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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雨娇 成都日报锦
观新闻记者 陈方耀） 5 月 18 日，

“博物启智·学史力行”5·18 国际
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在广都博物馆
拉开帷幕，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活动为群众呈现一场精彩纷
呈的“文化大餐”。

作为双流首个公立综合性博
物馆，广都博物馆主要展示了石器
时代、古蜀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
时期、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元明清
至民国时期5个时代展馆，与其对
应时期的双流重点出土文物及文
化发展情况。馆藏文物近 3000
件，涵盖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
等7大类别。在馆内各个展区，不
少市民和学生正在参观，探索这座

藏在地下的历史宝藏。
广场上，以广都博物馆文物为

原型的文创展、双流考古发掘成果
展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与此同时，
以汉砖拓片、古籍修复等为主题的
公教活动也在同步举行，吸引300
多名学生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揭
开文物的神秘面纱，感受博物馆的
文化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天举行
的主题活动中，双流区与四川文
化产业职业学院就全区文化的传
承、教育、研究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学院师生设计的巴蜀特色文
创产品也首次进驻博物馆，助力
拓展博物馆文创消费空间，赋能
文化传承创新。

《井中之城》夺金
刘洋会是下一个“大刘”吗？

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年度长篇
小说金奖由华语科幻全新代代表作家，
第九、十、十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及首届
华语科幻电影原石奖得主刘洋的《井中
之城》夺得。

华语科幻星云奖创始人董仁威说，
“2018年，刘洋推出首部长篇科幻小说《火
星孤儿》，我们即予以充分关注。我参加了
南方科技大学召开的《火星孤儿》作品研讨
会，当时就认为，这是一部继承刘慈欣新古
典主义科幻小说风格的佳作。《井中之城》
延续了《火星孤儿》的风格，并在核心科幻
构思上有所深化，行文着墨更美，文学性更

甚。刘洋连出佳作，是刘慈欣之后很有潜
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青年作家。”

捧着奖杯，刘洋谈道，《井中之城》
与此前创作的作品世界观一致，这是
他一直以来致力于做的事——把所有
作品都串联起来，相互独立，却有着同
样世界观和内核。“我希望我正在写的
下一部作品，能给这个‘宇宙’画上圆
满的句号。”

记者注意到，获得长篇银奖的三部
科幻小说也是具有突破性创新的作品。
其中，有著名科幻作家严曦的《造神年
代》，有华语科幻更新代旗手之一江波的

《天帆》，有华语科幻新星作家分形橙子
的《地球众神:亡者归来》。值得一提的
是，严曦和分形橙子都是首次入围华语
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

科幻双甲子
“星云”闪耀“科幻之都”

1904年，笔名荒江钓叟的作者在《绣
像小说》发表了章回体小说《月球殖民地小
说》。迄今为止，多数学者认为1904年是
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科学小说）的元年。

“华语科幻星云奖”迎来第 15 个年
头。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多位科幻作
家、科幻迷、科学家、从业人士见证了这
一刻。而这一年，距离中国第一部科幻
小说的发表，刚好是 120 年。未能来到
现场的著名作家刘慈欣专门发来视频谈
道：“华语科幻星云奖创立以来，有上百
位科幻作家获奖，许多年轻的科幻文学
后起之秀由此走上了更加广阔的创作之

路，为中国科幻铺就了走向未来之路。”
在贯穿两个甲子的岁月中，中国科幻

犹如一颗新星，在文化的夜空中冉冉升
起。从最初的萌芽，到现在的枝繁叶茂。
120年来，科幻文化不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
上开枝散叶，更在“科幻之都”——成都结
出丰硕成果，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杂志

《科幻世界》诞生于此；国内最重要的科幻
大奖“银河奖”“星云奖”，也源自成都……

在上午举行的中国科幻120周年纪
念大会暨华语科幻星云奖十五周年庆典
上，知名科幻作家韩松感慨：“星云奖让
华语科幻群星灿烂，同时它也成了国际
交往的舞台，通过星云奖，世界更加了解
中国科幻、了解当代中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文/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茹懿）5月18日，四川省文物
局、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发布了2023
年度四川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2023年，全省在国家文物
局备案的博物馆（纪念馆）数量为
417座，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8540
余万人次，较2022年增长145%，文
创收入近2.37亿元，较2022年上涨
超150%。

