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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静静矗

立。从开馆之初的 9 名馆员、1 万多件馆藏文物

起步，国博走过 110 年历程，琳琅满目的藏品诉

说着五千年灿烂文明；一代代馆员与历史对话、

与文物相伴，在加强文物保护和讲好中国故事

中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美工部设计组组长周士琦：

“中国的博物馆不能照
搬国外经验，必须要体现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

依靠救济金和助学金完成了学业，1951 年，

19岁的周士琦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毕业。

毕业前夕，他和同学们制作了一块匾，上面写着

“坚守岗位 永不掉队”八个隶书大字，作为给母校

的留念，而这八个字也成为他一生的誓言……

毕业后先做设计师，1955 年调入中央革命

博物馆，承担党史陈列的设计工作。“不了解党

史，就干不好这份工作。”那时候，周士琦利用业

余时间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马列主义夜大

学，系统学习了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原理，一

学就是两年。

1958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包括中国历史

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的十大建筑，周士

琦参与其中。从设计到建成，工期不到一年，施

工人员采用了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方法。

“这么短时间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靠的就是一股

拼劲。”周士琦负责联系北京建筑设计院，每天骑

着自行车，在办公地、设计院和工地之间来回

跑。在梁思成、张开济等专家主持下，两个博物

馆最终采用“目”字形布局，通过比较大的院落和

柱廊，把相对较小的建筑格局延展开来，同人民

大会堂形成交相辉映的效果。“先生们对于博物

馆空间结构、尺度比例的思考很深刻，这是一次

难得的学习机会。”周士琦深有感触。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

陈列”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也

在紧张筹备……博物馆发端于西方，新中国的

博物馆事业基本从头起步。周士琦按照中国传

统家具的样式重新设计了陈列柜，把中共一大

代表的头像等重点图片悬挂在中式屏风上；开

国大典的展区摆放着 28 面红旗，寓意从中国共

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走过的伟大

历程，“中国的博物馆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必须

要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周士琦说。

为了解文物的文化内涵，让设计尽可能贴合

实际，周士琦经常深入一线体验生活、多方查证

收集资料。在为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设计展览时，

他同宋庆龄的秘书、司机乃至花匠等工作人员一

一沟通，阅读了大量书籍，还反复到故居实地体

验；位于河北乐亭的李大钊故居原先陈列着一尊

李大钊坐像，“李大钊是站着为共产主义事业牺

牲的，坐像不能充分表现这位革命先辈的精神”，

在周士琦建议下，故居用立像替换了坐像……

虽已年逾九旬，但周士琦每天依然忙碌，不

时要接待登门求教的设计师，为各地新建博物

馆的方案作评审，“看到年轻的朋友不断取得新

成果，真为他们感到高兴……”周士琦说。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主任周宝中：

“文物是先人留给我们
的珍贵遗存，一定要千方百
计保护好”

出生于 1935 年的周宝中，读中学时正逢工

业建设在全国各地广泛推进。当一名工程师，

成为那时周宝中和同学们的共同理想。 1954
年，他进入中国矿业大学选矿专业学习，毕业后

在中科院的研究所开展分析化学研究。

1973 年，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中断 7 年的“中国通史陈列”计划恢复，要加强

文物保护科技工作，急需科技人才！在库房里

看到一件件精美的珍贵文物时，周宝中被深深

震撼了……“来了就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周宝

中暗下决心，一头扎进了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

物进行更有效保护的全新领域……

缺人缺设备缺场地缺经费，工作远比料想

的更困难，“最开始，文保设备需要自己寻找。”

