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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人类建立在满足生存必需之上的一项精神追求，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无障碍环境建设起

步，到 2023 年起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残疾人的旅游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曾经被

视为“文物仓库”的博物馆，如今化为一个个旅游打卡地，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座博物馆奔赴

一个城市，残疾人也参与其中。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一周年之际，记者探访多地多家

博物馆的无障碍建设情况，为读者介绍博物馆的无障碍硬件改造和讲解服务。图为广州正佳自

然科学博物馆中，讲解员为盲人安妮讲解馆藏剑射鱼化石，同时安妮也在专业培训后成为馆内

的视障导览员，通过讲解和引导触摸的方式帮助视障残疾人了解自然知识，帮助残疾人有机会

走进博物馆，体验文化的魅力。

社
会
效
果

本幅新闻摄影作品经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三月风》杂志 2024 年第 10 期“专题”栏目刊发后，

引起热爱旅游残疾人群分广泛讨论和相关博物馆的转发，博物馆成为他们新的旅游目标地。博

物馆的无障碍尝试以满足“有碍者”的需求为目标，鼓励了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走进博物馆，

走向远方。文章和图片为更多想要做无障碍尝试的博物馆提供方向和样本，为残疾人提供更贴

心的无障碍服务，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和正向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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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聚焦博物馆的非视觉导览服务，为残疾人参观博物馆提供了新的路径，画面自然生动，表

现力强，视角独特、原创性强，体现出残健融合的和谐之美，易引发共鸣，兼具良好的教育价

值，增加大众对博物馆无障碍改造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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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2023 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开展非视觉导览服务，引导视障和明眼观众共同参观体

验，馆藏的剑射鱼化石是令视障和明眼观众都印象深刻的展品之一。讲解员正在为盲人安妮

讲解馆藏剑射鱼化石，安妮也在专业培训后成为馆内的视障导览员，通过讲解和引导触摸的

方式帮助视障残疾人了解自然知识，帮助残疾人有机会走进博物馆，体验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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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探古今
文 摄影｜本刊记者  刘柳

亲手触摸千年之前的古建筑、用 VR 眼镜观看个性化

的手语导览、闻到各种古书中出现的香薰……从庄严肃穆

到亲切可爱，从冷清空旷到人头攒动，曾经被视为“文物

仓库”的博物馆，如今化为一个个旅游打卡地，越来越多

的人为了一座博物馆奔赴一个城市，在他们眼中，每一件

文物都在发光。

作为“文化遗产”与其“继承者”相遇的场所，博物

馆有必要客观地满足不同层面的可达性。博物馆进行各类

无障碍改造的尝试，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观众提供一个治

愈的场所，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为了达到空间区

域的可及，知识内容的可感和信息文化的共情，在创新无

专题 FEATURE

障碍的展览方式和互动体验中，历史文化以更加生动、有

趣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观众在这里凝望过去的华彩，感受

文化的滋养，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古今交流。

逛一座馆，满一颗心

2008 年，国有博物馆陆续实行了免费开放政策，被视

为助推博物馆升温的初始动力，当时，全国的各类博物馆

总数只有 2970 家。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23

年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到 6833 家。《“十四五”旅游业发

展规划》在拓展旅游消费领域部分提到，“推动传统商业

2023 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开展非视觉导览服务，引导视障和明眼观众共同参观体验，馆藏的剑射鱼化石是令视障和明眼观众都印象深刻的展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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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转型升级为文体商旅综合体，打造新型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支持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