2023 年，全省在国家文物局
备案的博物馆（纪念馆）数量为
417 座，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 12

座，国家二级博物馆19座，国家三
级博物馆 25 座。按性质分类统
计，共有文物系统国有博物馆270
家，占比64.7%；行业、高校博物馆
48 家，占比 11.5%；非国有博物馆
99家，占比23.7%。

2023年，全省博物馆接待的观
众数量为8540余万人次，是2022年
的2.5倍。接待人数排名前五的博
物馆分别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邓小平故居陈
列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和成
都博物馆。

在社交平台上，“愿为一座博物
馆奔赴一座城”成为热词。博物馆

“热”，也带火了研学游。5月16日，
来自北京研学团的孩子们身穿汉
服，漫步在草堂的小径上，凝视着古
朴的建筑，感受着历史的厚重。走
进博物馆中，伴随着讲师对杜甫生
平的娓娓道来，学生们沉浸在诗意
的世界里，有的举起手机留下一张
与诗圣的合影，有的则专心致志地
记录着“文物笔记”。

为规范研学游，成都多家博物馆
已经出台了规范馆内讲解、社教活动
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博物馆方面表
示，在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基础
上，将提升自身的科普社教活动水
平，以更好地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对于如何平衡参观秩序与开
放讲解服务，成都各博物馆已经展
开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在成都
博物馆，观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选
择自己的“文博旅伴”。除了每日
定时提供的现场免费人工讲解，也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获得免费多
种语言讲解服务，另外，馆内的“智
慧语音讲解”设备、高科技 VR 眼
镜也可以租赁使用。在四川博物
院，馆内不仅提供免费人工讲解服
务、微信公众号语音讲解，以及音
频、视频、VR 等多种讲解设备，周
末还有“小小讲解员”的特色暖心
服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
懿 王嘉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5 月 18 日，“全国博物馆（展
览）海外传播交流会”在成都举办。本
次交流会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瞭望东
方周刊指导，文物交流智库主办，成都
博物馆协会承办。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3年度全国
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

在“全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百强
榜单”中，故宫博物院名列第1，三星堆
博物馆紧随其后，位列第 2，上海博物
馆位列第3。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
都博物馆入选榜单，分别位居第 13 位
和第 29 位。据悉，该报告评估对象为
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开展的四批全国
博物馆定级评估中公布的 204 家一级

博物馆，数据监测周期为2023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

另外，“2023 年度全国博物馆（展
览）海外影响力”前二十强博物馆代表
在现场进行了精彩的主题分享。成都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以“搭建国
际‘朋友圈’助力古蜀文明‘扬帆出
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海外传播

的探索与实践”为题作了精彩演讲，她
以“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
明展”展览为例，进行深入阐述分析。

“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
展”展览展示了来自四川、重庆、云南、
贵州、广西5个省市自治区32家文博单
位的精品文物310件（套），展示了西南
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近百处，
其中不乏历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及近
年重大考古新发现，彰显了古蜀文明在
西南青铜文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和西南各地青铜文化的特色及文化交
流情况。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王茹懿） 5 月 18 日，2024 年

“5·18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
活动在四川广安举行。此次主会
场活动是川渝文物部门第三次联
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

活动现场，公布了 2023 年度
四川省“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十佳
文博海报”“十佳文博短视频”“优
秀文博科研成果”“数字文物创新
应用优秀案例”“文物IP授权优秀
案例”，以及 2023 年重庆市“优秀
展览项目”“文物活化利用优秀作
品”“文博研学实践优秀教育案例”

