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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报道R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博物馆事业搞好。博物馆

建 设 要 更 完 善 、更 成 体 系 ，同 时 发 挥 好 博 物 馆

的教育功能。”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5月 18日是国际

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致力

于教育和研究”。如今，“博物馆热”持续升温，越来越

多人走进博物馆，“到博物馆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体现在策展、讲解、社教、

研究等方面。观众走进博物馆，从“看热闹”到“看

门道”，还有赖于博物馆继续提升服务、完善体

系。本版推出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报道，对话策展

人、讲解员、研究者，探讨如何更好发挥博物馆的

教育与研究功能，让人们更好体悟中华文明的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编 者

我是一名 95 后，选择讲解员这个职业，和我

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我父亲是一名收藏爱好

者，耳濡目染，我对历史和文物一直很感兴趣。读

本科时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2021 年，我回到

家乡湖北武汉，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名双语讲

解员。

入职后，我经历了 3 个多月的集中培训，内容

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基础知识及馆藏文物介绍等，

均由馆内专家学者授课。和我想象中不同，讲解

工作远不只“动动嘴”那么简单。

作为中英双语讲解员，我不仅要熟悉文物本

身的知识，还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以

曾侯乙编钟为例，编钟主人曾侯乙生活在战国时

期，但大多数外国游客不太了解这一历史时期，因

此，在讲解中，我会进一步介绍，告诉他们这大致

相当于西方罗马共和国时期。类似的“文化参照

物”，可以很快拉近参观者与文物间的距离。

做好讲解工作，功夫要用在平时。我经常利

用休息时间阅读专业书籍，观看中外考古纪录片

等，丰富知识储备。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就去请教

馆内专家，确保讲解内容准确。我把收集到的资

料整理成了一个中英文资料库，现在已经积累了

几十万字。

参观者对我讲解的内容产生了共鸣，这是工

作中最开心的事。曾侯乙展厅内有个铜炉盘，出

土时，炉内存有木炭，盘内有鲫鱼骨。给外国游客

讲解时，这条“烤鱼”几乎每次都会引起热烈的讨

论。一次，一名留学生告诉我，在他的家乡，家庭

聚会时也常常烤鱼烤肉，每次盘子里也都会留下

完整的鱼脊骨。那一刻，我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

了他对美食的热爱、对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家乡

与亲人的思念。

我逐渐意识到，通过讲解，展柜里的文物不再

是隔着玻璃的陌生器物，而是亲切可感、富有温

度，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好的讲解，

就是要帮助参观者跨越文化背景的差异，激发共

通的情感价值。

随着到博物馆参观人数的逐步攀升，每到假

期，馆内熙熙攘攘，讲解服务也供不应求。于是，

博物馆组建了一支有近 30 名青年讲解员的团队，

其中一半以上是 90 后；馆内还配置了语音导览、

增强现实导览眼镜等设备，帮助游客沉浸式看展。

讲解是一项学无止境的工作。讲解员要与时

俱进，拥抱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充实自己，为观众

提供更高质量的参观体验。

（本报记者强郁文采访整理）

讲 解

从展品到讲述

让观众了解什么
湖北省博物馆双语讲解员 胡 昊

“文物修复师修复兵马俑，就像医生给病人看

病。”位于陕西西安市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服

务大厅（中心）研学活动室里，该院社会教育部一

级讲解员王金子一边播放图片，一边耐心地向来

自渭南市合阳县路井镇中学八年级的同学介绍兵

马俑修复过程。

“我是秦俑修复师——学修兵马俑”是这家博

物院的特色教育活动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兵马俑

的发掘与修复介绍、讨论互动环节以及动手修复

体验。“我们有 46 项研学活动，这项‘点单率’常年

稳居榜首，被评为陕西省博物馆优秀教育案例一

等奖和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博物馆研

学旅游特色项目。”王金子说。

仔细了解文物修复知识后，同学们戴上口罩、

手套，化身“文物医生”，动手修复小兵马俑复制品。

学生殷羽彤跃跃欲试。她打开材料包，首先

按陶俑的部位将残破陶片摆好并拍照，再对每个

残片分别照相，就完成了第一步“挂号”。“老师刚刚

讲了，接下来要从下往上，先选大的拼。”殷羽彤说。

同学们兴致勃勃，大约半小时后，小兵马俑纷

纷拼成。之后，他们带着自己的成果来到研学活

动的第二站——兵马俑遗址展厅。王金子从展出

的文物出发，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作 为“ 全 国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先 进 单

位”，从 1999 年至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已经与百

余所学校签订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少年素质教

育基地协议，每年免费接待学生团体超过 20 万

人，让广大青少年走进博物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根据对象的不同，我们策划教育活动时会有

针对性地做出调整。”社会教育部主任农茜介绍。

比如“我是秦俑修复师——学修兵马俑”“我是秦

俑发型师——学编秦发髻”等活动，所涉及的文化

知识较为浅显易懂，参与感、趣味性强，深受小朋

友喜爱。“学写秦小篆”“精品自秦出——透过 3D
识车轮”等活动比较适合中学生，针对大学生的活

动则多以专家讲座为主，内容设计更加深入。

“博物馆拥有丰富而珍贵的文物教育资源，这

是博物馆开展‘寓教于乐’活动所独有的优势。挖掘

和利用院藏特色设计研学项目，既能有效规避教育

活动同质化，又能做到趣味性和专业性相平衡，让参

与者在潜移默化中增加文化认同感、增强文化自

信。”农茜说。

教 育

从知识到体验

能感受什么
本报记者 张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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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一个展览，如同编写一出历史剧。要把

