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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文物展现的时空维度

直播让文物从静止的实物陈列转向动态的线
上“展演”，拓宽文物展现的时空维度，带来更加多
样的呈现形式。

展览式文物直播像一堂堂直观、精彩的历史
课，重点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阐释并传递文
化内涵。这类直播往往借助专家解说或讲解员的
介绍，导航式展示文物的形状特征、细节纹理和历
史痕迹，深化网络用户对文物的认识。各地博物
馆齐聚线上，立足于各地特色馆藏，从文物的前世
今生、外形特征到背后故事，多角度提供了丰富的
文化视听内容。

纪实式文物直播像考古探秘之旅，关注文物
出土、修复与保存的过程，不仅记录重要的历史时
刻，也赋予普通网络用户“围观”历史性场景的机
会，使以往由专业人士主导的考古挖掘变成民众
共同参与的“探索”过程。央视频对三星堆遗址为
期4天的直播报道，直击文物出土时刻，吸引了数
千万人观看，直播上线两天，视频播放量累计超
4000万次，相关话题总阅读量亦突破两亿人次。

参与式文物直播像充满趣味的文创活动，主
打提升用户的文化消费体验。借助直播平台，博
物馆工作人员以特色文物馆藏及其相关文创作品
吸引用户关注，通过“文化带货”方式与用户深入
互动。河南博物馆上线的“豫来遇潮”直播间，用
户不仅能够云上逛文物、听解说，还能与在线主播
聊国潮，共同设计文创产品，打造出个性化的文化
服务体验。

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化历史故事”

直播改变了文物的数字表达方式，“赏文物”
“逛文创”“听解说”成了用户足不出户的个人文化
活动。文物直播融入个体性文化参与，推动对历
史的诠释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成为以人为
中心的“生活化历史故事”。

从“描绘物”到“关注人”，直播叙事视角的转
换，将文物承载的文化价值具象化为劳动人民的生活
故事与实践智慧。这种“由下及上”地探寻文物背后

“个体化”生活元素的叙事方式，建构了普通人的叙
事视角，增强了历史的亲近感。徐州出土的汉代彩
绘陶俑形色各异，直播中主持人抓住男性陶俑色彩
艳丽这一特点，以汉代男子也爱置妆、涂红唇的历
史故事道出陶俑特点的由来，不仅巧妙地展现了文
物厚重的历史价值，还找到联通古今的“话题点”。

文物直播常常以个体的行为活动为叙事线
索，完成文物故事的表达，让文物“动起来”，实现直
播的动态化叙事。游客打卡式、快闪表演式和合作
寻宝式等直播叙事结构的设计，围绕人的行动轨迹
勾勒博物馆文物的全貌，通过移步换景、设置悬念、
任务驱动，直播故事情节也变得“因人而异”。吐鲁
番博物馆采用“讲解员+学生参观”的搭配方式，讲
解员在带领学生“寻宝”的过程中完成整个直播叙
事，改变了以往仅由讲解员或主持人讲故事的单一
模式。青年学子等人物元素的嵌入，将个体化视角
融入公共文化议题中，既丰富了文物故事的内涵，
也让直播变得更加生动与“接地气”。

节点化、模块化和主题化的直播情景叙事结
构，顺应数字传播生态，契合当下用户的文化消费

特点，深度刻画细节，以简洁却不失完整的微故事
吸引用户的关注。2022年处暑时节，故宫博物院
推出以“故宫处暑时”为主题的专题直播，分别对
茶器、宫廷夏季服饰、钟表等文物进行专题片段式
的解说，再现古代皇宫在夏季穿衣饮食、教育学习
和工作休闲等各个场景，吸引1.4亿人次观看。

另外，借助 5G、12K 以及虚拟现实等数字技
术，文物直播的叙事更容易呈现文物的价值内核，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与定制化的专属文化之旅。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直播特别节目中推出沉浸式数
字交互空间《三星堆奇幻之旅》，利用“大规模即时
云渲染技术”，依据用户个人登录答题情况和交互
过程的反馈，实现“千人千面”的文化体验。观众
可用更为独特的方式走进三星堆，体验文物之美，
感受古蜀文明的博大精深。