非遗馆、书店等文化场所增强旅游休闲功能”。回顾 2023

年文旅市场，“博物馆热”不断升温是一个显著特点，

2023 年国庆假期，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总量达 6600 万人

次。

博物馆通过收集历史中的“碎片”，帮助人们突破此

时此地的限制，用文物连接过去与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

将博物馆作为旅行中的重要一站，残疾人也不例外。

走进“莫高窟第 45 窟”，宝相庄严的佛陀造像端坐中

央，两侧的造像亦各有慈悲、威严之态，同处一室的还有“中

国五大石窟”等代表性龛像。这些塑像是策展团队运用 3D

高保真数字测量与重建技术，在国家博物馆为石窟艺术遗

产制作的等比例复制品。生活在北京的轮椅使用者晓梓也

想前往参观，在网上搜索了相关信息，一个名为“奇途无

障碍”的公众号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在推文中找到了关于

国家博物馆无障碍参观的测评，内容详尽，她根据其中的

要点进行预约，顺利参观。

关注残疾人旅游的“奇途无障碍”创始人纪寻也是一

名轮椅使用者。2023 年开始，她和团队伙伴围绕“无障碍

博物馆”开启了一系列测评和访谈，用亲身体验制作各地

博物馆的无障碍参观攻略。奇途的团队走访了包括北京、

西安、南京、武汉、成都、上海等地的 30 多家博物馆，集

中呈现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 9

所博物馆的完整无障碍参观指南——指南对抵达、离开博

物馆的交通路线，博物馆内无障碍参观路线，馆藏内容参

观体验、无障碍讲解设施乃至各个博物馆的无障碍政策与

服务进行了详细介绍。“希望有我们这份指南在手，残疾

人能真正实现博物馆出行目标。”

不同的博物馆在无障碍方面的尝试各有侧重，比如河

南省博物馆针对不方便预约的老人、行动不便的群众开设

便捷通道，现场凭证件即可换取门票；广东省博物馆则拥

有 450 人左右强大的志愿者团队，对于独立预约来访的视

障观众会提前配对相应的志愿者，在约定时间到地铁或者

公交站台接站，带领其顺利抵达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推出无障碍互动体验展，通过

展出等比缩小的文物复刻品，设置由盲文、中文和二维码

语音讲解组成的展品说明牌，让视障人士以触觉、听觉等

感知方式探索文物背后的故事。

对于残疾人而言，无障碍建设就像一个网格，一个点一

个点衔接上了才能最终抵达目的地。虽然现阶段很多博物馆

的无障碍改造暂时限制在博物馆本身，“残疾人如何抵达博

物馆”仍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议题，但纪寻依旧肯

定“无障碍博物馆”作为一个媒体项目的价值：“一方面要

面向公众展示残疾人实际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承担了责

任，建立残疾伙伴出行的信心。告诉他们，即便你会遇到很

多挑战，你也是可以出行的。如果去国家博物馆是你的梦想，

我就用我的经历告诉你，它可以实现。”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者王思渝看来，博物馆所呈现出的升温状态是必然。

越来越多的游客将博物馆作为旅行中的重要一站，残疾人也不例外。（图 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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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体参观，博物馆的无障碍也延伸到了线上，内

容丰富的线上展览进一步拓宽了博物馆提升影响力的渠道。

短视频平台抖音发布的《2023 博物馆数据报告》显示，

2023 年，抖音平台上博物馆相关视频播放总量为 513.4 亿

次，观看 8.2 亿人次，总时长达 2319 小时。

敦煌研究院开发的“数字藏经洞”小程序不仅可以让

公众近距离观赏石窟里的佛像、壁画，还可以扮演角色穿

越千年时光，探秘“藏经洞”的前世今生。3D 打印、全息

投影等技术手段的尝试不仅让文物得以永久保存，更突破

了公众观赏文物的时间和地域限制，虽然不如亲临现场那

么令人振奋，但足不出户便能大饱眼福也满足了一部分无

法出行的参观者。

让人“看得见”也让人“听得懂”

