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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闵行区具有丰富的博物
馆资源，这些博物馆极具特色。但如
何充分利用这些博物馆资源，让博物
馆更好地为市民的文化生活服务，是
一个重要的课题。闵行区的方案是，
将这些博物馆打包，通过政府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向职工群众免费
开放。

昨天，闵行区的宝龙美术馆、格
里芬汽车影院、光明酸奶展示馆、秦

怡艺术馆、纸箱王纸工艺展览馆、民
族乐器陈列馆、高诚陶瓷艺术馆、上
海葡萄酒博物馆等八家文艺场馆入
列首批“闵行区职工文化体验基
地”。这个项目由闵行区总工会和闵
行区文广局共同推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建立这样的文化体验基
地，首先这些博物馆、美术馆有的门
票很贵，现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等于由政府为市民参观买单，职
工群众只要凭免费收到的参观套票，
就可以到相关博物馆参观。其次，有

的博物馆并非每天开放，有时周末闭
馆，这使得很多上班族没有空参观。
现在成为文化体验基地之后，相关博
物馆会协调开放时间，确保一周 7
天，天天有文艺场馆开放，而且白天
晚上都有文艺场馆开放，使得上班族
能够充分享受文艺场馆时间。

据了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博物馆
加入并成为职工文化体验基地。而此次
参观的套票则通过闵行区工会、文广局
等微信号，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
职工发放，这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福利。

陈鲁豫：再次写书
是为了治愈彼此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在过去十五
年中，著名主持人陈鲁豫自身发生着
悄然的变化。这些变化让陈鲁豫放
下了过去那句“不再出书”的戏说。
《偶遇》是她的新书，在接受青年报记
者专访时，陈鲁豫说，“不要期待从书
里面得到指导和答案，我们是彼此治
愈的。”

两年前，陈鲁豫开始在公号的小
栏目“偶遇鲁小胖”中，用音频回复粉
丝的来信。这些来信和回复，都是关
于情感的，也和情感有关的“偶遇”。
对《偶遇》的文字，鲁豫说书写得很放
松，没想过出书，“当你面对比你小很
多的小朋友，因为都经历过，我觉得
有必要帮他们梳理一下。”是特别的
真诚流露。

鲁豫说，自己相信情感和美
好。书中和来信者情感交流的过
程，不是为了带给别人思想，而是双
方彼此治愈。《偶遇》中涉及的情感
困惑，鲁豫说，未必女性就是更多的
受害者，“情感是公平的，和性别年
龄无关，只和个体之间够不够爱有
关。”书中给的回答，或者方案，鲁豫
说，顶多给到安慰的作用，读者在阅
读的过程中，感受到愉悦，感受到被
陪伴，这些是她自己现在有能力做
到的。

陈鲁豫称自己在写作方面只是
文笔还可以，真实、真诚都有，但她自
己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她更多的身
份是一个媒体人。在工作中，她形容
自己是一个举轻若重的人，要么不
做，要么很努力地做。

随着年纪，角色和阅历的不同，
鲁豫说自己参与社会的方式也在不
停改变。未来是什么样，并不知道，

“不由我管的问题，我很少去想。我
不是一个太容易受外界和其他人影
响的人，我可能会我希望我自己是一
个自然的成长。”

“免费不免票”政策走向终结
3月11日，国家博物馆在其官

微上宣布了一个引发关注的消息，国
博已正式告别纸质门票，今后观众持
身份证即可直接入馆。除了身份证，
非纸质临时身份证、老年证、户口本、
户籍证明、驾照等14种有效证件也
都可以作为入馆凭证。

也就在2017年10月，故宫博物
院已经先期停止了纸质门票的使
用。所有的门票实行网购。每天门
票不超过8万张。因为纸质门票停
止出售，故宫的30多个售票处也陆
续关闭了。

这两大国家级博物馆告别“纸票
时代”极具象征意味。这标志着一个
时代的结束。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
海博物馆恐怕是全国最早取消纸票
的博物馆之一，早在2008年开始免费
开放之后，就不在发放纸票。而像中
华艺术宫这样的上海重要文博机构
虽然现在还会向观众发放门票，但是
他们也已经在研究全面网约参观的
方式，告别“纸票时代”已是大势所趋。

很多年前，中国的公立博物馆普
遍实现了免费开放，但是仍坚持“免
费不免票”政策，也就是观众到了博
物馆，虽然不用买票，但博物馆仍会
给他们每人发一张门票，持票入场。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控制人流，一
旦场馆内出现拥挤，则停止发票。二
是门票可以作为一种印象宣传品，向
观众宣传文明参观等。但随着网络
技术的发展，这些功能完全都可以被
网络购票取代，所以“免费不免票”的
政策也难免走向终结。

大数据技术助推博物馆发展
博物馆进入“门票网约”时代，到

底有些什么影响？故宫原先是人满
为患，有时排队购票都要花上一两个
小时。但是自从全网售票之后，因为
设定了每天8万人的餐馆上限，所以
故宫没有再出现爆棚的情况，而且网
上购票同时也规定了入场的时间，每
个时间段的观众也比较平均，入场不
再需要排长队。

应该说，门票网约已经覆盖了之
前纸票时代的所有功能。而且还有

很多新的用途。比如国家博物馆这
次是用有效个人入场，其实也就是
实行了参观实名制。这样一来，国
博不仅能够了解参观者的身份、所在
地域，还能了解他们的年龄。到时也
就知道什么样的展览最受什么样的
观众的欢迎。而且观众参观好了之
后也可以在网上留言。这对于展览
的策划都有很大帮助。当然，因为
了解观众的身份，所以一旦博物馆
内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管控起来
也比较方便。

这种新技术唯一一点不足的是，
在告别“纸票时代”之后，对于那些本
有收藏门票留作纪念的观众来说是
一种遗憾。难怪在故宫告别纸票之
后，有人就预言，故宫的门票恐怕也
成为“绝版周边”了。事实上，网上已
经有人在兜售不同时期的故宫门票，
价格不菲。不过，也有业内专家表
示，现在各大博物馆都在进行文创产
品的开发，有的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
很热销，观众如果想留个纪念，将这
些文创产品带回家也不失为一个比
较好的选择。

从故宫到国家博物馆“网约时代”已来临

博物馆纸质票终将成“绝版周边”

闵行区开展优质文化资源免费开放

最近国家博物馆宣布，他们已经告别了纸质门票，今后观众凭身份证即可直接入馆。这是继故宫
博物院之后，第二家宣布告别纸票的国家级博物馆。这也预示着，全国博物馆、美术馆持续几十年的

“纸票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这一切对于观众究竟意味着是什么呢？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