丰富厚重的历史，用文物立体、生动地呈现出来。

2023 年 10 月至今年 1 月，由清华大学、山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礼运东方：山东古代

文明精粹”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观众见面，

向人们展现中华文明的基因和发展历程。该展览

入围 2023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

介活动终评项目。

策展的第一步是确定主题。中国是礼仪之

邦。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对重礼

仪、重礼乐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和团队经过深入研究，确定以“礼”为关键词，探

寻中国“礼节”思想的缘起、传承与发展。

山东有 600 余家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文物，如

何遴选展品极具挑战性。我们几乎查阅了目前能

找到的有关山东文物的所有图录，包括图书、考古

报告、学术文章等，根据展览大纲，最初遴选出

800 多件文物。此后，我和团队分成 4 路，走访了

山东各地市的近百家文博机构。最终，从文物的

代表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综合考量，精心挑选出

440 件（组）文物呈现给观众，其中包括国家一级

文物 169 件，为观众呈现了从新石器中晚期到夏

商周、两汉，唐宋至明清的山东古代文明脉络。

展览中，有许多文物难得一见。例如藏于淄

博市博物馆的西汉矩形五钮龙纹铜镜，是目前发

现的存世最大的古代铜镜，自 1980 年出土以来很

少公开展出。开展后，每当看到观众欣喜的神情，

我感觉团队付出的所有辛劳都很值得。

还有一些展品此前没有机会被太多人看到，

展出后给观众带来新鲜体验。如滕州市博物馆收

藏的人面纹玉饰，小巧精致、造型独特，还被用作

了展览海报的主视觉图像。

“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是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截至目前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

览。为了帮助观众更好观展，我们还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设了 15 场讲座和 5 次工作坊，

讲座观众累计超过 1000 万人次。展览与讲座、工

作坊相辅相成，融研究与教育于一体，这正是博物

馆独特作用的体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

们推出的一个个展览，连缀起来，犹如一串璀璨的

珍珠，一根主线串联其中，那就是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策 展

从文物到展览

经历了什么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杜鹏飞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

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

7358.01万人次

同比增长98.6%

其中，江苏、浙江、江西、山
东、河南、广东、四川、陕西
8省份博物馆接待游客

均超过300万人次

“从考古发现到保护进步、展览变化、宣传传

播，用 4 个板块讲良渚。”

“增加设计，加入文化遗产基础知识点的普及。”

“通过遗产的罗列，展示国内外对遗址遗产保

护的变化。”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办公室里，

围绕即将举办的“申遗成功 5 周年展”，各部门正

展开热烈讨论。每次办展前，这样的讨论都会反

复进行。

“良渚博物院主要是展示良渚文化。在博物

馆里做研究跟高校、研究所不一样，更像是做‘翻

译’，把枯燥的考古过程、晦涩的专业名词‘翻译’

成大众能看懂、感兴趣的展示，把研究成果转化为

日常展览。”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说。

徐天进用考古发掘报告举例，“大众很难理解

专业术语，由博物院把考古报告转化成展览，观众

才容易看懂。”

为何考古报告还要“翻译”？“比如我们撰写过

一篇文章，是分析推测考古发掘出的玉器、罐子上

的一些图案、文字而得到的结论。但考古报告是

客观反映发掘情况的，是一个科学的数据库，只能

规范描述文物多大尺寸、从哪里出土、图案是怎么

画的等信息。解读不能放在报告里，只能进行‘再

翻译’，从而为大众所知。”徐天进说。

要让观众了解研究成果，博物馆研究人员首

先要研读考古报告，吃透报告。例如最近的“不

朽——大漆艺术五千年”展览，围绕“良渚的衣食

住行”展开，从介绍良渚时期的大漆使用开始，系

统介绍古代漆器的起源、发展、成熟。兼具专业性

与趣味性的展览背后，是博物馆研究人员对考古

成果的钻研和梳理。

“展出和研究是表里关系。认知程度决定了

展出的高度，只有研究透彻，才能更好转化。”徐天

进说，良渚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不断钻研，探

索如何把良渚的历史和文化讲得更明白、更深入。

例如，对一件器物，可以从材料角度、功能角度、跟

社会的关系角度等进行认识，但展览的空间是有

限的，不能面面俱到，只能通过一次次展览向观众

呈现其所蕴含的丰富信息。“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止

境的。”徐天进说。

在策划展览的同时，良渚博物院还出版科普

丛书。《良良的古城世界》系列绘本，现在已经出版

到第六本，今年还推出了盲文版。“除了专业知识，

如何让展出更精彩，也是我们的研究内容。”徐天进

介绍，良渚博物院将一些展柜高度做低，让孩子够

得着、看得清。大部分展柜前增加了一圈边沿，观

众可以倚靠，缓解劳累，也能更舒适地欣赏展品。

研 究

从考古成果到展出

要“翻译”什么
本报记者 顾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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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亚醜钺。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图②：曾侯乙编钟。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图③：秦陵彩绘铜车马一号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图④：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中学学生在体验

修复兵马俑复制品。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⑤：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外景。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图⑥：湖北省博物馆外景。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图⑦：玉琮王。

图⑧：良渚博物院外景。

图⑦和图⑧均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

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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