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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3《文化十分》丨 万捷委员

破解人才与资金不足 
推动文博业高质量发展

受疫情的影响，今年很多文博场馆都推出了“云游博物馆”

的线上展览、展示，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

近年来一直在关注推动数字化技术，如何助力文博机构的公益

性、文化事业发展的课题。今年两会他带来的提案是数字 + 文

创 科技助力文博公共文化事业发展，5 月 28 日 12:06 CCTV3《文

化十分》首播，我们来听一听这一年间他的履职故事。

受疫情的影响，各地文博机构都踊跃推出了“云游博物馆”

活动，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西安博物

院推出了“聆听历史 在房间中旅行 约会博物馆”等系列线上展

览。

两会前，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对西安

博物院进行了调研，并重点了解数字化建设方面的进展。

万捷委员：“通过这个的疫情，余院长和文博（行业）的

同志认为数字化的这种需求，更强烈和迫切了”。

西安博物院院长余红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转变，

在工作方式上，我们从线下转到线上的一种转变”。

去年两会，万捷的两会提案呼吁解决文博机构在数字化经

费方面存在的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一年来，在相关部门

和承办单位的推动下，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

万捷委员：“通过一年的时间，国家文物局有详细的，关于

怎样扶持各类的博物馆进行数字化的进程，包括资金、人才，怎

样借助社会力量的合作，还有技术方面的标准，都有非常大的进

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化的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数字

化后面还有很多管理、开发、利用、传播、应用这些工作，都是

数字化的范畴之内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年的时间看到，这个进

展是非常喜人的”。

在调研中，万捷发现各地的文博机构都在推动数字化建设，

但是受经济条件和专业人才不足等因素制约，许多地方博物馆仍

然心有而力不足。

西安博物院院长余红健：“我们院内的分工良好，各方面的

工作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么未来呢，一定要进行常规性的网上的

展示，在技术、资金、人才等各方面，我们还是严重不足的，还

是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才能实现我们的线上相关展览。”

万捷委员：“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人才呐，人才来说（目前）

文 / 记者 李雪荣 陈瑶书 李力

ZB20080277-p1-76-bs.indd   20 2020/8/20   上午10:29



外 

界 

看 

雅 

昌

21

此由雅昌文化集团和其他几位企业家共同参与发起的、北京故宫

文物保护基金会就成为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板，多年来该基金会在

故宫的文物保护、古建修复、故宫文化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等方

面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万捷委员：“文物单位本身就是一个公共机构，虽然很多都

是事业单位，但他还是个公共机构，这是永远不够钱，所以他也

通过基金会的方式，让不同的专家进来的，包括企业家进来，然

后一个是从思想方面怎么样帮助博物馆进行运营、管理、人才培

养，同时也能够募集资金，来做博物馆想做的事，解决博物馆的

资金、人才、管理这些不足，我觉得未来可能基金会的制度，我

们国家越来越提倡这种的社会参与。”

而对于文博机构缺人才，高校毕业生又找不到工作这样的矛

盾，万捷认为院校要扩大、细分好相关专业，加强院校合作，使

其学有所用；另外还要树立多元立体型人才的观念。

万捷委员：“可能学生动手能力本身就弱，条件也弱，但是

文物又不能让你轻易动手，所以这个是个矛盾，我想这个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让更多的的学生在严格的规定下进行实习、培训，

也是一种他们快速上岗的方式。怎么样去科学的管理博物馆的额

运营，因为现在很多博物馆，比如说王旭东院长 - 故宫博物院新

院长，他是学理工科的，单霁翔院长也是学理工科的，“理工男”

去搞文物博物馆的管理，我们看到更多的管理人才进入博物馆，

这是我们博物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专项经费不足，专业人才缺乏，让文博数字化应用受到了限

制。一年的履职调研万捷找到了破解的思路，希望更多的文博机

构能够受到启发，通过线上线下的多元化展陈方式，提升人们的

文明文化修养，普惠大众传承文脉。

院内的只有一个人，未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决人才问题和资金

的问题。”

西安博物院院长余红健：“我想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团队，

来进行有效的保护管理研究，然后再进行数字化保护等等。”

既是一个调研者，也是一个实践者。多年来，作为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雅昌文化集团的带头人万捷和他的团队，一直致

力于应用数字化采集与艺术品的数据，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艺术

品数据库。

复制、存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数据，并实时更新这些

数据资料，目前这些艺术数据已经服务覆盖全球 600 多家拍卖公

司，200 多家美术馆和上千家艺术机构。

这件明代沈周《水村图卷》是万捷带领团队，应用数字化采

集应用数据，为西安博物院创作的一件高仿真复制品。

万捷委员：“这个复制品可以让专家进行欣赏研究，同时也

可以对普通的观众进行展示，所以现在这种方式来说呢，这个复

制方式实际上是数字化的一种应用，同时它也可以做成电子化的。”

万捷说，对文物艺术品做成的数字化采集，不仅可以先上展

示、制作文创产品，同时也为文物艺术品的修复起到一个基因库

的作用。比如 2018 年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由于没有完备的数据

化存储，导致后来全球征集照片、图片来帮助他们修复文物，还

原博物馆数据；而 2019 年的巴黎圣母院大火后的处理情况就好

的多。

万捷委员：“巴黎圣母院是有一定的数字化积累的，所以它

文物有损伤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就有依据了，所以数字化保护

是一个基础工作。他对未来文物第一是保护，第二是开发利用，

还有就是传承，包括艺术教育、学术交流都有非常大的利益。”

而近年来万捷带领团队已经完成了国家博物馆、西藏布达拉

宫、永乐宫壁画、北京画院以及安徽博物院等艺术机构的数据采

集工作。

万捷委员：“那数字化只是一个手段，你还要存储，还有应

用，这些东西还是要有不同的这个制度来出来。现在我们跟故宫、

国家文物局，包括故宫博物院一起来研究，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的这些标准，所以这次在采集的过程中怎么建立标准，

怎么使工作人员能够按照标准来进行严格培训，同时有这个资质

上岗，这样对文物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万捷说科技手段的介入，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为大

众服务。而困扰各文博机构的资金压力、人才问题仍然存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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