2020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

多元和包容”。立足于创新博物馆无障碍策划所应该考虑

到的复杂多元的场景，博物馆的价值在于观众与文物的互

相理解和交流，为了不辜负参观者的到来，博物馆有必要

使其内容易于理解，打动人心。

2023 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开展非视觉导览服

务，并由受过专业培训的视障人士担任导览员，引导视障

和明眼观众共同参观体验。先天性白内障导致青光眼，已

经失去大部分视力的安妮就是三位视障导览员中的其中一

个。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具梅杜莎角龙的

化石。梅杜莎角龙是一种大型角龙，因为头顶长着类似希

腊神话中梅杜莎蛇发的结构而得名。到目前为止，只有三

具梅杜莎角龙化石被人类发现，其中最完整的一具就在正

佳自然科学博物馆。视障导览员和馆内的讲解员一起规划

视障观众游览的动线，将展品从地球生物的形成、化石的

形成顺序展出，增加感受地壳震动的环节，展出部分真正

的恐龙化石供观众触摸，以此来引出这具最值得了解的梅

杜莎角龙化石。

“大家肩并肩地站到一起，从我开始，拍拍旁边的人

肩膀并报数。”安妮引导大家来到一具剑射鱼化石展柜面前，

数完最后一个后，安妮会在辅助讲解员的帮助下揭晓，“眼

前的这具剑射鱼化石接近两米，宽度相当于咱们这么多人

肩膀宽度的总和。”这种通过报数来“量”古生物化石体

长的方式，不仅巧妙地调动了观众的身体想象力，还让他

们在无法直接触摸展品的情况下，也能深切感受到展陈化

石的巨大尺寸和震撼力，远比仅仅告知他们数据来得亲切

易懂。前来参观的视障和儿童观众对触摸化石和更加个性

化的解说词非常喜欢，常在展后的交流环节对安妮表示感

谢。

已经在广东省博物馆做了 10 年志愿讲解员的陈晶也感

受到了为视障群体进行讲解和为明眼观众进行讲解的不同。

自 2024 年，粤博增设每月一次为视障人士进行口述影像式

的导览开始，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接受了来自公益视障助

残组织的专业培训。口述影像对于视障人士起到一个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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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到”的作用，讲解时

主要向其描述目光所及客观存

在的部分，比如方位、质地、

大小、图案等来弥补他们视线

的缺失。一开始陈晶也对讲解

词有所疑问，“视障人士到底

能不能对我所提到的颜色有所

感知？老师告诉我，不管是先

天还是后天视障的人其实都能

有所想象。所以我们尽量使用

贴近生活，他们更好理解的语

言来形容。比如天青色的瓷器，在解说词中我们会解释为

阴天时加上点灰蒙蒙的天空的颜色。一些数据也会被替换

为更易理解的表达，比如 60 厘米高的观音像，我告诉他们

就和您手中盲杖的一半差不多高。”

同样期待文字介绍之外更多信息的还有听障群体。故

宫博物院、湖南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都将手语导览视

频纳入二维码，与展品同步展出。自 2016 年就从事手语老

师工作的猫猫参与过多个博物馆的手语导览视频制作。为

了制作南越王宫（墓）博物馆的手语导览视频，猫猫和广

州无障碍手语服务中心的同事们组成包括聋人手语指导，

研学学员、手语翻译在内的手语研学组，先后八次到南越

王宫（墓）博物馆进行研学活动，由馆方专业的讲解员带

领进行主要文物的讲解，即时对研学组提出的疑问进行解

答，理解文物的故事由来之后再进行手语版解说词的编写

和视频拍摄。

起初，猫猫也是简单地用手语翻译写好的解说词，但

在实际导览过程中，她发现很多聋人观众对她的提问她也

答不上来，比如南越王墓遗址中的出水闸口是在地下还是

地上阻挡垃圾？文字版的解说词只有简单的“出水闸口”

四个字，可观众想知道的却远不止于此，“我本来也不喜

欢历史，但是为了解答他们的问题，研学的时候我会预设

观众想知道的内容来问讲解员，有一些讲解员也不确定的

内容我们就自己查阅资料后与讲解员进行讨论。”

