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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口驱车
到澄迈福山，一
下高速路，便可
在路口看到“天
福假日酒店”，从
外观上看，这个
酒店与一般酒店
没有太大差别，
但若走进去，会
发现别有洞天。
中国女排“三连
冠”时期的队服、
飞人乔丹的绝版
装备、各种与体
育赛事相关的吉
祥物或徽章……
这里俨然是一个
“体育王国”。

这是体育收
藏家谢飞倾力打
造的体育主题博
物馆，与酒店融
合在一起，文旅
结 合 ，相 互 引
流。谢飞说，他
从小就喜欢体
育，长大后从全
世 界 搜 集 了
3000 多件体育
藏品，前不久，他
打造的首座海南
体育主题博物馆
正式落成。

来自山西的谢飞，性格直爽，热
爱运动，他今年42岁，投身体育收
藏已有20多年。谢飞回忆说，13岁
那年，当时在美国生活的他拥有了
第一双乔丹球鞋，此后便一发不可
收拾，开始“狂热”地收集各种限量
版球鞋。

1996年，谢飞在现场观看了亚
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当看到拳王
阿里点燃开幕式火炬的那一刻，他
被体育精神所震撼了：“我当时就下
定决心要收藏一支奥运火炬。”此
后，谢飞进一步扩大收藏范围，与奥
运相关或其他有纪念价值的体育物
品，他都尽可能去搜集回来。

回国后，谢飞在2004年随父母
来海南定居，他并没有停下收藏的
步伐，在后来20余年的时间里，他
跑过无数场国内外拍卖会，接触了
众多体育收藏家和体育组织，如今
终于积累起3000多件珍贵藏品。

谢飞说，起初他只是把收藏体
育物品作为一项个人爱好。但是随
着时间推移，一些衣服、球鞋等物品
开始变质，这让他十分痛心。

与此同时，谢飞关注到，海南民
间体育运动、比赛非常多，群众都酷
爱运动。但海南对于体育文物的保
护和收藏并不是很重视，回望海南
体育发展历史，其实留下来的东西
很少，特别是在一些收藏展上，基本
上都是图片，很少有实物。

“与其让藏品在家里慢慢消亡，
还不如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展示它
们背后的故事、历史和文化。”谢飞
认为，只有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藏品，
藏品才能“活”起来，才能让它们有
限的生命发挥无限的价值。

随着挖掘、整理工作愈发深入，
谢飞对海南体育文化的认知也更加
深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才知
道，原来早在1936年就有海南运动
员参加了奥运会；1951年，海南就
举办了全岛范围的综合性运动会；
在建省前，海南为广东体育队输送
了大量体育人才。海南体育发展有
着深厚的底蕴。”

今年3月，天福体育博物馆海
南展馆开工，6月下旬正式落成。这
是首座海南体育主题的博物馆，占
地约200平方米，拥有超过500件
海南体育藏品，展出160余件。

在海南展馆，系统梳理了海南
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比如黎
族苗族的体育民俗、华侨带来的文
体风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
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农垦知青的多
彩赛事、建省后的竞技体育飞跃，再
到如今成为自行车、高尔夫和水上
运动的宝地……

而海南展馆里的藏品，是谢飞
从社会各界体育人士、体育记者和
爱好者那里搜集而来的，在这个过
程中，他发现很多老体育人离世后，
子女会将老人的东西当“废品”处理
掉，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文物。

“这让我更加感受到做这件事
的紧迫性。”谢飞直言，过去他一直
担心资料或者展品不多，难以全面
地讲述海南体育文化历史，后来逐
渐明白，要尽快开工，把现在还留存
的东西抓紧保存起来。

“今天的收藏，就是明天的历
史，希望借这个博物馆见证海南体
育的发展。”谢飞说，尽管如今博物
馆已有一定规模，每年不少游客慕
名而来，但他觉得还不够，下一步他
将在场馆打造竹竿舞等海南特色民
族体育活动，让游客不仅能看，还能
切身体验，真正领会海南体育文化
的内涵。