“中小博物馆提升优秀案例”“新媒
体传播优秀项目”“博物馆优秀讲
解员”。

川渝地区文博系统两个联盟
也在主会场活动中正式宣告成
立。其中，“川渝地区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联盟”以
川渝地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红色
资源保护传承为纽带，串联起川渝
两地16家相关主题红色博物馆纪
念馆和革命旧址管理机构，加强区
域协作，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川渝两地 22 家文博单位共
同发起成立的“川渝地区文物鉴定
与学术交流联盟”，将共同开展文
物鉴定和学术交流活动，努力提升
文物鉴定研究水平和公益服务能
力。主会场还举办了川渝地区文
物鉴定与学术交流联盟专题讲座
等配套活动。

5月18日，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
在郫都区成都科幻馆雨果厅举行，各大奖项悉数揭
晓，刘洋作品《井中之城》获长篇小说金奖；昼温作
品《失重的语言》获中篇小说金奖；程婧波作品《且
放白鹿》获短篇小说金奖；由陈阳翻译的匡灵秀作
品《巴别塔》获翻译作品金奖；杨潇《仰望星空：我亲
历的中国科幻》获非虚构作品金奖；路航获2021-
2023年度新星金奖。

据悉，华语科幻星云奖是由全球华人科幻志愿
者创立的公益性奖项，自2010年创立以来，先后在
成都、北京、太原、重庆、海南等地持续举办了14
届，成为全球华语科幻和中国科幻公认的权威性和
高级别的行业奖项，也成为观察华语科幻文学创作
和中国科幻产业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

本届华语星云奖由146名科幻界研究者、创作
者、从业者和爱好者等杰出代表组成的荐选委员会推
荐、初选与复选，最后经评审委员会终选，从424部候
选作品和候选人中，评出七大奖项的金银奖获得者。

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在蓉揭晓
《井中之城》《失重的语言》《且放白鹿》等作品获金奖

在成都
博物馆这所“大学校”如何作为？

□举办各类展览420多个□开展讲座、社教活动1500多场2023年

5月18日，是第48个国际
博物馆日。今年“5·18国际博
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致力
于教育和研究”。截至目前，成
都市已有各类博物馆 194 家，
2023年举办各类展览超过420
个，开展讲座、社教活动超过
1500场，掀起以博物馆为第二
课堂的学习热浪。一个博物馆
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如何
创新转化当下前沿的研究成果，
为大众提供更高品质的教育资
源？在成都，博物馆这所“大学
校”有哪些作为？

今年4月18日，金沙遗址博物馆启
动了“太阳神鸟我来拼”主题活动。在
一个月的时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与成都的中小学生、博物馆志愿者
等数百人共同参与，用33万粒“8×8毫
米”微型积木颗粒，拼装成占地面积超
过 85 平方米的“太阳神鸟”，这件作品
在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亮相。
据金沙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3000 岁的太阳神鸟通过与市民生活的
嫁接，不断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文博之
力。此次由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和
职业背景的观众共同协力完成的大型
积木“太阳神鸟”，更是让公众亲手参
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5·18 国
际博物馆日”当天，成都博物馆、成都武
侯祠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金沙遗
址博物馆、永陵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
馆，就有超70场精彩活动呈现。

作为历史缩影和文化宝库，博物馆
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收藏与展示
功能，创新的教育方式在博物馆悄然生
发。“我认为比起‘教育者’，博物馆更应
该成为一个探索的空间。博物馆应该
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日前，著
名考古学家齐东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博物馆有它的教育功能，但更重
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思考
学习的环境，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在
这里学习知识。”

5月16日，一堂有趣的物理课在成都
博物馆上演——课堂以“古音蓉韵”为主
题，以“五代伎乐俑”为讲述对象，从“声
音”入手，引导学生设计实验，以物理学原
理探究伎乐演奏的发声原理，并对学生仿
制的乐器进行调音。“今天课程给我留下
印象最深刻的是能和文物近距离接触，以
文物为对象来学习物理知识，这是从来没
有过的体验。”来自成都七中育才学校的
王豪明在接受采访时说。

今年“5·18”期间，成都博物馆精心
策划了系列馆校合作课程——与成都
七中育才学校推出“我的课堂在博物
馆”系列馆校合作课程，与成都市树德
实验中学联合打造“博物馆里的自然
课·来一场环球自然之旅”馆校合作课
程，与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民乐团携手推

