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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识”更有趣

“兵马俑都是单眼皮吗？”“谁是众多兵马俑中
的‘ 幸 运 之 星 ’”“ 西 安 城 墙 为 什 么 没 有‘ 东 稍
门’”……在王钰的讲解中，知名景点的“冷知识”是
经常出现的话题。围绕这些话题，王钰将文物背后
的历史典故、文化内涵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在网友看来，王钰还善于结合当下的社会话题
引出历史故事。比如，在讲解秦兵马俑一号坑时，
王钰从“选择和努力哪个更重要”展开，引申出丞相
李斯的“人生哲学”；在讲解华清池时，她又从“仪式
感”的角度讲解唐朝的沐浴文化。有趣的话题加上
生动的讲解，引得网友在王钰发布的讲解视频下面
评论：“本来要划走，结果认真地看了两遍。”

想从知名景点中找到新的讲解角度并不容
易。王钰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冷知识”的准确
可信，她将 《史记》《寻秦记——透过秦俑看秦
朝》等历史文化类书籍当作“手边书”，配合观看
相关纪录片，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并将

“引经据典”的讲解词转化为更生动有趣的表达。
“现在，千篇一律的导游词已经不再能满足游

客的需求，不同景点也应该有不同的讲解思路。”
王钰举例说，围绕实体文物兵马俑，讲解要从文
物本身出发，延伸至它的制作技艺、排兵布阵等
方面；对于大唐不夜城等文化主题街区，她在讲
解时则会更加侧重诗歌文化，从诗人的生平与代
表作切入，让游客对不同景点形成深入的了解和
感知，收获满满。

化“流量”为动力

短视频中的导游“芥末”口若悬河，现实生
活中的王钰却自称是一个内向的人。“刚做导游的
时候，我需要在大巴车上调节气氛，组织游客唱
歌、做游戏。作为一个平时不太爱说话的人，我
特别害怕那种场面。”王钰告诉笔者，起初她甚至
对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产生过怀疑。

凭借对导游工作的热爱与持续不断的学习，
王钰默默拓展做导游的工作场景，并在短视频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讲解风格。短短一年内迅速

“涨粉”，不仅使她打消了曾经的顾虑，同时也从
中感受到了莫大的鼓励与鞭策。

“抖音直播讲解让我的业务水平获得很大的提
升。”王钰说，有的粉丝每天都会来看自己直播，
这不仅是重要的正向反馈，也让自己有了时时精

进的愿望与决心。她常常会从网友的提问或弹幕
评论中获得启发，进一步了解网友和游客的关注
点，从中挖掘新的视角，增强讲解的趣味性。

为了成为“专家型导游”，王钰更加勤勉地学
习历史文化知识，甚至还要将知识范围扩大到工
学、化学等领域，她笑称“现在学习比以前上学
的时候还要认真”。在她的手机备忘录里，有 16
个文件夹，记录了各种工作笔记与灵感来源，名
为“兵马俑”的文件夹里有56篇笔记，包含将军
俑、一号坑、三棱箭、青铜剑等文物知识。

上午直播、下午带团、晚上学习成了王钰工作
的常态。虽然辛苦，但她丝毫不愿马虎：“学习与工
作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讲解不够准确，再小的知识
点也会引发游客的质疑。”王钰对笔者说，“毕竟我
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老师’，而是一群‘老师’。”

做文化“摆渡人”

8 年前，王钰选择就读旅游管理专业，是出于
“导游可以遍览大好河山”的愿望；3 年前，王钰开
始接触线上导览直播，为自己取了网名“芥末”，是
希望自己能像一剂调味料一样，为游客旅行“增鲜
提味”；现在的王钰，不断往返于相同的旅游线路
上，对于导游这份职业有了新的期许。

“有一次在讲解的过程中，一位游客全程拿着
小本子记录。当天导游结束后，他还把不太理解的
问题写成了文章发给我，想与我探讨。”这样的良性
互动让王钰坚信，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同时也让
王钰意识到，导游线路虽然是固定的，但面对的游
客却是流动的，旅游正是一座“行走的课堂”。

于是，王钰希望能为更多游客答疑解惑，通
过不断地输出与反馈，让自己成为一个历史文化

“摆渡人”，让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的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更加为人所熟知。除了知识本身，王钰还
希望通过讲解，让更多人从历史文物的魅力中感
受到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自信。正
如她被问及“看兵马俑到底看什么”时回答的那
样，“看俑背后的人，看人背后的国家，看国家背
后的历史，看历史中传承了千年的文化自信”。

如今，王钰的工作与生活已经几乎完全融为
一体，她也乐在其中。“由于导游工作的特性，平
常大家休息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谈
起未来，王钰希望自己能够不局限于一个景点或
一座城市，将更多景点推介给大家，继续传递这
些地方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