一开始，谢飞在自己经营的天
福假日酒店展示部分体育藏品，受
到很多客人的喜爱。于是，他逐渐
扩大展出面积，最终打造了天福体
育博物馆。

2016年，天福体育博物馆通过
当地民政局审批，正式面世，是海南
首家私人体育博物馆。博物馆面积
达1200平方米，免费对外开放，还配
有专职讲解员。

在博物馆里，有各级赛事的奖杯、
火炬、吉祥物等，铺设出中国体育百年
发展历程，比如郑海霞在巴塞罗那奥
运会赢得的银牌、老一届男篮国家队
的签名球衣、中国申奥官方第一次制
作的四把申奥大门“金钥匙”……

博物馆里不仅展示体育名人的
高光时刻，更多的是记录平凡人的
体育点滴，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初无名运动员的体育日记、不
同年代运动员的照片展示、群众体
育竞技的奖杯、证书等。

说起自己最喜欢的藏品，谢飞
拿出了一个排球，球上签满了名字，

“郎平”两个字颇为醒目。1984年，
以郎平为代表的中国女排在夺得世
界杯、世锦赛、奥运会的“三连冠”
后，一起在这个排球上签了名字。

“这个排球是我从海南一位老
体育工作者那里‘磨’了很久而来
的。”谢飞说，这个排球见证了中国
女排辉煌的历史，如今这些签名已
难以复制。而实际上，像这个排球
一样，博物馆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
独特的故事与情感。

2019年，谢飞开始筹划，在现有博
物馆的基础上，再建设一座“海南展
馆”，专门用来展示海南体育发展历史。

“建设博物馆不只是简单地摆
放藏品，更重要的是理清当地体育
的历史脉络。但海南建省较晚，又
从未专设体育局，这导致相关档案
缺乏系统传承，可供参考的资料非
常匮乏。”为此，谢飞和团队用了好
几年去梳理历史资料。

在博物馆里品读文物背后的故事，感
受历史的厚重与深邃。在图书馆探寻知识
的海洋，领略人类智慧的结晶；在科技馆领
略科技的魅力，激发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
……

暑期已至，“文博游”“科普游”的热度
攀升，许多青少年选择走进各大博物馆、图
书馆、科技馆等充实假期生活。海南的各
大展馆有哪些新展览、新活动？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为您梳理。

海南省博物馆：
观看新展学习摄影

7月底，“我”从远古走来——周口店
遗址文化展将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该展
览将系统展示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发掘、研
究及化石的丢失、寻找等内容，分为“惊世
发现与科学研究”“北京人”“山顶洞人”三
个部分，将展出“北京人”及“山顶洞人”头
骨模型、复原像和动物骸骨化石、古人类使
用的工具等，共计139件（套）。

7月13日至14日，省博物馆还特别策
划了“琼珍映像”摄影沙龙活动，邀请16岁
以上的观众一同学习摄影技能，用镜头讲
述文物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省博物馆正在展出“物
华天宝 黎海琼珍——故宫博物院藏海南
文物特展”，摄影沙龙活动可以让观众融合
摄影艺术，近距离欣赏这些从故宫里走出
来的文物。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主题活动 寓教于乐

暑期出行想要阳光、沙滩、海景，还想
要孩子寓教于乐、学有所获？博物馆里全
都有。7月13日起，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将推出海丝文化、渔家文化、自然科普、
水下考古四大主题活动，活动课程内容涵
盖传统礼仪、历史启迪、动手实践、文物赏
析、实地探索等多元化学习方式。

在“耕耘祖宗海 传承做海人”主题课
程中，观众可以参观“做海——南海渔家文
化展（海南）”展厅，参与渔家文化知识竞
答，制作手编渔网包，共赴一场海的约定。

在“跟着郑和下西洋”主题课程中，观
众将走进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沿着其航海
路线进行探究，活动中融入互动问答、航海
拼图、船模拼装等方式，增强青少年蓝色国
土教育保护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历时一年考古调查，南海西北陆坡一
号、二号沉船遗址揭开神秘面纱。在“深海
直通车 考古显神威”主题课程中，深海考
古知识课堂将为观众一一揭秘载人潜水器
如何考古、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中珐华
器背后的故事等。

海南省图书馆：
公益课堂 放飞想象

书法、围棋、航模、陶艺、魔方、创意手
工、科学实验……7月15日，海南省图书馆
少年儿童馆2024年暑假公益小课堂将正
式开课。这些课程旨在激发孩子们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思维
能力，同时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
流、学习的平台。