出“锦城丝管乐纷纷”民乐快闪活动。
作为本次馆校综合实践课程的策划人，
成都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冉静坦言，

“教育一直是博物馆承担的重要社会职
能之一，而加强馆校合作无疑是实现这
一职能的有效途径。”

博物馆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服务
于学校教学？成都多家博物馆尝试“馆
校合作”的新路径。

杜甫草堂博物馆与成都中医药大学
合作共建“传统文化研习基地”、四川博
物院相继发起并推动成立了“四川省文
博教育联盟学校”等多个平台，并以此为
契机不断创新和探索“文教合作”的新
机制……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初中地理教
师黎芳认为，通过“馆校合作”的课程，学
生们开始学习如何在博物馆进行探索，
并学会如何整合博物馆的资料，“这种教
学模式对于提升学生对博物馆资料的认
知和利用能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积木“太阳神鸟”亮相
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

展厅里的大课堂
博物馆与学校“双向奔赴”

提升科教活动水平
营造多元化的社教研学氛围

“全国博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百强榜单”发布

成都两家博物馆入选20强

四川省2023年度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发布

去年全省博物馆
接待观众8540余万人次

体验汉砖拓片、古籍修复

这个博物馆端出“文化大餐”

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
川渝主会场活动在四川广安举行

“科幻双甲子，星云耀东方”。5 月 17 日-18 日，位于
郫都区的成都科幻馆，2024少儿科幻大会、第十五届华语
科幻星云奖庆典相继举行，两天时间，7 个活动，230 余名
国内知名科幻作家与 2000 余名幻迷欢聚成都科幻馆，共
襄盛典。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诞生于2010年，15年来，在刘慈
欣、韩松、王晋康、何夕等发起人的带领下，逐渐成为与英
语星云奖、日语星云奖并肩的国际性大奖，成功塑造了中
国科幻“四大天王”，发掘了一大批更新代和新生代科幻
作家。

“华语科幻星云奖落户郫都，是继世界科幻大会后的
又一次科幻盛典，为郫都区打造顶级科幻奖项矩阵奠定了
坚实基础，必将进一步推动郫都科幻产业蓬勃发展。”郫都
区相关负责人说，作为2023世界科幻大会举办地，郫都区
从未停止对浩瀚星空的仰望与探索。从“望帝啼鹃”讲述
古蜀神话故事，到2000年前西汉辞赋家扬雄在这里追问宇
宙的起源，再到今天，郫都对于想象力的探索，已经从文学
领域延伸至科技领域。

据介绍，作为全市科幻产业发展新格局中的“一核”，
郫都区坚持科幻、科技、科普融合发展，确立了“双引擎、四
基地”发展目标，制定了“1+3”政策扶持体系，继2023年成
功举办世界科幻大会和科幻中心产业大会后，搭建了囊括
天问科幻文学奖、华语科幻星云奖、未来科幻大师奖等权
威科幻奖项的活动矩阵，成都科幻中心正加速成势。

成都市郫都区高度重视科幻产业发展。在第 81 届
世界科幻大会圆满举办后，迅速重新布局成都科幻馆内
的业态，明确以“科幻+科普+文旅”融合理念，将成都科
幻馆打造成集科幻场景体验、前沿科技展示和科幻文化
传播等功能于一体的主题场馆，已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面
向公众免费开放，累计接待市民 24 万余名、各类参访团
队100余批次。

此外，成都市郫都区引进赛凡文化、时光幻象、八光分
等传统科幻头部企业；聚焦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未来
产业，引进腾讯数字文创产业园、华为数字机器人等泛科
幻项目30余个；聚焦科幻影视，引进、拍摄《超新星纪元》等
影视剧17部，成立西部国际影视产权交易中心，首批挂牌
院线电影、电视剧超100部。2023年以来，累计培育泛科幻
类企业50家，产业规模近40亿元。

借着世界科幻大会的东风，郫都区正抢滩新赛道，
大力发展科幻经济、壮大科幻产业，持续擦亮成都“科幻
之都”名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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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播报

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活动现场

33万粒微型积木颗粒拼装成的“太阳神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