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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娇俨

“大系”国博展上，有一群来自嘉兴的讲
解员小姐姐。

她们经过一个月礼仪、语言、美术课程的
紧锣密鼓的训练，经过“大系”嘉兴特展近百个
团的带队讲解历练，从 65 人的讲解队伍中脱
颖而出。她们中有专业的讲解员，有在读的学
生，也有艺术专业的老师。国博展开幕后，她
们以满满的真情、熟练的解说迎接观众。

嘉兴技师学院的学生钱心妍说：“每当讲
到嘉兴的大收藏家项元汴时，我都特别激动，
因为能把浙江文化传递给首都观众。”

“参观者来自各个年龄层，其中有许多专
业人士，和他们的交流让我非常感动。”嘉兴
学院设计学院教师周琳说，有爱好书法和水
墨画的夫妻，向她询问使用
矿 石 颜 料 的《千 里 江 山
图》与欧洲油画的区别，
有学习素描的姑娘和
她讨论郎世宁绘画中

的文化融合现象。在讲解王冕《墨梅图》时，
一位小观众还当场将画中的题诗流利地背诵
出来。

还有观众曾对来自嘉兴南湖学院的学生
徐嘉玲说：“这样的展太少见了。”

这是一次全新的讲解考验，但讲解员
们不怯场。“我每一次讲解都会
把观众看作朋友。只要
准备充足，用真心和
真情去讲解，就
不 会 紧 张 。”
徐嘉玲说。

用真心和真情去讲解用真心和真情去讲解

“大系”成果展巡展工作从去年 4 月正式启动。“大系”
团队不仅要高质量完成最后的增补拍摄和图书编纂出版任
务，还需要着手策划展览，多项工作齐头并进。

对团队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策展都是一个“零经验”
的事儿。大家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样书库房改造成实验场
地，在这里完成了一个略显简陋的展览。这是“大系”成果
展迈出的第一步。

数码打样稿画作初次尝试装裱，没有专门调配的灯光，
场地空间也不大⋯⋯尽管有种种限制，但这次展览却理清
了成果展的中心思想和脉络，奠定了整体风格，并为社会各
界人士深入了解“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开辟了一个崭新
窗口。

当年9月，“大系”成果展走向省外，来到了四川美术学
院美术馆。这次展览，不仅尽数呈现了“盛世修典，久久为
功”“咫尺万里，纵览千年”“四海汇聚，寰宇共赏”“科学转
化，创新发展”四大板块，还通过 3D 打印技术还原了大足
石刻经典石窟造像，用沉浸式、互动影像声音装置实现传统
绘画的活化与审美再现。

每一次展览，都是在积聚经验。
继川美之后，“大系”团队于 2021 年 11 月在浙大艺术

与考古博物馆策划推出规模更加完整的成果展。通过满满
当当4个展厅的陈列，展览向观众讲述的，是“盛世修典”这
一伟业本身的故事。布满一整面墙的“大系”编纂出版工作
大事记，记录着这段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的历程。展
厅内，很多图像是经“大系”采集、出版及本次展览，方才第
一次高清晰地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

成长，随处可见。
“大系”团队成员王惠泽参与了川美和浙大艺博馆展览

的备展任务，亲眼见证了巡展初期微信导览程序从无到有。
现在的“盛世修典”导览程序中囊括了“大系”全集的内

容，成为观众深入了解“大系”的通道。通过查找画名、画家
名或点击分类专题，用户可以品读作品专业介绍、收听语音
导览、观看“每日中华名画”短视频等，还可以通过VR看展
功能在线游览博物馆展厅。但在最初，“大系”团队并不清
楚小程序前、后端页面的视觉、内容该如何呈现，使用户获
得愉悦的使用体验。于是，他们配合杭州原数科技团队，参
考国内外众多博物馆官网和数字平台内容，听取使用者的
意见，在最初的两次展览中开始尝试、不断修改，“摸着石头
过河”，逐步构建起集查询、展示、策展、展品出入库管理等
为一体的小程序体系，方便观众的同时，也极大提高了之后
的布展效率。

时间迈入 2022 年，春天，位于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馆
迎来了“大系”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成为杭城的一场文
化盛事，数以万计的观众为之倾倒，浙江美术馆的预约平台
常常提前数天就满额。

这是一次丰收的时刻。中国古代绘画的魅力被现代观
众认可，“大系”团队的努力也被见证。一条穿越千年的艺
术通道，正在唤起大众对民族文化的深挚温情。

很快，“大系”又在嘉兴举办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展览。
“大系”入编的大量珍贵画作，皆经由中国书画史上明代著
名私人鉴藏家项元汴收藏于嘉兴天籁阁。今年夏天，落成
一年的嘉兴美术馆新馆与天籁阁旧藏，以前所未有的形式
重逢。在明末战火中散落的珍贵画作，通过数字化的方式
再度回归400多年前的故土。

