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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媒体在博物馆空间中的应用现状研究 

——以三门峡地区为例 
乔芳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三门峡  472000） 

摘要：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快节奏的文化传播，也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带来了危机。

众多人类文化遗产保存在博物馆中，数字新媒体技术成为当下媒体发展与传播的主要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发挥了巨

大的影响作用。三门峡地区的文化遗产丰厚，博物馆在数字新媒体技术的传播以及展示应用方面有着极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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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媒体是一种新兴的媒体形态，新媒体艺术的多样性和立

体性特点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在博物馆中的应用能够打

破早期静态展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其形式多样化、内容多元

化、传播广泛化等特征，能够建立起博物馆与大众之间更加个性化

的、密切的教育联系。 

一、三门峡地区数字新媒体现状 
三门峡地区位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带，自古以来始终位于古代

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圈内，周朝时期先后为焦国、虢国、晋国领地，

自汉朝开始属弘农郡，北魏时设陕州至今，历史文化深厚，先后建

立四座不同性质的博物馆，陈列保护历史各类文物。 

（一）三门峡地区博物馆类型与特点 

三门峡市的博物馆中，专题遗址博物馆两座，分别是以虢国文

化保护为主题的虢国博物馆、展示仰韶文化起源的仰韶文化博物馆，

综合性博物馆一座，以展示三门峡区域文化为主的的三门峡市博物

馆，另有小型的车马坑专项陈列馆一座。其中，国家二级博物馆两

座：虢国博物馆和三门峡市博物馆，并和仰韶文化博物馆同属国家

AAAA 级景区。 

（二）三门峡地区博物馆空间展示现状 

1.虢国车马坑博物馆 

虢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三门峡建设时间 早的博物馆，始建于

1984 年，位于虢国博物馆向北的春秋路北侧，展出了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一一西周虢国墓地遗址的部分车马展品，是一座集文物

陈列、遗址展示、园林景观为一体的仿古歇山式建筑博物馆。馆内

的陈列分为简史、碑碣石刻和车马坑三个基本陈列部分。由于博物

馆占地面积较小，并且位于市区较为狭窄偏僻的道路，周围多为生

活区，展品为静态展示，且人流量极低。 

2.三门峡市博物馆 

三门峡市博物馆位于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陕州故城遗址

区，现陕州公园内，始建于 1989 年，占地 19800 平方米，馆藏文物

15000 余件（套），其中三级以上国家珍贵文物 1400 余件（套）。三

门峡市博物馆属于综合性的文化展示博物馆，展出内容主要按照三

门峡地区的文明发展脉络划分展厅，同时设有三门峡的矿场资源展，

并且由于综合性的展馆性质，多次组织专题特展。三门峡市博物馆

目前的展示方式是传统静态展示和虚拟展厅相结合，文物展示与展

板说明相匹配，讲解员专业讲述。 

3.虢国博物馆现状 

虢国博物馆位于三门峡市南端黄河岸边，是建立在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西周虢国墓地遗址之上的大型遗址博物馆，始建于 1998

年，2000 年建成开馆。 

西周虢国墓地遗址曾被评为 1990 年、1991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观之一、“中国 20 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遗址上的虢国博物

馆占地 150 亩，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 AAAA 级景区。从 2002 年建

馆至今，博物馆内先后进行了三次展馆改造，改造的重点在于展厅

陈列主题变化和展品陈设的维护。从三次陈列展示的改造来看，虢

国博物馆较为重视展馆内的展示陈设，增加了部分少量新型展示，

但目前的展示方式仍以传统静态展示为主，文物展示与展板说明相

匹配，讲解员专业讲解，同时设有单项文物体验项目，但是单项文

物体验项目并不完善，体验功能没有完全发挥，有较少量的文创产

品合作开发，人流量较大。 

4.仰韶文化博物馆 

仰韶文化博物馆始建于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0 月建成开馆，

是国内首家仰韶文化专题博物馆，建立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地——

仰韶村附近，主要以仰韶村遗址发掘的成果、安德生在中国的考古

活动以及仰韶文化出土的典型文物为展示对象，发挥仰韶文化知识

普及、文物保护以及彩陶科学研究等功能，是一座是以仰韶文化为

主的专题性博物馆。目前，馆内按照仰韶文化的发现成果分列为以

发掘成果、安特生在国内的考古轨迹活动和遗物展示为主的三个展

厅，其中第一展厅以仰韶彩陶实物展示为主，配合图片和文字说明；

第二展厅在实物展示、配合图片和文字说明基础上增加了视频展示；

后一个第三展厅主要是静态的遗物展示。馆内设立的三个展厅整

体都以传统静态展示为主，辅以文物展示与展板说明配套，同时匹

配讲解员的专业讲述，展馆公共区域有较少量的文创产品合作开发、

旅游纪念品销售，近两年在博物馆馆外区域增加了大型灯光景观。 

二、存在问题分析 
三门峡地区的博物馆，目前普遍采用传统的静态展览方式，参

观者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大量文物产品的内涵文化传播受阻，

文物展示周期较长，参观者主动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交互体验差，

知识供与求不对等，展示的普及型和趣味性匮乏，直接影响了博物

馆的形象、访客的层级分类与人流量。常规静态展示的方式古板，

缺乏趣味性，不能满足不同层次观赏者的知识需求，社会教育服务

的对象范围不明确，导致社会服务效率低下。 

博物馆发展与城市文化发展不匹配，受到政府政策、社会环境

以及博物馆自身规划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政府政策支持不足 

伴随着科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社会职能日益提升，在基本

教育职能之上，更加突出城市发展中的公众教育、大众教育功能，

为城市精神文化发展提供更多多样化的公益性和消费性服务。我国

的现代化博物馆发展早起较为分散，数量与类型逐渐扩大，国家对

于博物馆的各项政策法规也从初期的总则逐渐增加了专业条例。 

国家文化部 2005 年发布了《博物馆管理办法》，其后国务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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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财政部分别在 2015 年和 2017 年出来了相关资金与补贴的文

