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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奇妙之“变”
OLED 透明显示屏让文物从历史走向现实

来源：2022 年 8 月 6 日 财经资讯网

8 月 5 日，以“数字展赋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的中国文博发展创新峰会——2022 数字展示论坛，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举行。据了解，此次峰会是 2022 数字展示论坛的

首场活动，除了在北京举行之外，未来该论坛还将在郑州、

广汉、广州等其他城市举办，全面展示以透明 OLED 为代表

的新一代显示产品，为文博产业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中国文博发展创新峰会汇集了文博展示行业上下游 40

余位重量级嘉宾，共同围绕数字展示发展趋势、博物馆与元

宇宙、博物馆数字虚拟人开发路径追踪、数字影像收藏展示

逻辑再构、数字展示推荐博物馆本真创造力探究、数字文博

与商显融合创新和数字展示合理性使用研讨等七大议题进

行探讨。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区块链

工作营负责人张昊，结合时下热点，分别从文博与元宇宙、

虚拟人的应用场景及现状角度，探讨了未来文博行业与数字

技术的结合。

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祁庆国从“数字展示推进博物

馆本真创造力”的方面进行了深度探究。他认为，博物馆的



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

是博物馆展陈的重点。好的数字展示能做到“动手、动脑、

动心”，促使观众自己发现并感受知识、理解价值。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表示，数字影像进入博物馆

正在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变革事件。这将带来博物馆

藏品分类、编码等一整套知识体系以及展示、传播等业务操

作的系统性变化，并由此促发博物馆内涵甚至博物馆定义的

嬗变。

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徐大珍介绍了针对青少年观众打造

的数字体验展案例。据了解，安徽博物院深度挖掘安徽地域

文化，打造 IP 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综合应用了投影、

全息漫游、体感互动、虚拟现实、透明影像的数字展览和系

统集成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此外，LG Display 中国区营销副总裁卢滢元在会上发表

《“透”见数字文博未来》主题演讲，他表示，每一座博物

馆都是一本百科全书。以前，游客参观博物馆以观看为主。

如今，DoT(Display of Things)时代来临，智慧物联赋能文

化产品，“博物馆+新显示科技”让文物“活”起来，通过

透明 OLED 显示屏的显示、触摸交互和 AR 联动等功能，能够

向观众直观展示文物背后的故事。未来，LG Display 还将整

合硬件和内容软件公司，为文博产业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可以肯定的是，构建以观众体验为核心的文物数字宇宙，



将成为未来文博产业趋势。

“博物馆+透明 OLED”让文物“活”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坛开始前，与会嘉宾还专门参观了