用手语表述来自古代的器物要以聋人观众能理解为标

准。每次在博物馆内的研学结束，猫猫和研学组同事们都

要一起研究文物的手语表达方

式，邀请聋人观众共同参与讨

论，投票表决出大家都能理解

的一个。就像各地的方言有所

不同，和通用手语有所区别，

却是在博物馆场域内最合适的

表达，“比如‘错金铭文虎节’，

如果只按字面意思翻译，会有

很多聋人观众以为是不是‘错

误镀金’，我们翻译时要把内

涵的意思表达出来——错金是

一种工艺，先将金属打磨出凹槽，再在上面用金饰填补，

使其表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纹理和图案。”

有些声音认为听障群体在游览博物馆方面并不需要馆

方多费这么多工夫——眼睛可以看到展品和解说词。但身

为一名聋人，猫猫明白手语导览的重要性，“手语的语序

和表达方式和书面语有些不同，更别说难懂的文物解说词

了，很大一部分聋人更习惯于手语表达。我们希望自己做

的事情能让更多聋人愿意走进博物馆。”

猫猫、陈晶和纪寻这样的无障碍工作者深知无法为每

一位“有碍者”铺设一条从家通往博物馆的平坦道路，但

他们没有放弃，而是从关注他们的文化需求开始，从让他

们在博物馆里“看得见”“听得懂”开始。

在博物馆里看远方

“无障碍”一词容易使人联想到残疾人。人们常常将

无障碍设计误解为“为生理缺陷人群而设计”，事实上无

障碍指的是所有人的可及状态，包括安全、舒适、质量等

维度。博物馆无障碍设计不仅是为生理缺陷人群创建相应

的设施条件，而且强调在感知上能与文物、文化产生共情。

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内展陈着不同朝代的石刻作品，

不同于其他博物馆，这里的展品没有玻璃罩子的“保护”。

馆长吴强华不把博物馆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说教角色，

而是想扎根藏品本身的诠释，将展品与观众放在一个平等

的位置上，鼓励两者间的双向表达，“不管是残疾人还是

专题FEATURE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开始施行，越来越多的博物

馆人和无障碍工作者致力于帮

助更多残疾人有机会走进博物

馆，并最终走向一个更加开阔

和包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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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人都会愿意伸出手进行触摸，感受文化的厚重，而博

物馆的作用则是把厚重的中国文化变得轻盈。”

第一次来到金石艺术博物馆时，盲人小希就被其中一

幅石刻画展品吸引了注意力。那是一副刻在石头上的竹叶

“字画”，叶子随风而动，叶片的形状组成一句诗“莫嫌

孤叶淡，终久不凋零”，“我听着导览员的引导在字画上

摸到一个明显的‘不’字。我想不只是盲人，所有人都能

在这触摸中获得和历史的对话。它历由千年，在这一刻停

在这里，停在我们指尖。这种震撼是我坐在家里听手机上

的语音介绍不可能产生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地上有一个巨大的无障碍通道的标

识，它给人一种非常“直面”的感受，每个人都会注意到。

“奇途无障碍”在“一张图故事”里写道：当这样一个标

专题 FEATURE

识出现在博物馆，被小朋友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从小

就会意识到，一个场馆里有残疾人和无障碍设施，是再稀

松平常不过的事。而博物馆外，有一个更加需要无障碍的

世界。当从博物馆出发的无障碍尝试以满足“有碍者”的

需求为目标，就会有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进博物馆，

走向远方。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开始施行，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人和无障碍工作者致

力于帮助更多残疾人有机会走进博物馆，体验文化的魅力，

并最终走向一个更加开阔和包容的世界。就像纪寻在推文

里写给国家博物馆的推荐语——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要来的

地方。看看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文物吧，即便前路有再多困难，

它都值得。■

梅杜莎角龙是一种大型角龙，因为头顶长着类似希腊神话中梅杜莎蛇发的结构而得名。除了梅杜莎角龙化石，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内还有一只还原仿生体，

虽然只有本体二分之一的大小，但因其柔软、真实的触感深受视障人士和儿童观众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