去年，王钰去了广西崇左、湖北宜昌等地，
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感
兴趣。王钰说，虽然自己目前暂时做不到环游世
界，但可以帮助全世界的游客读懂西安以及更多
中国城市。“我相信一句话：选择你所热爱的，热
爱你所选择的。”在坚持热爱这条道路上，王钰仍
将步履不停。

95后导游王钰：

中国历史文化故事这样讲
朱金宜 蒋欣雨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有时需要停下脚步，感受
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四川省都江堰市银杏街道就在我家附近。银
杏街道由上海市按照国家对口援建要求，精心打

造而成，它静谧而美丽，让人感到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这里留存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陌生的是
新建的街道，处处皆有新风景。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银杏街道记载着他们挥
洒 汗 水 、不 懈 奋 斗 的 青
春。在银杏街道，有从南
京迁址到原四川灌县的宁
江机床厂，它曾在全国率
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
试点；有坐落于百花社区
和高埂社区之间的成都铁
路局蒲阳车站，它曾是都
江堰市与近郊市县、阿坝
州等地之间重要的货物集
散地；有建于 1958年的原
青城造纸厂，如今已改造
成都江堰市图书馆……这
些历史遗存见证了都江堰
市的工业发展轨迹与城市
更新历程，也见证着都江
堰人接续奋斗、追求幸福

的故事。
走进银杏街道壹街区，百花山、万岭山共同

筑起城市北部的生态屏障，蒲阳河、柏条河穿城
而过，沿河绿道与城市完美相融。优良的自然条
件，让这里成为城市文旅的新空间。

恰如其名，银杏树是银杏街道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从空中俯瞰，亭亭玉立的银杏树气质优雅，没
有屈曲缠绕之枝，没有颔首折腰之躯。一到秋天，
道路两旁的银杏树叶更显风姿绰约：金灿灿的叶片
有的在枝头摇曳，有的落地成毯，姿如凤舞，气如蟠
龙，全然没有一般落叶的萧瑟飘零。

银杏街道的花儿也常开不败。
春风有约，街道北面的紫房沟、檬子岗、茅庵、

集善桥等地，桃树、梨树、樱桃树、杏树等全都开出
鲜艳的花朵，美不胜收；夏日晴热，壹街区的颐湖、
蒲阳河、柏条河之畔荷花盛放，绣球花花团锦簇，向
日葵争相扬起笑脸“晒太阳”……到了秋天，漫步在
大街小巷，除了能与银杏叶撞个满怀还能闻到桂花
的馥郁花香；入冬以后，万岭山上一片银装素裹，梅
花在雪中悄然绽放。

漫步银杏街道，总有惬意涌上心头。慢慢走，
静静赏，在某条街道、某处小巷，你就会与美食、美
景或者美好的人相遇。若想在城市生活的忙碌与
喧嚣中找寻到宁静的一角，银杏街道总能给你心灵
上的抚慰。

左图：蒲阳河在都江堰市穿城而过，河畔的
银杏街道壹街区风光旖旎。

近日，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村超”球场，由

“村超”决赛阶段20支球队优秀球员
集体参与的“全明星赛”，在夏日的徐
徐夜风中开球，为期1个月的“村超”
一周年庆祝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一年来，“村超”从藏在深山人未
识到火爆“出圈”，火出国门，从自娱
自乐到在海内外“圈粉”，从文体活动

“乐子”到地方发展“路子”，持续带动
榕江县文旅产业发展，给各方参与者
带来欢乐、收获和启示。

“这是‘村超’球场首次上演全明
星赛，激烈的比拼点燃了现场观众的
热情。”贵州“村超”办公室主任高松
介绍，本场比赛共有 60 名优秀“村
超”球员参与。

从全明星比拼，到中场的乐队表
演，再到终场的小型烟花秀，当晚的
庆祝活动惊喜连连。“‘村超’一直在
持续打造文体‘嘉年华’，不断丰富赛
事内容，力争给球迷和游客带来全新
的体验和持续的欢乐。”榕江县文化
馆馆长李莎介绍，“村超”新赛季开启
决赛阶段的比赛以来，除了延续上赛
季的拉拉队巡演、美食投喂、中场表
演等精彩内容外，还推出了“全民 K
歌”和“万人蹦迪”等活动，体验感和
欢乐度都得到了提升。

贵州“村超”运营管理负责人彭
西西介绍，“村超”的影响力正在不断
扩大，正逐步迎来更加美好的发展前
景。“村超”的风已经从欧洲吹到了非

洲，“村超”模式在非洲贝宁和南非等
地得到复制。今年3月以来，在非洲
贝宁的中国援贝宁棉花技术项目驻
地美丽城村的足球场上，12 支来自
相邻各村及帕拉库大学的球队打响
了首届非洲“村超”比赛，他们正是借
鉴了贵州“村超”的办赛经验和模式，
联赛将持续至5月底。

2023 年，在“村超”等系列赛事
的带动下，榕江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765.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6%，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83.98 亿元，同比增
长73.94%；新增招商引资项目41个，
新增产业到位资金11.47亿元。