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中运用的透明 OLED 显示屏。6 块透明

OLED 屏幕组成的交互显示屏，不仅能让观众看到文物的动态

展示和历史文化注释，更能跟随橱窗的智能互动、触控等功

能，看到考古遗址影像，以及考古过程等画面。

本次论坛现场还单独展示了一款 55英寸的透明 OLED显

示产品。该产品可在触碰后激活，在显示文物相关信息的情

况下也能像玻璃橱窗一样，看到展台内的真实文物藏品。最

有意思的是，这款透明 OLED 显示屏在触碰时，还能同步旋

转文物画面，给观众提供多角度观看体验。

除了现场展示的屏幕，透明 OLED 还专门为文博行业开

发了更丰富的文物展示解决方案。如一体式 Showcase，前方



透明，展示考古挖掘现场样貌，和文物相关信息;后方 OLED，

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演绎枫叶、阳光等美丽多彩的景色。

其他诸如一体式立体箱柜、分体式 Horizontal Prizm、滑轨

屏透明 OLED 产品同样各具特色。

据工作人员介绍，透明 OLED 显示屏已实现 40%超高透明

度，兼具卓越画质，为文博展示提供全新的价值。首先，透

明 OLED 显示屏打破了空间的界限，保证了空间的连续性，

能够与装修完美融为一体。同时又重新定义了空间，打造新

视觉空间。透明显示的特性还实现了信息与空间的融合。因

此，透明 OLED 显示屏是博物馆绝佳的展示途径，能与周围

的环境实现融合，打造极具创意的展示效果，提升隐形价值。

此外，透明 OLED 还能够实现更高的色彩对比度，并在形态

上确保足够轻薄和无限延展，保证了高可塑性，可以适应不

同的展示环境，出现在各种复杂多样的“历史场景”中。



值得一提的是，透明 OLED 所展示出的强大交互性，非

常受到青少年群体青睐。一方面青少年热衷于黑科技带来便

捷、趣味性;另一方面，透明 OLED 的沉浸式体验也满足了他

们的探索欲望。

透明 OLED 显示屏打造的全新的考古成果数字化体验，

让各色文化遗产变得鲜活而富有吸引力，昭示了未来博物馆

展陈新方式，全面释放“博物馆的力量”。

透明 OLED 助力文博行业展示强大的文化自信

博物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平台，

担负着弘扬中国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在国家数

字化战略的浪潮下，博物馆的数字化势在必行。而随着透明

OLED 显示屏、数字化技术和元宇宙等当下火热的概念不断加

入，打造出沉浸式的多媒体互动和场景体验，强化了文物与

观众之间的互动体验，让观众得以突破时空限制，穿越千年



历史，在鲜活的历史场景中行走、触摸和体验，与所有道具、

文物形成了交互，最终实现成功出圈。

文化是博物馆力量的根基，数字化是博物馆获取力量的

重要渠道，也是发挥力量的重要途径。OLED 透明屏跨越虚拟

与现实的界限，提供更加精细全面的知识解读，向人们讲述

历史故事，让古代藏品获得重生，促进展馆互动数字化体验。

“透”见数字文博未来，透明 OLED 显示屏将成为过去

与现在、虚拟与现实的强纽带。



“剧本杀+文旅”的牵手
昙花一现还是未来可期？

来源：2022 年 8 月 12 日 工人日报 周怿

换上古装，拿到剧本，烧脑推凶，在风景名胜、古风小

镇中体验另一种人生。近来，北京、成都、武汉、洛阳等地

相继推出与景区、小镇实际场景结合的沉浸式剧本杀项目。

有业内人士表示，将剧本杀融入文旅产品中，能在一定

程度上突破传统旅游观光的局限，让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当

地人文风情，加深对当地美景、美食等的印象，让游客出游

体验更加丰富。

剧本杀牵手文旅

成都市青城山脚下的一家实景探案馆主推“乡村民宿+

剧本杀”。据该馆负责人介绍，其推出的首个剧本《杏》以

宋代为背景设计，改造了一家位于青城后山竹海占地 1000

平方米的山庄型酒店。游玩时长两天一夜，三餐一宿都在山

庄中，价格为 688 元一位，搭配青城山一日游。

锦绣中华是深圳旅游招牌景区之一，其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随着游客对旅游文化深度要求的提升，锦绣中华“一

步迈进历史，一天游遍中华”的玩法渐冷。深圳“顶级玩家”

团队利用原有中华民俗村的场景设计了占地 5000 平方米的

“锦绣中华古风小镇”剧本杀，定价为 598 元一位。“从未

想过年轻人会蜂拥而入传统景区，让深圳锦绣中华翻红，成

为深圳新的网红打卡地。”



去年，全国首款以城市人文为题材的沉浸式实景剧本杀

《十二市》在成都宽窄巷子上线。其中，巴蜀商业经济发展

以来百家争鸣的手艺匠作被归类“十二门派”，NPC(非玩家

角色)都是专业演员，与玩家深入互动，满足不同属性玩家

在同一时段中任意选择解谜线、拜师线等情节走向。

该剧本杀创始人陈柯表示，剧情设置的初衷是让大众关

注民俗、谈论民俗、了解民俗，这样才能将民俗传承下去。

“打造属于自己的剧本”

