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设你是某文化报的记者，请根据给定资料 4-5,以“文化共享惠民生”为题，写一篇短

评。（25 分）

要求：（1）紧扣主题，内容具体；（2）层次分明，语言流畅；（3）字数不超过 500 字。

4.“观众想细看养心殿的文物,不用再趴窗户了。”据媒体报道,从 2017 年 9 月 28 日到

2018 年 2 月,深藏于故官博物院养心殿的 268 件文物“移驾”首都博物馆,接受公众的检阅,

这也是养心殿文物首次“出宫”。大批珍贵文物走出故宫,不仅仅是博物馆系统内部的一次完

美合作,而且有着更为深广的意义。即文物不再一味地深“藏”不露,矜持内敛,而是正在以

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越来越亲民的路径,融入老百姓的生活。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一个一流的

博物馆并不在于藏品有多么丰富，而在于人们要有机会看到这个馆里大量珍贵的藏品，并将

博物馆文化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去，从中汲取有助于现实生活的灵感。

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王谢堂前燕，可谓比比皆是。如公众像“追剧”一样密切关注海

昏侯墓的考古挖掘。无论是展示时间，还是展览手段，均创下了纪录。这样的努力，既是一

种文化普及，也是一次全民性的价值提升。遗憾的是，从全国范围看，文物休眠的情形不在

少数。由于资金缺乏，在许多县级文保所，众多国宝级文物多年深藏在地库之中。有些文保

所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仓库都没有，大量宝贵的出土文物就随意堆放在地上，令人叹息。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高达 76 万处，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为 4295 处。这里面有多少文物常年深藏“冷宫”、不为人知？听任文物闲置，无疑是一种

极大的文化浪费。而国内不少地方，虽然也建起了宏伟富丽的博物馆，但由于理念的落后以

及过度保护的错误意识，能够展出来与公众见面的文物仍十分有限。文物就应该走出封闭状

态，接受公众的观赏，让民众共享。文化的传承、历史的重现、艺术的熏陶，往往在这种亲

炙一面中得以完成。一个人若有幸在众多传承有序、历史和文化价值极高的文物精品中获得

滋养，也一定是受用终生。

5.从 16 世纪开始，关于梁祝故里的争议就一直不断。在各地反映梁祝故事的戏曲和民

间文艺作品中，梁祝的故乡一直没有得到确定。据考证，梁祝故事的流传涉及多个城市。一

直以来，各地都言之凿凿，声称自己是正宗嫡派。相对于竞争故里的热闹，中国民俗保护开

发研究中心的陈教授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如今能原汁原味将梁祝传说从头至尾讲一个钟头的

人，只剩寥寥无几的几位老人了。“人们所熟悉的梁祝，只剩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概念。

它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实已到了濒危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危机，各地都认识到，

合作才能共赢，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经过多方协商，这些城市达成共识，共



同发布“梁祝传说”联合申遗倡议书，确立起“天下梁祝文化是一家”的理念。终于，“梁

祝传说”进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这些城市的共同协作下，对梁祝遗存的保护与抢救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抢救了一批梁

祝文化传承人的录音、录像；整理了一批梁祝传说、歌谣；收集了一批历代有关梁祝的记载

与相关文物、资料；保护了一批与梁祝传说有关的遗址遗迹；创作了一批关于梁祝的文艺作

品，出版了《梁祝文化大观》《梁祝文库》等专著。与此同时，共享“梁祝”品牌资源，也

给各遗存地注入了发展活力。依托梁祝文化资源，有的城市举办中国梁祝婚俗节、建设梁祝

文化园，有的打造梁祝文化小镇，以此带动婚纱摄影、婚庆、休闲旅游等文化产业发展，有

的对景区进行改造，恢复传统的观蝶节等。

2011 年，全国美术馆开始实行免费开放，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担心：面对国内美

术馆缺少固定陈列展览参差不齐的现状，观众愿不愿意走进去？即便走进去了，在公众审美

需求不断变化的今天，怎样吸引他们驻足？2012 年开始，文化部年年组织推出“全国美术

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除以国家重点美术馆为代表的一些大型综合类美术馆每年都推出

重磅展览之外，还有一些地市级甚至县级的基层美术馆也积极参与其中。参与的美术馆多了，

藏在深闺的作品露脸频繁了，公共教育与推广广的手段也丰富了。各美术馆打破自身馆藏资

源局限和束缚，加强合作，惠民措施层出不穷。像 D 省美术馆的“水印年华——省美术馆

馆藏版画作品精选”巡展至西部多个省，某著名画家私人艺术馆的“艺术回顾展”巡展至公

立美术馆，都吸引了大量观众；C 省美术馆将展出的所有馆藏精品用微信平台展现，方便观

众查阅、分享和收藏，吸引了 3500 余名观众参与。5 年来，“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

共推出展览 150 余个，展出藏品近 18000 件（套），观众总量约 800 万人次。一位知名学者

说，当一件件文物、一幅幅佳作走出高墙深闽，来到寻常百姓中间，虽然它的容颜依旧，它

的价值却早已跨越了市场定位，带给百姓的不仅仅是自豪，还有自信，让他们更加坚定地沿

着自己民族的道路走向未来。



【参考答案】

文化共享惠民生

养心殿文物走出故宫，“梁祝传说”联合申遗，全国美术馆免费开放等一系列文化共享

活动层出不穷。文物不再一味的深“藏”不露，矜持内敛，而是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越来

越亲民的路径，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在亲炙一面中，汲取有助于生活的灵感。文物和佳作走

出深闺来到百姓中，它的价值早已跨越了市场定位。文化共享带给百姓带来文化自信的同时，

会让他们更加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走向未来。

然而从全国范围看，文化共享的进程中仍然存在由于资金缺乏、理念落后、过度保护的

错误意识等原因；导致的文物闲置休眠，传统文化丧失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等现象。这无疑

是一种极大的文化浪费。

面临这些问题，文化就应该积极走出去，谋求合作、勇于创新，实现共赢。多主体共同

协作积极参与，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抢救；共享品牌资源，给各遗存地注入发展活力；依

托特色文化资源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创新公共教育与推广的手段；打破资源局限和束缚，加

强合作；推出惠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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