万千感慨，万千欣慰。嘉兴特展，也成为国家博物馆展
览的“打样”。

经过 3 个月星夜兼程的策展布展工作后，“大系”巡回
展走向了高潮。规模空前、数量最多、规格最高的国博展，
在今年国庆前夕与观众见面。国庆 7 天内，“大系”国博展
吸引观众 39500 人次，平均每日观众数占国博参观人数的
三分之一以上。

策展组成员白伟杰回忆，在“大系”巡展中，最常听到的
一个词就是“从来没有”。“国博从来没有办过一场没有真迹
的展”“从来没有一个展能让观众密集领略近两千件古代绘
画的神韵”⋯⋯

“大系”出版物补写、改写、重写中国古代绘画史，如今
“大系”展览也改写着许多传统的展陈理念。

“耗费17年心血，我们用数字化手段让千年丹青在国家
博物馆集中呈献。这是一个‘国宝’汇聚的大展，让观众看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优秀，以及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文化
自信。”“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全国巡展总策展人王小松说。

从“零经验”到惊艳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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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翰墨丹
青先是由“画”入“书”，又由

“书”到“展”——中国历代绘画在

新时代传承转化中经历的这几次飞跃，通过国家博物馆“盛
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集中呈现在世人
面前。

展览自 9 月底开幕以来，观众参观热情持续高涨。截
至目前，观展人数已近 16 万。近 6000 平方米的空间，
1700 余幅历代绘画佳作高清打样稿，贯穿浩瀚历史，以铺
天盖地、精品满目的视觉冲击力，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极为震
撼的印象，充分展示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博大精深、中华文明
的璀璨辉煌，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的重要
现实意义和广阔前景。

有赖“大系”团队17年如一日的努力，散布海内外的中
国绘画实现了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转化。如何让艺术
瑰宝穿越历史烟云、突破时空界限，在新时代更好地“活起
来”“用起来”，是新的课题、新的使命。

自 2021 年 4 月至今，“大系”先后在省内外举办了 7 次
各具特色的阶段性成果展，并最终登上国博舞台。这一系
列高质量的展览，展示了“大系”这一重大标志性文化成果
的中国特色、中国韵味、中国气派。此刻回望，个中况味，值
得细细讲述。

一场场展览、一幅幅高清打样稿、一个
个不眠的夜晚⋯⋯早已将“大系”团队凝聚
成一支坚如磐石的战斗团队。每一位成员
都绞尽脑汁、全心付出，只为让这项国家重
大文化工程散发它真正的光辉，每一位成员
心中，都充满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与责无旁贷。

经过多场巡展的认真打磨、反复推敲，
“大系”展览已形成了自身的鲜明风格。“从
展墙颜色，到墙面文字的字体字号，小到展
签的排版，都经过好几轮的设计与实验论
证”，执行策展人黄雪以展签举例，既要考虑
美观度，又要确保观众在一定距离内能清楚
地辨识展签文字，还要保证每张画对应的信
息二维码能被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识别读
取，小小的展签就打样、实验了不下十次。

“大系”展览的核心之一就是展示“大
系”的书籍，如何把 220 余册书以令人印象
深刻的方式展示出来，还要能邀请观众翻
阅，成为展览设计的一项难题。从书架、书
桌展示，到投影书墙，再到如今展览中广受
好评的“镜厅”形式，展览方式也随着巡展的
推进不断升级。执行策展人周洁谈起设计
初衷，“利用镜子是总策展人王小松老师和
团队在一次深夜的‘头脑风暴’会上的灵光
一闪。通过镜子可以使书籍展示区域产生
不断复合叠加的空间效果，就像‘大系’也将
对于文化产生巨大的辐射力一样。”

由于每次展览的主题各有侧重，“大系”
团队成员林李硕和同事们需要查阅众多资
料，从“大系”入编的12000余件（套）作品中
筛选出符合特点的展品，提供给学者和团队。

任柏桦在“大系”团队中负责图版说明
的审核撰写等。她记得，8月6日的早晨，从
9 点半开始，策展团队集中到位于浙江大学
西溪校区的出版社，参与国博展览的选画会
议。十余本小册子，汇聚了先秦汉唐、宋、
元、明、清历朝历代的优秀绘画作品，以及提
前筛选的一版“多胞”绘画、不同朝代作者创
作的同一母题作品等。大屏幕上一张张熟
稔的图像不断闪过，大家深入讨论该图是否
入选国博展览清单。

那天，两份盒饭加一杯咖啡，一直到凌
晨一点，仍然没有筛选完浩如星海的历代名
家画作。

由于范围巨大，需要根据展厅现场情况
取舍，从策展开始直至开幕前，展品的目录
与展签一直在动态调整。

于是，晚上改目录、加作品，夜里送
去做画框、做展签、核对，凌晨装车运
去北京，成了常有的事。每一个与

灯火相伴的夜晚，都带着“大系”团队对展览
的一份极致追求。

国博展有着高规格的要求，文字全部使
用中英文双语。浙大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徐雪
英是负责翻译工作的一员。她在几乎排满的
教学计划中挤出时间，为“大系”翻译展览大
纲，改稿常常在凌晨两点半完成、发出。徐雪
英一直坚持着，直到精疲力竭，才去休息。

