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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晚6点，上海博物馆为“大英博物馆百
物展：浓缩的世界史”首开夜场。就此在上海公立
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览史上写下了具有象征意味
的一笔。

多年来“博物馆奇妙夜”一直是很多观众的梦
想——因为那部著名的电影。在电影里，每当夜幕
降临，观众离场，博物馆里就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
的事情。所以“博物馆奇妙夜”这个名词俨然也就
成为了夜幕下的探宝、发现、具有奇幻色彩的一种
参观博物馆的心态，是很多观众朝思暮想的。

在过去很多年，这种“博物馆奇妙夜”的夜场开
放方式，只是上海公立博物馆的一个点缀而已。比
如在“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开放一下夜场。上海博
物馆在2002年“周秦汉唐文明大展”也做过一次无
前例的全天连轴开放，展览一直持续到午夜12点。

当然，这都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夜场。博物
馆做夜场应该是一种固定的开放方式，还具有一系
列运营的模式相配套。而这一点终于在此次“大英
博物馆百物展”中成为了现实。为了对展览的大客
流进行分流，并且给上班族一个宽松充裕的参观时
段，上博这次决定开设首个固定的夜场。时间就定
在展览期间每周五的晚上6点到9点。

7月7日是首个夜场，7月14日是第二个夜场，
青年报记者都去现场进行了观察。发现夜场参观
的舒适度普遍比日场要好得多。不仅秩序井然，而
且观众的密度也远远小于日场。这恐怕也正是“博
物馆奇妙夜”的夜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此风靡的原
因。当然，夜场舒适度的背后，是有一系列运营机
制的紧密配合。

此次上海博物馆就针对夜场运用最新网络技
术，采取了微信预约制（2002年周秦汉唐文明大展时
还没有微信），每个夜场放1500个名额，供观众免费
抢票。这些名额还是分时段的，不按时段来，就无法
进馆参观。这样的结果就是，在青年报记者到场观察
的每一个夜场，每一时段的观众量都比较平均，几乎不
用排队即可入场。这也就大大增加了参观的舒适度。

应该说，此次固定夜场的设立，为上海公立博
物馆日后开启夜场模式提供了经验。“博物馆奇妙
夜”在这座城市变成一个普遍的现实，已经不是那
么遥不可及了。

上海博物馆人性化服务应对“夏日大客流”

酷暑排队观展 另一种“热火朝天”

昨日上午11点左右，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7℃。
上海博物馆南广场上的喷雾风扇全部开启，遮阳伞下
蛇形排队的观众立刻感觉到凉快了不少，有的观众甚
至喊了一声“爽”。自从上海出梅，进入酷暑阶段，上
博门口每天都会出现这一幕。

在青年报记者的印象中，排队看展览在上海还是
不少见的，但是排那么长的队（最厉害时，要排2个小
时），又是在这样极端酷暑之中排队，这是见所未见
的。不能不说，“大英博物馆百物展”这次所燃起人们
观展的热情，对于上海博物馆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
验。保障观众的安全，相比办一个大型展览，是一个
更大的挑战。

应该说，对于酷暑季节办展，上海之前也是有一
些经验的。比如上海书展，每年都是在最热的8月份举
行，但因为采取了很好的防暑降温措施，从来没有出现
过观众的安全问题。此次上博与多方沟通，紧急采购了
一批新的遮阳篷和喷雾风扇的做法，应该也就是借鉴了
上海书展的经验。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上博这次采用了一些技术手
段来进行分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开设了夜场。夜
场的开设，可以分流一批上班族和孩子，并运用网络
手段，对夜场的观众进行了分批，让每一个人都能感
受到展览浓郁而良好的氛围。

同时，上博也加强了宣传的力度，呼吁市民“观展不
在抢先”，说展览要持续到10月8日，观众应该避开高温
日，错峰出行。应该说这样的一种引导，让现在什么都
要争一个先后的国人，那种观展的焦虑感得到了缓解，
高温日的观展人数已经比展览开幕初期下降了不少。

随着上海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地位的提高，上海已经
成为一些世界著名展览的汇集高地。一个引起轰动的
世界艺术巡展，如果不到上海来展出一下，都有点说不
过去。所以可以想见，在“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之后，还
会有大量世界顶级的展览来到上海。而对于这些展览，
上海观众从来都不吝啬他们的热情。于是，很有可能未
来还会有诸如这次在比较极端的环境下遇见大客流的
情况。如何让一个顶级展览平稳有序地度过，又能最大
限度地、最有效地向市民传播知识和文化，这对上海的
办展能力是一个考验。

可以说，此次举办“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上海能够形成
很多经验的。而这些经验，未来会对上海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可否认，当观众们站在“大英博物馆”第101件
展品“二维码”面前时，他们都会有一个想法：这确实是
一个“噱头”。首先这个展品很“聪明”——几乎没有任
何成本，只是一张打印出来的二维码，但是又非常巧
妙，因为这确实代表了上海这样国际大都市人们的一
种生活方式。其次，这个展品也因为过于“聪明”了，也
让人感觉到过于讨巧，和概念中的博物馆的展品很不
一样。这其实也很考验观众的接受度。

是噱头也罢，是创新也好，不能不说，大英博物馆
举办这个全球巡回展览时每到一地便在当地征集第
101件展品的奇思妙想，确实非常管用。这当然主要
是针对当地观众而言的。而对于这个创意，大英博物
馆馆长哈特维希·费舍尔是这样说的：“我们每到一个
地方巡展，都会让当地博物馆展示一件与本地有关的
展品，未来，等做够了100场巡展，届时将每个地方多
出来的那件文物合起来，又是100件文物，这将呈现
出我们当下的世界简史。”

之前，“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已经去过很多地方，第
101件展品的产生过程各有不同。上海博物馆这次采
取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式。今年3月，上海博物馆
曾在官方微信平台上征集第101件展品的公众方案，
在观众的积极参与下，通过专家评审，最佳的十种方案
分别为上海高科技产业的一张名片——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模型、上海博物馆的二维码牌、共享单车、快递、人
（所有参观者）、上海光源（SSRF）技术应用、手机、网络、
移动支付和云技术。最终二维码成为最终赢家。

在青年报记者的印象中，这种“观众海选＋评委
评审”的展品遴选方式，应该是上海公立博物馆在大
型展览中首次采用。博物馆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很神
圣的，高高在上。但是神圣有余，亲近却不足。至于
展品，那更是“我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观众从来
都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没有话语权的。但是这次在
第101展品的遴选过程中，这种固有的模式开始松
动。观众成为展览的组织者之一。这也是博物馆走
向大众的一种体现。

已经有一种声音认为，这种“海选展品”的方式应
该推广。过去那种博物馆和观众相对隔阂的状态应
该被打破，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起码也应该听听观众
到底想看什么样的展览，这样，知识的传播率才可能
提高。

“博物馆奇妙夜”变成现实 “海选展品”改变办展模式 人性化服务应对“大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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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外排起了长龙。

市民观赏奥杜威手斧。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这几天极端高温日，上海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依然是人潮汹
涌。作为上海近10年来最火爆的艺术展览，充满了奇思妙想的创意，而这次展览注定会深
刻地改变上海公立博物馆、美术馆的运作模式，并且这个展览的许多经验，将会对未来产生
深远影响。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上海博物馆为排队的市民设遮阳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