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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法

[动态]

位于宝山区的上海玻璃博物馆是亲子家庭爱去的场所，但近日，上海玻璃博物馆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出一则消息称：倍受观众喜爱
的永久性藏品Arribas梦幻城堡在两位小观众追逐玩闹的过程中被损坏。消息发出后立即引来热议，评论数达上万条。

记者了解到，该博物馆展品被破坏已非首次，上一次惨遭毒手的作品是《天使在等待》。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博物馆防火防盗防“熊孩子”？
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品又遭损毁 网友热议：该不该严惩？

据上海玻璃博物馆介绍，这
座梦幻的玻璃城堡由Arribas艺
术家兄弟花费500小时，以特殊
的灯工工艺——线圈技术打造
而成。重达60公斤的玻璃城堡
包含近 30000 个部件，并由 24K
黄金装饰而成。2016年，为庆祝
上海玻璃博物馆五周年庆，它由
Arribas捐赠，并成为上海玻璃博
物馆的永久收藏。

遗憾的是，2020年5月30日
下午，因两位小观众翻越展区围
栏，并在追逐玩闹的过程中撞到
展柜，城堡随即发生塔尖倒塌、
破碎的情况，而其余部件也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错位、破损。

目前，博物馆方面已联系艺
术家对情况进行说明，并就展品
修复问题寻求帮助。然而由于
疫情原因，生活、工作于美国的
两位艺术家无法启程往返上
海。博物馆方面表示，因此，只
能让城堡暂时以“不完美”的面
貌示人。

上海玻璃博物馆同时郑重
呼吁，请各位观众务必遵守博物
馆参观礼仪，不翻越围栏，不触
摸展品，不追逐打闹，不高声喧
哗，展品的安全和文明的参观环
境，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在微博上表示，事发时小观

众已经认识到行为的不妥，并
在家长的鼓励和带领下主动找
到馆方工作人员报告，态度友
善而诚恳，并愿意协助后续事
宜——这让我们很感动，也让
我们相信未来一代会成长为好
观众。

微博发出后，立即引来无数
粉丝留言。有网友建议，让孩子
家长赔偿，作为监护人应该尽到
监护义务，孩子和家长都该有个
教训。还有的网友表示，不光是
展品的钱，还有专家的来回机票
住宿、手工费等，还有时间成本、
材料成本、艺术品价值损耗费等
一样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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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

院副教授童潇解读说，发生这样

的事，未必对孩子一定要严惩，

因为孩子很可能是无心之失。

展品坏了确实可惜遗憾，但也发

生了，纵观历史长河，也不是每

件艺术品都最后保护下来，当然

希望能保护。现在要向前看。

“孩子的心灵有时很脆弱，如果

他成为众人谩骂的对象，弄得不

巧会产生过激反应，甚至会毁掉

孩子的一生。试问每个人都有

无心之失的时候。谁都不能保

证，自己走在路上就不会撞到

人？或者在商场里，不小心碰碎

个东西？即便在家里洗碗也有

摔碎碗的可能性。”

但童潇同时也指出，家长是

孩子的监护人，也要从中吸取深

刻教训。今天也许是你的孩子

伤害其他人，破坏东西，明天可

能是其他人伤害你的孩子，当务

之急是要降低破坏的概率。特

别是在展馆这样的地方要教会

孩子观展礼仪，之后也要好好和

孩子谈一下，也要让孩子对这件

事吸取深刻教训。

他建议说，整个社会对无心

之失要持有宽容的心态。不能

一味地互相指责。“当然，对于玻

璃博物馆来说，他们没做错什

么，但也可从中获得启示，在展

品的保护方面再加强些力度。”

杨浦区“金色夕阳”老干部

正能量工作室理事长李自力认

为，作为博物馆，对一些珍贵的

展品设警戒线是不够的，要采取

坚固的防护措施。现在“熊孩

子”比较多，家长往往低头只顾

自己看手机，哪怕孩子在车来车

往的慢车道上奔跑也不管，更何

况在博物馆室内，孩子奔跑时一

不小心撞到展品的玻璃罩，振动

展品，造成损坏，一般家庭如何

赔得起？就是上法院，博物馆自

身也有保护不当的责任。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市
民，他们均认为，必须要从多维
度采取措施，以防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

白领周小姐提出了14岁以
下谢绝参观的建议。事实上，这
样的建议并非突发奇想，有不少
网友也提到了类似建议。如网友

“舒源”提出，“每次去博物馆都有
孩子尖叫跺地板。我一直不太明
白家长为什么要带很小的孩子看
展。他们又不会欣赏，一般家长
也不会带着他们欣赏。难道去展
里面逛一圈就能陶冶情操了吗？”
网友“别开枪是阿毛”痛心疾首地
说，2017年《天使在等待》作品被
永久性破坏，今年重蹈覆辙。为
什么不能限制低龄儿童观展？为
什么不索赔？个人认为过度的宽
容就是纵容，受到伤害的不仅是
艺术品，还有真正认真看待艺术

的参观者。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周女士

在受访时表示，对于破坏展品一
事，家长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
任。建议通过法律手段追责，让
社会大众意识到这个问题。

张女士则提到了需要从小
对“熊孩子”加强修养教育。同
样持有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张先
生说，不能每次都等到下一个物
品被破坏，然后再循环今天的舆
论和“人性化处理”。

张先生主张对“熊孩子”要
有一定的处罚机制，最近大家都
在追一部剧《隐秘的角落》，从中
可看到儿童的行为和整个家庭
是分不开的。做错了事，造成了
损失，倘若“熊孩子”没有得到惩
处，是不会长记性的。就好比上
一次被毁的艺术作品，艺术家非
常宽容，甚至还自嘲地将作品改

成了《折》，但这样的宽容并没有
起到警示的作用。此前还有摆
放在商场里的乐高组成的尼克
狐，花了三天三夜制作，一个小
时就被熊孩子毁了。

“但倘若真的要严惩罚的话
可能也会引来争议。”张先生分
析说，小孩心理比较脆弱。尤其
是“熊孩子”可能从小到大都是
被惯大的。不如让他们做义工，
比如到其他博物馆定期维持秩
序。如果孩子不愿意的话，家长
就要承担起责任。

还有市民建议，设立“黑名
单”机制，如发生损毁展品等行
为，家长在观展类别上的信用分
会降低，下次再要带孩子去参观
展览等可能会受限制。此外，还
可以设立“熊孩子险”等。通过
商业的手段去预防一些无心之
失的破坏行为。

可限制低龄儿童观展 设观展“黑名单”制

“熊孩子”已道歉 部分网友建议家长应该赔偿

[支招]

对“熊孩子”该不该宽容？
家长、展馆也应吸取教训！

作品《天使在等待》被“熊孩子”损毁后的样子。 本版图片均受访者供图

Arribas梦幻城堡暂时只能以“不完美”的面貌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