周宝中回忆：大家用超声波洁牙机、超声波清洗

器给文物除锈、去污，将雕刻刀、打磨机、吹风

机、画笔和各种刷子用于文物修复……

“文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存，一定要

千方百计保护好。”周宝中像做科研一样探索文

物的科学保护手段：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用温

湿度记录仪对历博的陈列室和库房进行了长达

一年多的环境监测，提出了调节博物馆室内保

存环境的具体措施并形成论文，被收录在《博物

馆学论集》上，为国家文物局制订博物馆藏品保

存环境标准提供了重要依据。

平日里，周宝中经常去展厅和库房仔细观

察文物，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周宝中说：

“重视预防性保护，可以使文物延年益寿。”后母

戊鼎被誉为“镇馆之宝”。有一回，周宝中在检

查时发现后母戊鼎的铭文附近和鼎足局部出现

淡绿色粉状锈，并且有扩散趋势，随即提交了改

善保存环境和抢救保护后母戊鼎的报告，随后

的专家论证会通过了保护方案。

一花独放不是春。如何把文物保护的科学

方 法 推 广 开 来 ，这 是 周 宝 中 极 为 关 注 的 一 件

事。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博物馆

领导干部培训班，专门开设文保科技课程。6 年

间，周宝中为来自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名

学员授课，编写了《现代科技与博物馆》《博物馆

藏品的陈列环境》等 3 篇讲义。

到北大、北科大等高校开设文物保护课程，

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主

编《中国传统工艺全集·文物修复和辨伪》卷，参

加重大文物保护项目评审……1996 年，周宝中

从历博退休，现为国博终身研究馆员、国家文物

局科技专家组成员，他依然忙碌，“全社会越来

越重视文物保护，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主任齐吉祥：

“我希望更多人了解历
史、喜欢历史，体会到身为
中国人的自豪”

1959 年，在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

命博物馆时，高中毕业的齐吉祥等几十名学生

成为第一代讲解员。

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胜任工作，单位专门

安排专家讲授历史等课程。京韵大鼓演员良小楼

被请来教他们吐字发音，“她讲的‘吐字如珠’，让

我受用一生。”齐吉祥经常一大早就在故宫筒子河

边练声；一年以后，他们又被送到北京大学等高

校，学习考古学、中国通史、中共党史等课程……

在齐吉祥的记忆中，当时全国知名的历史、

考古、文物专家几乎都参与了筹建工作。全国

77 个单位支援了 3 万多件文物，“每到一处，他

们都打开库房让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挑；一

些正在展出的文物，只要‘中国通史陈列’需要，

就从展厅里撤下来，直接运到北京。”

1961 年 7 月，“中国通史陈列”正式开展。

开馆第一天，齐吉祥和伙伴们穿着崭新的黄色

咔叽布制服，热情地迎接观众，“那是我当时最

好的衣服了”，站在展柜的玻璃前，他仔细整理

着衣服，唯恐有一丝瑕疵，“每天一开馆，观众就

涌了进来，一天平均有五六千人”，大家工作热

情很高，“一万多字的讲稿，背得滚瓜烂熟……”

但一切似乎没有想象中顺利。有时遇上观

众询问讲稿上没有的内容，齐吉祥只能尴尬地

摇头：“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更多观众的

需要？齐吉祥开动脑筋，慢慢悟出了“必须要因

人施讲”的道理，于是立马着手改写讲稿；他和

同事们先后完成了外宾讲解稿、普通观众简明

讲解稿等多个版本。

“是什么、为什么、给谁讲、讲什么、怎么讲”，

这看似平常的 15 个字，凝结着齐吉祥的不懈追

求；他努力探索每件文物相关的知识、故事，多方

了解各类观众的特点、需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

的讲解，“上午有农村干部来参观，我重点介绍古

代的农田水利。”齐吉祥家中，保留着一沓沓泛黄

的纸张，上面工整地记录着为不同群体制订的讲

解计划以及讲解后的总结与思考。

“我希望更多人了解历史、喜欢历史，体会到

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多年来，齐吉祥给许多历史

老师讲过课。为了配合教学，群工部制作了历史

教学挂图和幻灯片，到学校举办流动展览。

“没有小岗位，只有小人物”，齐吉祥在中国历

史博物馆工作 40多年，从一名普通讲解员成长为

知名的文史专家，创下了业内多个“第一”：第一个

评上研究员的讲解员，迄今唯一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主编过历史教科书的讲解员……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信立祥：

“我这一辈子最着迷的就
是考古。每当搞清楚一个历
史谜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回顾过往，信

立祥无比欣慰……

1983 年，信立祥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革命

历史博物馆考古部。这一年，山西平朔露天煤

矿建设中，施工方发现了一大片战国晚期到两

汉时期的墓葬群。受国家文物局指派，36 岁的

信立祥出任平朔考古队副领队。

平朔风大，黄沙直往耳朵、鼻子里灌。考古

队员罩着纱巾，蹲在墓坑里仔细清理文物、精心

绘制图表。冬天冻土坚硬，必须先用炭火解冻，

才能用镐锨挖开土层。信立祥白天盯现场，晚

上在暗室埋头冲洗相片，经常干到大半夜，每天

的工作满满当当……

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干劲冲天，现场最多

时有上千人在勘探。平朔考古前后持续 10 余

年，共发掘战国、秦、汉至辽、金的墓葬 5000 余

座，出土文物 2 万多件。那些年，信立祥一年要

在山西待八九个月。有一年过春节，信立祥坐

火车回到北京已是大年三十，爱人看见他灰头

土脸的模样，顿时就落泪了……

1987 年，俞伟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他出国考察后发现，加强水下和航空考古力量