“‘村超’全明星赛只不过是‘村
超’持续创新的一个案例。”谈到如何
保持“长红”，榕江县委常委、副县长
陈学敏说，必须在保持“村超”的人民
主体性、赛事纯粹性和“村味”的同
时，不断创新发展。

自今年决赛阶段以来，通过集思
广益，“村超”创新发起了“我要上村
超”“带着非遗上村超”“来村超约场
球”等 20 种系列活动，持续丰富“村
超”的内容和内涵。

董永恒等一批业余球员变身为
足球培训的教练员、刘勤兰等一批创
业青年拿起了手机直播带货的“新农
具”、吴帮云等一批村干部发展起了

“村超”旅游民宿……“‘村超’的持续
成功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底气十
足，信心十足。”刘勤兰说。

（据新华社贵阳电 记者罗羽）

打开《百家讲坛》，选择“巨鹿之战”
那期节目反复观看——对于26岁的导
游王钰来说，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工
作前夜为自己“加餐”。“只看一遍是很
难记住的，”王钰告诉笔者，“像这样的
节目我会反复观看，回顾经典片段，弄
清历史故事的细节和要义，为游客提供
更专业的讲解。”

过去一年，她以“西安导游‘芥末’”
的身份，一边在线下带团，一边做线上
导览直播，带领游客和网友走进陕西西
安的唐华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等景
点，在抖音“圈粉”超过420万。不少网
友直言“以前我以为导游就是带路的，
没想到听她讲解这么长知识”“‘芥末’
让我有了去陕西旅游的冲动”。

从业3年，王钰不仅从新手导游向
“专家型导游”迈进，更是成为一名颇具
影响力的“网红”导游，这种转变她是怎
么做到的？

▲王钰在带
团讲解。

▶王钰通过
直播向网友介绍
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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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超”持续助燃榕江文旅“村超”持续助燃榕江文旅

走读走读银杏街道银杏街道
云朝清云朝清文文//图图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
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这是
名作《徐霞客游记》的开篇。400余年
前，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从宁海出发，
开启了游历神州大地“达人所之未达，
探人所之未知”的传奇经历。经专家
考证，徐霞客从宁海出发的5月19日
被定为“中国旅游日”。近日，2024年

“中国旅游日”浙江省主会场活动暨第
二十二届徐霞客开游节在浙江省宁波
市宁海县举办。

宁海地处浙东丘陵山区，不仅有
着浙东大峡谷、梁皇山等丰富的山
水景观，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
淀，有“中国古戏台之乡”的美誉，
拥有泥金彩漆、平调耍牙、十里红
妆婚俗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
是明代大儒方孝孺、现代左翼作家
柔石、国画大师潘天寿等多位历史
文化名人的故乡。近年来，宁海充分
发挥特色和优势，用好文旅资源，以
深厚的文化底蕴推动旅游发展。

宁海的前童古镇保存有1300多
间各式古建民居，其中包括大祠
堂、童氏宗祠、民俗博物馆等。这
些建筑不仅展示了明清时期的建筑
风格，也反映了当地的历史和文
化。古镇的街道布局采用了“回
字”结构，溪水环绕每家每户，游
客可以沿着村中独特的“八卦水
系”漫步，感受宁静的古镇生活。

坐在临街的咖啡馆二层欣赏繁
荣街景，住在老四合院改成的民宿
里沉浸式体验古镇生活，在古戏台
前看一场老艺人的演出，去民俗博
物馆看看元宵行会等民俗活动和传
统手艺……在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
吸引了数量可观的游客，而蓬勃发展
的旅游业也让这个曾经流失了不少
年轻人的古老村庄，再次焕发生机。

2008 年，“宁海十里红妆婚俗”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宁海的十里红妆文化园中，普利兹
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团队设计的建
筑古色古香，充满韵味，融入了竹编
等当地传统工艺元素。这里收藏有
花轿、床、箱柜、房前桌椅、梳妆奁等
各类红妆藏品2000余件。精美绝伦
的万工轿、拔步床，箱柜上别具巧思
的传统纹样设计，“浙东女子尽封王”
的动人传说……丰富的藏品让游客
充分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精湛和富有
特色的婚嫁习俗。

此外，十里红妆文化园还会定期

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文化市集、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吸引不少游客
来此体验非遗工艺，感受中国传统工
艺之美，体会精益专注的工匠精神。

据介绍，近年来宁海积极推进全
域旅游发展，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深化旅游与其他
产业的融合发展。从曾经单纯只注
重景区观光，到转变思路“串珠成
链”，将宁海全境当成一个大景区来
打造。如今的宁海处处是景，徜徉
在这里的山海之间，多姿多彩的民俗
文化不仅为游客留下一抹难忘的浙东
风情记忆，更让宁海的旅游业发展走
得更稳、更远。

下图：在十里红妆文化园的文化
市集上，孩子们正在观摩体验宁波特
色的泥金彩漆技艺。 胡学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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