件；国家尚在制定中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也

将在现代博物馆服务体系、研究型博物馆建设、优化财政支持机制

等方面做出改革。河南省近年来关于博物馆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免费

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对管理、考核和资金方面有明确的规定，各

地方政府尚无出台相关博物馆的政策文件。 

省内及地方政府在本区域内相关政策文件的缺乏，使得在新媒

体技术发展迅速的信息化社会进程中，三门峡地区博物馆在适应社

会进步过程中，在自身发展定位、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展陈更新设

计、建设资金等方面缺少政府政策引导支持，影响了博物馆的现代

化发展进程。 

（二）资金来源有限 

三门峡地区的四座博物馆均为财政全供单位，日常办公与运行

维护资金来自由财政拨款，以及政府专项建设资金。其中虢国博物

馆和仰韶文化博物馆门票收入上缴财政后全额返还。 

规模 大、文化价值 高的的三座博物馆，均为遗址博物馆。

其中虢国博物馆与车马坑陈列位于城市南部边缘，遗址靠近黄河岸

边、远离主干道，为免费博物馆，面积较小，营利性展出极少，资

金来自财政拨款；仰韶文化博物馆位于市区下属的仰韶村附近，馆

区相对独立偏僻，道路狭窄，公共交通不便，周围景点路线分散，

交通因素制约了博物馆社会功能与文化传播的发展，博物馆的人流

量稀少，资金来自财政拨款和门票收入；虢国博物馆位于三门峡市

区北部边缘，黄河岸边，远离城市主干道，周围景点分散，旅行团

为主，游客以旅行团为主，散客稀少，资金来自财政拨款和门票收

入；三门峡市博物馆位于市区西部的陕州公园内，交通相对较为便

利，为免费博物馆，对外承担各项展出业务，资金来自财政拨款和

营利性展出收入。 

三门峡的城市发展定位为生态宜居和文化魅力城市，黄河文化

和白天鹅之城成为当前的关注热点，也是人流量较为集中的景点，

其它区域内分散的旅游景点分布位置和不够通达的交通路线制约了

周边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日常博物馆开放的门票收入微薄，财政划

拨日常管理维护及办公经费数量有限，极大的限制了博物馆新媒体

展陈方式的系统设计与实施，无法承担新媒体技术的运行维护成本。 

（三）文化形象意识淡爆 

三门峡地区的博物馆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专题

博物馆有两座，三门峡是中国文明起源史前中原文化区仰韶文化“庙

底沟类型”的核心区，而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动

力，与虢国文化中在我国文化发展源头认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三门峡市的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早期在黄河第一坝——三门

峡大坝建设工程的引导下，以工业发展为主；之后下保护环境工业

转型的社会经济发展供求关系调节下，向生态宜居、文化旅游城市

方向发展。在西方文化价值渗透我国的现代社会阶段，认知与传承，

是我国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三门峡的城市文化宣传，在文

化魅力的定位表达中注重旅游景观的传播，缺乏对博物馆的推广，

而博物馆内缺乏新媒体技术对展品背后信息的深入发掘，资源开发

不足在位置导致的博物馆人流量单薄基础上降低了人流量的重复率

与传播频度，进而直接影响了博物馆盈利的来源与额度，制约了建

设与维护成本较高的新媒体技术展陈形式，形成恶性循环。 

（四）发展定位待深化 

三门峡地处中原，位于豫三省交界，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在提

升河南省文化影响力、促进中原文明交流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同

时中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不同类型传统文化的源头起点，这些在

提升国家文化认同感，提高社会公民道德素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在当前社会下，深厚的传统文化通过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得到普及与发挥。 

目前，三门峡地区的博物馆在发展定位上没有提升高度，在社

会文化教育功能的实现上仍有待提升，其核心源头在于对于博物馆

功能的发展定位挖掘上不够充分，陈旧单一的展示和功能应用，与

当下活跃的、信息化、分层式的社会精神需求不符，是博物馆的发

展定位与快速发展下社会文化的需求不匹配所形成的。 

（五）新媒体技术应用分散 

三门峡地区的博物馆展示中，部分博物馆在静态展示主体下，

局部设有少量新媒体技术应用，如虢国博物馆新设的展示放映厅、

个别展厅中设计的文物游戏体验机、成语故事体验机等。这类新媒

体技术以早期的多媒体音视频结合展示为主，局部增加了信息化技

术应用，在分布与规划上没有系统进行，零散无序的分散在不同展

厅中，部分设备因缺乏维护已经损坏，在技术形式上起到了到了对

传统静态展示的部分补充，但在功能发挥上依旧没有体现出现代城

市文化发展的互动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特点。（如图 1） 

  

图 1  虢国博物馆中的文物游戏体验机、成语故事体验机 

结语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是针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包含不同社会

层级、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知识需求的所有社会全

体，单一平面的静态展示无法同时满足多层次、多维度的知识需求。 

在三门峡经济发展转型成为旅游城市的过程中，丰厚的历史地

域文化内涵正在逐步挖掘整合成为文化软实力，作为担负人类历史

文明储藏、社会公众普及教育功能、民众文化休闲功能和的博物馆，

需要互联网技术时代下的数字新媒体所带来的的立体化、延续化和

时效性特征，有效地增强参观者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交流，弥补单

一空间中不足的的多维度展示，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中的主动

性展示与普及性，发挥价值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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