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随着第100万位游客走进位
于古都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该馆
也在开馆半年之际破百万纪录。那
么，这座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示商文明
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有何独特魅
力，又何以流量不止呢？记者就此进
行了揭秘。

今年 2月底，殷墟博物馆开馆迎
客。自开馆以来，该馆参观热度持续
升温，曾连续两个季度居中博热搜榜

“考古遗址博物馆前30榜单”榜首。
日前，殷墟博物馆百万游客活动在

该馆举行，第100万名游客董金海言语
中难掩兴奋道：“非常荣幸，希望全国
的游客朋友都来安阳感受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

半年内，殷墟博物馆吸客破百万纪
录，那么，殷墟商文明何以流量不止？

当日，记者走进殷墟博物馆一探究
竟。“‘妇好’铜鼎上的花纹好精致！”

“‘嵌绿松石骨蛙’是怎么雕刻出来
的？”“司母戊鼎和司母辛鼎有什么不
一样？”殷墟博物馆的展厅内，近4000
件商代文物令游客不时赞叹，同时也
引起了游客的好奇。

已在殷墟工作了8年的讲解员李
甜介绍，像这样人声鼎沸的场景每天
都在上演，馆内游客最多时一天曾达
两万人次，游客们都很渴望深入了解
商代文物的“前世今生”。

“‘文博热’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走进博物馆，他们眼里的好奇和
渴望让我在讲解时很有成就感。”李甜
介绍，随着馆内的数字化“黑科技”越
来越多，不仅拉近了文物与游客之间
的距离，沉浸式体验也让殷墟把文化

“流量”变为“留量”。
行走在沉浸式数字化展厅，人工智

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让文物、文献、
甲骨记载“活了起来”；裸眼3D技术让
跪坐玉人、“亚长”牛尊等20多件商代
文物“同台竞技”；9块LED显示屏“搭
台列阵”，听商王“武丁”讲述“大邑商”
的强盛与辉煌……在数字技术的加持
下，游客“穿越”3300年感受商王朝的
城市文明、礼乐文明、青铜文明、文字
文明以及手工业技术等。

“殷墟博物馆承载了殷墟遗址保
护、考古展示和商文明研究等重要功
能。馆内展出的青铜、甲骨、玉器、车
马等近4000件商代文物，全景式展示
了商代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手工
业、文字等方面的伟大成就，为殷墟考
古研究成果转化提供了重要平台。”安
阳市政府副市长常慧芹如是说。

1928年，随着中国第一代考古人
在安阳小屯村挥出第一锹，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
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被逐

渐揭开“真容”。在此出土的宫殿、王
陵、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确认殷墟
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将中国信
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

谈及殷墟博物馆缘何在半年间吸
引百万游客流量，河南省政协委员、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规划研究院院长张祥
宇受访时表示，殷墟考古实证了商代
文明的存在，揭示了商代社会的政治
结构、宗教信仰、经济生活、文化艺术
等信息，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的起源、
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揭示了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和发展
规律。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和独特魅
力，这无疑是吸引众多游客赴殷墟游
览的核心之所在。

在张祥宇看来，打造中华文化新地
标，其中的“新”即要突出引领“新潮
流”，正如殷墟此间创意解锁的“网友
造字”“一秒入戏”“见字如面”“带字面
条”等新玩法、新风尚，不但让中华文
化地标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融入了旅行生活中，也进一步激发了
旅游消费的新亮点和潜力。

为了让殷商文明流量不止，近年
来，河南省高度重视安阳殷商文化、汉
字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持续推动
甲骨文文创开发、数字应用、交流传播
等，致力于打造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
的中华文化新地标，以此揭示文明密
码、展示汉字魅力，吸引更多人到安阳
触摸历史，读懂中国。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
处副处长、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
局副局长王立国介绍，安阳市通过高
标准打造文旅产品，如殷墟考古文旅
小镇的建设和运营，以及中国文字博
物馆的全面建成开放，推动了文化旅
游的深度融合，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
重要窗口。同时，安阳依托深厚的文
化积淀，开发文创产品，如甲骨文饰
品、甲骨文广播体操等，让甲骨文等
文化遗产“活起来”，成为城市的文化
名片。 据中新网

“穿越”三千年的探寻，
殷墟商文明何以流量不止？

殷墟博物馆沉浸式数字化展厅

游客参观“司母辛鼎”

新华社长春8月28日电 “雾中的
风景，你一直在通向繁华的路程……”28
日晚，一首首悦耳动听、扣人心弦的歌曲
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唱响。当日，
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中
国电影人再次共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
电影盛事。

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
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24部参赛影片，
《飞驰人生2》《三大队》《河边的错误》《年
会不能停！》《我们一起摇太阳》《抓娃娃》
《志愿军：雄兵出击》《涉过愤怒的海》《第
二十条》《我本是高山》《第八个嫌疑人》
《我经过风暴》《雪豹》《金手指》和《默杀》
等15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
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
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
奖、最佳编剧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
于9月1日晚的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

礼上揭晓。
本届电影节期间，电影展映、电影论

坛、致敬“摇篮”、群众文化等活动将陆续
开展，并将重启“金鹿计划”，助力青年电
影人发展，将长春打造成集影视IP孵化、
影视作品版权交易、影视拍摄、影视人才
创业于一体的影视文化产业基地。

第十九届长春电影节开幕

新华社长春8月28日电 在电影
《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中，她是少女银
姬；在电影《临时工》中，她是男孩伊万；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她是老年露
丝；在电影《大鱼海棠》中，她是百岁老
人……

在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之际，记者采访了长影老电影人、配音
演员，今年86岁的潘淑兰。

“我们十几个人同台录音，只有一
个话筒，呼吸都同时进行，你的台词错
了，就会影响别人，所以大家都特别紧
张，所有演员都要把配音词练得滚瓜烂
熟，才能进录音棚。”潘淑兰说，当年，录

音磁片非常珍贵，她除了睡觉之外，走
路、做饭都在背诵、模仿、找感觉。

潘淑兰不仅为少女、老妇人等女性
角色配音，还为小男孩配音。在采访现
场，潘淑兰做了演示，如果不是亲眼所
见，很难想象那稚嫩的声音是从一位86
岁的老人嘴里发出的。

潘淑兰介绍，当年，为了寻找小男
孩的语言节奏、内心世界，她经常与小
男孩一起打闹、玩耍，看他们怎么说
话。“有的男孩语速快，有的语速慢，有
的沉稳厚重，有的欢快活泼，需要根据
剧本内容，做不同的调整。”潘淑兰说。

从长影退休之后，电影《泰坦尼克
号》正在寻找老年露丝的中文配音演
员，剧组意外发现了潘淑兰的声音，于
是立刻找她来试音，一试即成。

“我对这样的角色还是比较有信心
的，所以工作完成得相当顺利。”潘淑兰
介绍，这个经典角色，她只花了一个下
午就完成了。

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厂从1949
年的《普通一兵》开始，已经走过了75
年历史，相继译制了《罗马假日》《寅次
郎的故事》《马达加斯加》《神偷奶爸》
《头号玩家》等3000多部院线电影，它
们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代配音
演员用心用情，演绎了无数耳熟能详、
家喻户晓的经典译制片角色，成为一个
时代的永恒记忆。

潘淑兰：用声音演绎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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