有业内人士指出，“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旅游方式，

已不适合年轻游客。让年轻人流连忘返的景区，不仅要有厚

重的历史文化，还要配备完善、参与感强、挑战性高的娱乐

项目。

“大面积的实景户外场地、完整丰富的文化元素，是剧

本杀行业发展的新空间。景区充分利用实景场地以及传统文

化特色，打造属于自己的剧本，将是未来发展趋势。”该业

内人士说。

成都的 90 后李若威回忆起在崇川市街子古镇玩过的小

镇剧本杀，仍觉得意犹未尽。“小镇中的真实空间被游戏指

代为剧中人物生活空间和剧情发生场景，我带着强烈的探索

动机去感知，剧本中抽象的描写逐渐具象清晰，人物和情节

在景致的依托下逐渐立体，令我对小镇实现知性理解。”

据了解，崇州市的大部分房屋仍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格，

古镇内的味江景区，已被成都的九门文化打造成了占地 4 万

平方米的武侠小镇，镇内有客栈山庄，也有酒坊、镖局、茶



铺、衙门等。玩家沉浸在游戏中扮演“侠士”，按照剧情完

成门派任务或是接受古镇居民的委托，换取游戏装备。在小

镇的两天一夜沉浸之旅，还可以品尝到当地特色铜锅腊排骨

等美食，费用为 898 元一位。

高度消耗内容的生意不太好做

山东一家景区剧本杀店老板刘亭敬坦言，虽然不少景区

尝试与剧本杀融合，但生意还是不太好做。作为高度消耗内

容的产业，景区剧本杀更烧钱，不仅涉及实景改造，还需要

剧本推广、设计服饰道具等，这些都是较大的投入，如果没

有实力雄厚的企业投资以及政府支持，个体开发商恐怕难以

承受。

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景区剧本杀的确吸引了一大批

玩家，但如果只是将景区作为游戏场所，那么游客的沉浸式

体验并不会很深入，对景区的热情也不会持续很久。“要让

剧本杀与地域文化特色紧密融合，打造本地独有的特色 IP。”

刘亭敬表示，眼下，一些景区面临着盈利模式固定、客

流量来源单一、后续运营乏力等问题。如何在景区景点上做

文章，开发新项目、增加二次消费，是运营的难点。剧本杀

和文旅结合肯定是热点和发展方向，但短期内想要盈利和实

现大量引流也不太现实。

刘亭敬认为，很多景区对沉浸式体验不够了解，简单认

为引进剧本杀就是引流。但有趣的剧本就那么几个，每个景

区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不能完全用固定的模式，无论是剧

本还是场景布置，都需要根据当地的文化要素量身打造。



旅拍火了 朋友圈摄影大赛催生的千亿市场
来源：2022 年 8 月 15 日 人民日报人民文旅 冯思佳 李楚薇

“这里好美，帮我拍一张。”

“这个角度不好看，再来一张。”

……

“这么多张照片没有一张能让我发朋友圈的，你能不能

认真点？”

……

在经历了老妈 N 次疯狂折磨以后，Vicky 暗自下定决心，

下次出去玩一定花钱请个旅拍摄影师，免遭劫难。

被社交平台疯狂种草的 Vicky妈妈怎会甘心错过故宫的

第一场雪，早早嘱咐 Vicky 提前一周订好了故宫的门票，而

学乖了的 Vicky 这次也是狠下血本，在某社交平台上精挑细

选之后，耗巨资 599 元请来旅拍摄影师一位。

“不包含门票不带妆发 599 元，60 张底片，9 张精修，

现在预订再送你 5 张精修。”谈完价钱，Vicky 一核计平均

下来 10 元一张，也不算贵，爽快地付完款。谁知到了拍摄

当天，摄影助理却告知 599 元只是摄影师跟拍一个小时的价

格，为了不扫妈妈的兴致，Vicky 只能默认同意。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之后，Vicky 认为旅拍就是智商税，