延伸文物与人的关系

直播将文物的“物质性”存在方式变为“非物
质性”的数字呈现，改变了其传播与传承的底层逻
辑，延伸了文物与人的关系。

长期以来，基于历史保存与安全的考虑，人们
难以近距离接触与观赏文物。直播打破了文物与
人的物理界限，并基于媒介逻辑建构出新的关系
连接。一方面，用户与文物的“相聚”由线下转为
线上，重建了物理空间难以实现的连接。另一方
面，直播不仅为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场景，还
延伸了人与物的互动方式。数据建模、数字孪生
等技术，让文物在虚拟空间拥有了“新的文化生命
体”。文物从沉睡到苏醒，从沉默不语到主动表
达，与人的“双向沟通”成为可能。

直播技术让不同参与者拥有了新的身份角色，
塑造了人与人之间新的文化交流模式与行为规范，
文物直播也成为人际交往的仪式性活动。在直播过
程中，基于共同兴趣或话题集聚的用户，不仅是点赞、
评论与发弹幕的文化体验者，同时也是内容生产
者，对文物意义进行创新“转译”，实现二次传播。

另外，文物专家与博物馆讲解员除了充当传
统的知识传播者，还以“主播”这一新角色上线。
不少博物馆的“网红”讲解员在直播中通过讲故
事、说“金句”等方式，将文物直播演成一场脱口
秀，平等对话的氛围与趣味故事的表达让文物承
载的历史文化更容易触动人心。

直播重构了媒介化的人、文物与场景等传播元
素，为用户了解与感知历史提供了多种接入路径。
作为技术基础，直播提供便捷的文化接入方式，降
低用户的准入与使用门槛，增强其文化获得感。作
为艺术表达手段，直播找到了用户的审美需求点，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模式。总之，文物直播建构
出新的知识生产场域，并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培育用
户的历史感知力，引导用户的审美价值取向。

还需通过数字化持续“出新”

文物借助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但文物直播仍存
在数据资源有限、数字内容创意匮乏、数字技术建
设不足等影响用户体验的问题。推进文博事业持
续创新发展与深入人心，直播还需要运用数字化思
维，深化数字技术建设，激活数字文物的文化基因。

文物直播的前提是文物的数字化采集与储
存。文物直播看起来是文化消费的数字化，但本

质上更是文化资源供给、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
数字化。对文物“数字档案”的数据化提取、加工，
可丰富内容类型与来源，为直播垂直类文化内容
制作提供可能。同时，直播数据可驱动内容创意
生产，基于大数据分析并对已有文物数据进行挖
掘，可以掌握更多难以察觉的文物数据特征，激发
深层次的文化创意。

数字叙事既要运用数字技术让文物被“看见”，
也要通过数字化的故事逻辑促进内容增值与价值
创造。从数字叙事主体来看，可以进一步释放用户
在内容创造中的积极作用，借助用户视角来观察与
体验文化，以贴近大众的方式讲述文物故事；在数
字叙事方式上，文物直播需要打破传统的线性故事
模式，融入跨媒介叙事创作，拓展文物的功能角色，
依据不同媒介平台打造文物的多种形态，提升直播
故事情节的节奏感与吸引力；就数字叙事功能而
言，要打造文物直播的共情叙事，推动个体情感与
历史文化同频共振，以文化情感驱动用户参与、共
鸣和反馈，并最终反哺文物直播的价值创造。

文物直播是以用户文化体验为中心的文化传
播过程，因此进一步增强数字交互设计，激活数字
关系潜力，可有效推进文物直播的参与性和互动
性。这就既要坚守文物直播交互设计的“起点”，
在交互设计中融入时代价值与人本精神，制作出
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化视听作品，用优秀历史
文化精神激发社会前行的动力；又要延伸文物直
播交互设计的“触点”，不断发现与建立新的数字
关系连接，将交互设计与用户文化体验相结合，增
强个性化关联，并推动交互式文物直播成为用户
的“文化日常”；还要找准文物直播交互设计的“焦
点”，综合运用人、文物、技术、场景等传播元素进
行创新设计与创意叠加，提升数字交互中心的关
注度和吸引力，推动文物直播成为传播热点，让文
物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数字交互中历久弥新、深
入人心。 据光明日报

文物直播何以深入人心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的青铜鸟足神像 新华社发

“蹲”文物直播间，看三星堆文物在半掩半埋中被挖掘，听2500年前的青铜乐
器演奏《茉莉花》，“触摸”《千里江山图》的细节之处……文物直播让作为历史文化
宝库的博物馆焕发出时尚魅力，让原本束之高阁的文物火爆“出圈”。某短视频平
台数据显示，2022年5月以来，仅自家平台上各类博物馆相关直播就有11.6万场，
同比增长60%，观看人次8.2亿，总时长达2300多小时。直播如何将文物观赏方
式从“隔窗观物”转变成“视听盛宴”，获得网络用户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