建设很重要，而我国长期以来只有田野考古。

“必须迎头赶上，填补这些空白！”信立祥协

助俞伟超立即开始组建中国水下考古中心。队

员由新招收的大学生以及海南、广东、福建等沿

海省份的年轻考古人员组成，在青岛、广州等地

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潜水训练，还跟着外国专家

学习使用水下摄影机，用专用纸、笔做记录……

1991 年 7 月，渔民在辽宁绥中三道岗海域捕

鱼时，打捞出一批古代瓷器和一些破碎的船板，考

古队员闻讯赶来，用声呐等设备确定了沉船位置

……1992年至 1998年间，由水下考古中心牵头组

建的“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三道岗元代沉船

遗址进行 6次水下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事发海

域能见度几乎为零，风浪又高，考古队员穿着潜水

服，背着近 40 斤重的氧气瓶，一次潜水二三十分

钟，还要拍照、绘图，体力消耗很大。”信立祥介

绍。1997年，中国航空与遥感考古研究中心正式

成立，历博揭开了海陆空考古的新篇章……

“他很执着，认准的事一定干到底。”同在中

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老伴宋淑悌默默支持着信

立祥的事业，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中山怀王

刘修墓、平朔战国秦汉墓葬、班村遗址、连云港

孔望山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海昏侯国遗址

……数十年来，信立祥一直奔波在考古路上，参

与的许多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作为

知名的汉画像石研究专家，他用近 7 年时间编

写出版《中国民间收藏汉画像砖石选集》，收录

了全国近 80 位收藏家的汉画像砖石 3500 余件，

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我这一辈子最着迷的就是考古。每当搞

清楚一个历史谜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说到

兴奋处，信立祥提高了嗓音，几乎让人感觉不到

他不久前刚经历过一次大手术，“还有好多事没

有做完，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工作……”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

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

抚今追昔，国博走过 110 年，从建馆以来，

一代代馆员接续奋斗、薪火传承。沈从文、傅振

伦、王振铎、史树青、苏东海，王宏钧、孙机、夏燕

月、方孔木、王冠英、孔祥星、黄燕生……回看国

博群英，名单不断加长、人员迭代更替，不变的

是坚守与执着，以及对文物保护的热爱与对文

明传承的担当。

“工作是大家干的”“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分内

事”……采访中，国博的老专家们非常谦逊、低调。

事实上，他们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守望者，也是

国博灿烂历史的书写者。因为各种机缘，他们

成为国博的一员，从此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成

为术业有专攻的行家，为开创“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博物馆事业持续奋斗着。

“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干好”，他们始终心

怀热爱，虚心求教，勤于钻研，在各自领域矢志

不渝，从零起步，创造了许多“第一”。工作中不

乏挑战，起初条件也很艰苦，但他们甘之如饴，

不向困难低头，不为外物所惑，其心诚，其志坚，

令人敬佩！

在这些老专家的成长过程中，无论专业素

养还是人格修养，都深受前辈大师的影响；他们

至今念念不忘，并把这份热忱传递给更多的人；

无论对普通观众还是业内同行，他们都坦诚相

待、热情相助，赢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赞誉。

时光荏苒，老专家们青丝变白发，依然保持

着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干劲，继续

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做着最大的努力！

老专家们的奋斗经历启示我们：只要心怀

理想、脚踏实地、孜孜以求，每个人都能在平凡

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拥有人生出彩的

机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

中发光发热……

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馆

就是一所大学校”“文物承载灿烂文

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无其器则无其道”，蕴藏在文物

中的价值，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座。作为拥有 140 多万件藏品、世界上

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

家博物馆在文物的保护、抢救、利用、

管理方面不断探索，走过 110 年峥嵘岁

月。一代代馆员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

国博的各个岗位上，深挖文物背后的

历史文化，见证、记录、呈现着中华民

族五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澎湃活力、

薪火传承。本报记者独家采访国博老

馆员，倾听他们参与国博建设的奋斗

故事，展现他们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

责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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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外景。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图①：国博展览的后母戊鼎。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图②：在《复兴之路》展览展厅，观众在认真

参观。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图③：周士琦近照。 孙 龙摄

图④：信立祥近照。 徐长青摄

图⑤：周宝中近照。 受访者供图

图⑥：齐吉祥近照。 党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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