在社交平台找的私人摄影师售前售后服务都没有保障，而就

拍摄技术来看，599 元一小时的费用似乎也并不值。



Vicky 妈妈却认为这 599 元是她来北京花费得最值得的

一笔钱，虽然价格小贵，但是摄影师对拍摄地很熟悉，效率

高，拍出来的照片发分享在社交平台也“倍儿有面儿”，下

次出门还得继续找旅拍。

旅拍 不仅针对年轻女性

旅拍究竟有多火呢？

00 后七七在这个暑假好不容易约到了网红营地，却没约

到旅拍摄影师。其遗憾程度于她来说，甚至相当于白去一趟。

人民文旅从多位摄影师处了解到，正值暑期出游高峰，

不仅仅是周末，平常的工作日也被拍的满满当当。

不是在拍照，就是在去拍照的路上。这也说明像七七这

样年轻人已不在少数，爱美是他们生活的态度，随手一拍的

游客照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除了像七七这样的年轻女性，亲子游类用户也是旅拍市

场的主力军，这一点在这个暑期市场显现更为深刻。“记录

下孩子的珍贵成长瞬间，也是当下旅拍市场中的热门需求。”

某旅拍平台创始人杭海军告诉人民文旅，“当 80 后、90 后

一代年轻人逐步成为亲子家庭的主力军时，其前沿的消费观

念也开始延续至自己的孩子身上。年轻父母自己已经接受了

旅拍的产品的服务，也愿意选择旅拍来记录孩子的成长时刻，

无论是主题类拍摄还是旅游、出游时的拍摄。”

“当然，旅拍需求并非只局限于年轻人当中，像 Vicky

妈妈这样的‘老阿姨’也有需求。这是大众对美的追求催生



出的消费需求，甚至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少。”杭海军补充道。

而腾讯广告发布的《2020 写真消费人群需求报告》也佐

证了这样的观点，写真市场目标人群集中在 18岁-44岁女性，

突破 2 亿；高潜人群，即 1 年内有考虑拍写真的消费者，达

1.10 亿。而相比于高成本的摄影楼与棚内拍摄，旅拍摄影师

们更加灵活，收费更低，审美更符合潮流，受到越来越多人

追捧。

行业细分市场 易形成寡头垄断局面

需求的诞生意味着市场的催生。

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已经成为旅拍摄影师们接单的

阵地。在微博上，约拍超话有 22 万粉丝，帖子超 10 万。同

时，还有全国各地的约拍超话，如“成都约拍超话”、“杭

州约拍超话”等，部分消费者们在这里发出约拍需求，个人

摄影师们晒图、接单。讲究颜值经济的小红书，也是个人摄

影师接单的集中地，在这里，关于约拍的笔记目前已有 246

万+篇。

这么多人入局，这门生意是否赚钱呢？

余香主拍汉服，从 2018 年开始全职做摄影师，到现在

已经有四年时间，收费在 2000 元左右。她曾对某媒体平台

介绍，在圈内的摄影师价位可以分为三个梯度，尾部最多，

价格集中在 300 元-800 元，有不错作品的中腰部摄影师，收

费在 1000 元-2000 元之间，一些拍过艺人的头部摄影师，价

格集中在 3000 元左右。



“除了你自己、朋友以外的人，觉得你的照片好看，有

人愿意付费，就可以做”，摄影师阿珂表示，这个圈子没有

一个明确的标准，因为只需要人力成本，赚钱是肯定的，只

是赚钱多少之分。

对于杭海军来说，既然选择了这个细分赛道，那必定是

认定其有发展潜力。他坦言，“疫情因素对旅拍行业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疫情发生以前，旅拍市场主要集中在海外，例

如东南亚等一些地区。海外疫情的大环境与国内的隔离政策，

让想要出境旅游的游客纷纷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出境游客

的回流也为国内的旅拍市场发展带来新机遇。”