国博展是“大系”团队成员张仲元参与的
第一场展览，他发现最难解决的，往往是一些
看似“简单”的问题：画框出厂后如何辨认、如
何运送，乃至到展厅后的上墙与核对。由于
过程环环相扣，当这些十分基础的事情数量
放大数十倍，直至面对上千件展品时，需要耗
费的时间与人力就变得难以想象。

在“大系”团队成员徐耀的记忆里，随着
时间流逝的，是天天赶赴装裱工厂的画作清
点，是每日更新的墙面调整，是持续不断的
展签更改与内容核对，是在北京画作运输车
辆的通宵接收，是一次次席地会议的随机召
开⋯⋯一件件琐碎的事情，一簇簇忙碌的人
群，无形中推动着展览顺利进行。

策展后期，每天夜里，“大系”驻京团队
与国家博物馆策展部的工作人员都聚在一
起开会总结，分配接下去的工作。在国家博
物馆巨大无比的展厅中，每个人或靠坐着或
依偎着，仿佛胼手胝足的垦荒者围坐在篝火
旁边。这时的讲话声很轻，为了能休息些
许，为了能更快投入下一波忙碌。

深夜的展厅里，还能看到整理画作、施
工印刷、核对展签的人们来来往往，有人脚
上磨出了血泡，有人干脆席地而睡，或在走
廊的木质长凳上缩成一团短暂休息⋯⋯

开幕前的夜晚，王惠泽和另外3位同事
9 月 29 日凌晨 4 点多从国博的北门离开。
他们遇到了众多正在排队等待天安门升旗
的游客。游客们目送着这 4 个年轻人一路
向东，眼神里充满了疑惑。一位游客拦住他
们问道：“今天不能看升旗了吗？你们为什
么往反方向走？”4 人笑着回应：“不是不是，
我们这是刚刚下班！”

他们就这样一路欢声笑语地离开，先前
在展厅的困意似乎已经消散，只剩对当天盛
大开幕式的无比期待。

日日夜夜，怀抱热爱与责任

开幕那天，是无比热闹的一天。伴随着
北京秋日温暖的空气，人群涌入展厅，他们兴
致勃勃地交谈着，眼中闪烁着惊奇的光芒。
很快，这片空间里，充满了观众与展品生动

“交流”的欢快气氛。
现场，有白发老者用手机打光，凑近一幅

画作观察；一群观众围在《簪花仕女图》下，听
其中一位懂行的爱好者讲解其中的故事；还
有人站在一幅宋画前凝视许久，似乎已忘记
周遭的热闹⋯⋯

走进“大系”国博展，就仿佛走入了一条
千年的中华文明隧道。

接连映入眼帘的，有晋顾恺之《女史箴
图》、唐韩干《照夜白图》、宋屈鼎《夏山图》、明
沈周《虎丘十二景图册》⋯⋯在近一个足球场
的面积里，先秦汉唐、宋、元、明、清最精湛的
画作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

这是一场“仓储式”的展览，这也是一次能
够一日领略中国千年艺术风采的绝妙机会。

与赵孟頫齐名的元画家高克恭所作的
《秋山暮霭图》中，远处的崇山峻岭，云烟缭
绕，若隐若现的山峰下，却藏有溪水草舍，若
诗韵般生机盎然。画面在品味间让观者共
鸣，呈现江南特有的“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景。

“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蹴鞠图》中，男
女共场“蹴鞠”，抬头争球，热闹非凡，显示出
南宋市民文化和社会文明本身的快速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特别展出的放大 2

倍的《千里江山图》长卷灯光特效图。低头细
看，画面内荡漾的波纹，摇曳的舟楫，山峦上
宛若宝石的石青色⋯⋯细节清晰，让人惊叹。

为了吸引当代的观众走入中国传统书画中，
除了充分展示学术研究内容外，在展陈设计过程
中“大系”团队也与国博策展部一起策划设计了
让观众拍照留影的“打卡点”。例如展示“大系”
内页的“万画墙”、“大系”书壳造型、数字书画沉浸
式体验⋯⋯“这样一场关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
展览得到了大量观众尤其年轻观众的喜爱，让我
们对进一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更有
信心和自豪感。”执行策展人周懿说。

展览现场，观众如织；在社交媒体上，“一
定要去的展览”“超豪华阅览室的体验”“蔚为
大观，大开眼界”等等褒奖之词不绝于耳⋯⋯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外，这上千幅古画仿
佛正窃窃私语，交谈着它们所看到的往日光
景、所见证的世事沧桑，以及如今的新时代。

“大系”成功地解决了传世名画流散各地、文
物珍品“藏用两难”的问题，实现了馆藏绘画
文物资源向广义文化资源的转化，让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光芒映照当代人的内心。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大
系”成果展这场文化盛宴下一步将继续进行
全国巡展，从而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传承，展现传统原作展览
难以实现的、超越时空阻隔的文化精髓，进一
步激活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和生命力。

带领古画行走在新时代

明 沈周 《虎丘十二景图册》之一（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大系”团
队清点画作。

拍友
徐耀 摄

观众在国家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