，孩子

们会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游戏和学习。

线下社交隔离设备的应用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教堂内的历史博物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引入可穿戴社

交隔离设备的博物馆。随着欧洲多个城市解禁令的颁布，博物馆开始谨慎运营，

开放后如何在场馆内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呢？意大利佛罗伦萨大教堂正尝试利用

可穿戴设备解决该问题。自5月22日重新开放以来，所有进入教堂参观的人都

需要佩戴项链式的社交隔离工具，当两个人的相隔距离在2米范围内时，它会

轻柔地发出“哔哔”声，并且伴有震动和闪烁。据该博物馆官员称，这种匿名的设

备不会跟踪个人数据，在进入时免费交由个人，并在使用之前进行消毒。

疫情之下，博物馆行业呈现出新的秩序，这是危机也是机遇，更是促进博

物馆行业发展的动力。如果博物馆仅仅采取“让我们坐下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事情”的方法，那么在以后的时代中，它很难继续灵活担当知识的保存者和传

播者，传播和交流不应仅仅发生于博物馆的物理空间中。

（本文内容综合自阿联酋《国民报》《海湾》、英国线上科学期刊《实验室里

的大象》、美国体验旅行杂志《远方》、法国艺术评论新闻网的近期报道。）

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在全国范围内挖掘和培

养少年儿童艺术人才，6月6日，由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中国艺术档案学

会、中国移动咪咕公司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支持，中国

工艺艺术品交易所协办的“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启动仪式在京举

行。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张秋俭、原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夏潮、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徐里、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少儿美育

专家何韵兰、书画频道董事局主席王平、中国艺术档案学会副会长徐明勋、中

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编辑王寒英出席并共同启动此次大展。相关领导、主办方

代表及数十位艺术家参加启动仪式。

据介绍，“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面向全国7至17岁少年儿童

征集中国画作品，要求围绕与红色主题相关的经典故事、文学诗词、革命教育

基地等题材进行创作。征稿时间从6月6日持续至8月20日。组委会专家将

对收到的电子作品进行评审，从中评选出优秀奖500名，再从这些获奖者中评

选出未来艺术家奖80名、未来艺术家特等奖20名，优秀作品将在“经典传

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中展出。为了提升少年儿童的文化修养，培育更多

优秀的未来艺术家，活动期间，主办方将为获奖少年儿童举办5场高水平的学

术讲座，邀请10位国画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讲授与指导，与获奖者面对面

交流并共同创作中国画作品。这些合作作品将作为少年儿童艺术之路的档案

资料，由中国艺术档案学会建档收藏，并出版成集。除个人奖项外，本次大展

还设有组织奖，组织集体参与活动的前10名的单位将被授予“优秀组织机构”

荣誉称号。

作为国内美术类专业电视媒体，书画频道始终致力于对少年儿童美育进

行正确引导与培养，专门为少儿开设的书画教学节目深受小朋友们喜爱。一

系列为少年儿童展示才艺而举办的书画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少年儿童中的普及与提高。此次启动的“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

将紧随时代发展趋势，坚持文化至上、品质优先的原则，通过对红色中国的主

题表达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鼓励引导青少年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

提升青少年学习中国画的兴趣。主办方表示，将力求把此次大展办成一次全

面激发我国少年儿童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精神的高水平展览，使

之成为一项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兴盛培养接班人的文化育人工程。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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