报名通道已于7月11日 20:00全面
开启，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在“海南省图书馆
少儿馆”的相关链接里，扫描二维码报名。

省图书馆少年儿童馆负责人表示，暑
期公益小课堂是该馆常态化的一项公益活
动。今年，该馆加大了课程内容的创新力
度，希望通过这些课程，让孩子们在玩乐中
学习到知识，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

同时，省图书馆也提醒广大家长，因报
名名额有限，请珍惜公共资源，如报名的小
朋友未准时到场，迟到视为自动放弃报名，
报名资格自动让渡给现场符合报名条件的
其他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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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的中国女排队服。

小朋友在省图书馆练习书法。
海南省图书馆供图

近日，有业内人士揭秘了一部微
短剧的成本构成——制作成本约60
万元，投流花费约400万元。有的微
短剧投流花费占八九成，引发了网民
对微短剧成“流量生意”的讨论。“投
流”可以理解为投放流量，也就是将
短剧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剪成短视频，
然后花钱投放在各个平台，在用户免
费看完前几集后，有人会付费几十元
至上百元解锁后续剧情，形成微短剧
收入。投不投流、投多少流，往往决
定着一部微短剧能赚多少钱。

影视剧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
承担着教化作用。微短剧作为一种
文化产品，采取一些市场化的营销手
段无可厚非。但要警惕的是，现在有
一些微短剧流量主要靠高额投放“跑
量”，而不是靠优质内容“破圈”，某些
短剧虽然粗制滥造，但也可能在“庄
家”资金“杠杆”的撬动下“几天赚一
亿”。这种“以银子换热度，以热度挣
银子”的模式，让微短剧成了“商品”
而不是“作品”，也可能使真正的好作
品、好演员陷入边缘化。

从生产现状看，一些制作团队
“什么题材能‘爆’就拍什么”。有的
剧名标新立异，情节“狗血”擦边，故
事套路不外乎“霸道总裁小娇妻”

“隐藏富豪复仇记”等，让人看来觉
得媚俗，没有“营养”；有的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就改编、翻拍，涉嫌违法。

从社会影响看，有的微短剧充
斥色情低俗、血腥暴力、三观不正的
内容，宣扬“有钱就有一切”的价值
观，对年轻人产生不良示范……种
种扭曲的乱象，必须予以纠正。

微短剧发展切不可“微短视”。
微短剧要健康发展，必须约束不择
手段逐利。近年来，投资者在影视
剧创作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从内
容、选角到设备租赁、前后期制作，

很多时候都由“金主”说了算。编剧
得按流量喜好定制“槽点”，导演得
按流量走势挑选“明星”，为了压缩
时间、节约成本，演职人员不得不超
负荷工作……在2024电视剧导演大
会上，《甄嬛传》导演郑晓龙呼吁“把
选演员的权力还给导演”，喊出了对
这种现象的反抗。

业内人士呼吁，相关部门要划
定红线、标明底线，提高质量标准和
准入门槛，坚决下架色情暴力、格调
低下、审美恶俗的“毒鸡汤”，卡住粗
制滥造、标题党、反社会的“烂制

作”，帮助微短剧行业树立“内容至
上”的价值观，迫使“外行”让位给

“内行”创作者。
当前，我国已明确对微短剧实

行分类分层审核，未经审核备案的
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下一步，要
加快制定微短剧导向、片名剧情、推
广宣传等方面的规则，强化日常监
管，对违法违规者亮“红牌”，给守法
创作者开“绿灯”。此外，还要引导
各平台加大对微短剧内容的把关与
审核，采用多元算法分配引导流量，
给优质内容更多曝光机会。

事实上，回归内容本质的微短
剧，也能获得大流量。比如，《逃出
大英博物馆》将流失海外的文物拟
人化，抒发了家国情怀；《二十九》
提炼女性互助精神，受到观众好
评。这些微短剧都是凭借着优质内
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传播。

微短剧要继续发展，必须从高
流量走向高质量。不比投流金额和
成本压缩，比创新、比内容、比内涵，
从“套路化”走向“精品化”，真正成
为优质影视作品的“轻骑兵”、新兴
影视技术的“创新田”，成为满足老
百姓高质量精神文化需求的“营养
品”。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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