“拿云南的西双版纳来举例，在 2020 年疫情之前，当

地的旅拍市场并不大，机构不多。但是自 2020 年的年底至

2021 年 6 月份，在短短在半年时间内，当地的旅拍机构从原

先的一二十家增至 150 家。旅拍仿佛成为游客到达版纳必做

的事情之一。”杭海军表示。尽管国内的旅拍市场尚未发展

壮大，利润也相对较薄。但在杭海军看来，这是一个市场培

育的过程，谁先入场深耕，谁便能抢占一席之地。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教授魏翔

的分析，从宏观经济背景分析，在需求收缩的时候，服务业

的价格会有所上升，其需求量或销售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人

们对于服务及耐用品的支出比例会下降，一些非必选的服务

价格出现上升的趋势。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服

务业 CPI 上升的幅度要远远超过商品的涨幅。在这样的态势



下，服务类的产品的消费人群为冲动性消费的群体以及品质

性消费的群体。

“对应到旅拍市场来看，主要的市场人群为年轻人群以

及亲子类的中高端家庭群体。作为行业的一个细分市场，由

于规模不大，但是会形成一个寡头垄断的局面，这与我们在

其他商品市场中所看到的规模和容易形成白热化竞争的格

局是有明显不同的。在未来，一些专业度高、品牌意识高的

影视公司和影视工作室可能会关注到这样的市场，并在这个

市场中进一步下沉，形成旅拍市场的龙头效应和品牌效应。”

魏翔表示。

人人都是摄影师之下的行业乱象

快速扩张背后，行业乱象亦不断显现。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摄影师，这看起来是一个门槛极

低的圈子，旅拍圈也出现了内卷与收割的乱象。 这首先体

现在价格上。在小红书上，价格低至 99 元、199 元的约拍不

少。

然而，体验过旅拍的用户对于摄影师的评价呈现出两极

分化的态势。有人觉得摄影师拍摄十分好，达到了自己的预

期效果，而且摄影师对于拍摄的场地以及姿势也把控的十万

完美，过程十分愉快，但像 Vicky 这样吐槽旅拍摄影师的用

户似乎也屡见不鲜，收费标准不明确，服务态度不好，出片

太慢，样片和结果差距太大。这是消费者找线上约拍最容易

踩坑的地方，更有甚者，遇上不专业摄影师，订金收不回，



时间也浪费了。亦有摄影师表示，自己的作品曾被其他用户

盗走，展示的样片，也是盗图。

杭海军认为，旅拍作为一种体验类项目、服务类的产品，

首先客户最看重的就是其服务体验，而摄影师作为这项体验

中最重要的一环，人们的体验不一是因为旅拍行业在国内属

于早期发展阶段，尚没有明确的规范与准则所导致， “许

多不是很专业人们，开个店铺，雇用几个兼职的摄影师与化

妆师，认为这样足以提供服务了，但他们忽略旅拍产品作为

服务类产品，不仅仅是前期的拍摄，后期对于修图的要求、

成品交付的时间确定包括过程中的妆发都是有很高的要求。

对此杭海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行业口碑与消费的透明

化是当下旅拍发展中重点内容，而透明化的价格、标准化的

产品套餐让客户明明白白地消费，带来了好的服务体验，也

会吸引更多的人群前来参与其中。

魏翔表示，旅拍市场的进入门槛并不低，它属于专业摄

影市场在旅游业的产品，非常依赖于品牌和专业度。

对未来旅拍市场的发展提出建议的不仅是从业者与专

家，在政府层面上，也为旅拍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建

议。

在今年 1 月 27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微信公众号

发文提醒——“旅拍”虽好，但也要谨防其中的风险隐患。

文中提到当前市场上不规范的经营行为仍然存在，夸大宣传

内容、经营质量不高的问题凸显。



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政府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一方

面需要加强监管，畅通投诉渠道，加强针对性普法；一方面

需要制定行业标准，制定合同范本，发挥行业协会社会组织

的作用。对消费者来说，要充分考虑拍摄过程的风险隐患，

选择正规平台服务，提高合同意识和证据意识，强化自我保

护措施。”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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