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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责是看
好故宫。”当别人用

“故宫掌门人”来称
呼 他 时 ， 他 总 要 纠
正：“我是故宫的看
门人。”

给故宫“看门”
其实很有讲究。一要
把门看牢，避免火灾
盗窃等闪失；二要把
门看好，还故宫以尊
严；三要把“主人”
伺候妥帖。故宫博物
院院长单霁翔在谈论
故 宫 时 ， 爱 提 “ 尊
严”这个词。在他眼
里，文化遗产是有生
命的，只有善意对待
故宫，挖掘它的文化
内涵，并让它保有存
续的生态方式，故宫
才有尊严。作为公共
文化设施，故宫的主
人是观众，只有当主
人更方便、更畅快地
在这片文化领地上享
受精神生活时，主人
才更有尊严。

故宫
“看门人”

单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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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6700种文创产品

夹杂银丝的头发，洗得泛白的藏青
色夹克衫，黑色老北京布鞋。从头到
脚，在单霁翔身上找不出时尚元素。

单霁翔今年 60 岁整，但他心态开放，
善于学习，乐于倾听，敢于尝试新事物，欣
赏年轻人的思维、闯劲和玩转电脑的身
手。

乍一听说故宫要设计一款名叫《皇帝
的一天》的 App 游戏时，单霁翔愣住了：

“现在的小孩子很受宠，是家里的‘小皇
帝’。我们推这样一款游戏，会不会更加纵
容他们无法无天啊。”“不会。我们做出来
你就知道了。”“行，那你们放手去做
吧。”

App 一出来，单霁翔体验之后感慨
道：“皇帝还真是不好当啊。5时就得起床，
换装、读书、请安、上早朝、御门听政，然后
才是吃早饭。接下来办公，召见大臣，批阅
奏章，练武射箭……忙到下午3时30分才
能休闲一会儿，吃第二顿饭，一天只吃两顿，还不能吃饱。看样子，
这款游戏对小孩子是能起到寓教于乐作用的。”故宫适时推出

“《皇帝的一天》亲子体验活动”，参与者踊跃。
在《胤禛美人图》、《紫禁城祥瑞》和《皇帝的一天》这3款

App之后，故宫在2015年再推3款，分别是刚刚上线的《韩熙载
夜宴图》 和即将推出的 《每日故宫》 手机应用、《清代皇帝服
饰》 ipad应用。《韩熙载夜宴图》 在传世名画中注入 100多个交
互点，通过点击，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可通过真
人舞蹈、真人演奏等方式一一再现；《每日故宫》以每日一赏的
形式推送代表性藏品；《清代皇帝服饰》不仅展示皇帝在不同场
合的不同着装，还能赐你透视的慧眼，看到皇帝从里到外怎么
穿，甚至告诉你这些服装如何制作。

虚拟的数字技术让观众探到了脚步或目光不能抵达的故宫
深处，而真实的文创产品则让故宫文化从深宫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故宫的设计师团队以故宫藏品的文化信息为元素，迄今已开
发6700多种文创产品，比如“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奉旨旅行”
行李牌、萌萌哒的格格书签、霸气十足的朝珠耳机、“黄袍加身”T
恤衫、“金榜题名”圆珠笔、“御花园彩石甬路”五彩耳钉……“瞧，
我的这个手机壳就是在‘故宫商店’买的。”

“我们不但萌萌哒，而且典雅丰富；不但脑洞大开，而且心
胸开阔；不但霸气十足，而且接地气。”如今介绍起故宫的文创
产品，单霁翔已然是满口网络语言的潮人了。

三年巡查走坏20双鞋

从位于神武门西边的院长办公室出门
向西，沿故宫红墙逆时针行走一圈大约 4公
里。自2012年初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至今的
每个工作日，这样的例行巡查已经让单霁翔
走坏了20多双布鞋。

单霁翔常换秘书，在他担任国家文物
局局长的 10 年间，曾换了 5 任秘书。并非
用得不“顺手”，而是秘书跟着他干活就像
打仗，过段时间需作休整，只有他像永不
疲倦的战士。

对故宫9000多间房子的一一踏足，让单

霁翔心中有数、胸怀大局。有些被人遗忘、久居“冷宫”的文物，通
过单霁翔，找回了尊严。比如，几十个院落里散落的石刻构件，现
在被集中到东华门附近的院落，统一保护、展示；再比如，几十间
房子里堆放的门窗和箱子，现在有了专门的库房，便于逐步清理
和修复，为日后的陈列展示奠定基础。

故宫犹如一座欣赏不尽的文化宝藏。最让单霁翔遗憾的，
是很多观众一进故宫就目不斜视，一直往前走，先去看皇帝坐
在哪儿，再去看皇帝睡在哪儿，最后看看御花园，就出门了。

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媒体《艺术报纸》公布的 2012年最火艺术
博物馆排行榜中，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以全年吸引970万观众位列
第一，而观众更多的故宫却在榜单上没有踪影。“因为他们没把我
们当博物馆，而只是一个景点。要改变这一尴尬，只有一条路，那
就是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

从 2002 年的 30%，到今年的 65%，再到 2020 年的 80%，开
放面积的一次次拓展，折射出故宫在逐一迁出紫禁城内办公用
房以及细致修缮宫殿、院落、文物过程中的果敢和艰辛。

把“主人”伺候妥帖

打小在北京四合院长大的单霁翔，有股北方汉子的粗犷和
豪爽，但他粗中有细，做事从来不打马虎眼。

“一个烟头也管，一个井盖也管，一块墙皮也管。”同事们
埋怨他管得太细。他轻松笑笑：“把一件小事做好，就能看出大
的变化。”

2013 年初，当他提出“故宫的开放区不允许有一片垃圾”
时，同事们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单霁翔天天在院内巡查
并随手捡拾垃圾。单霁翔的要求是，“负责清扫的工作人员必须
眼睛敏锐，一见到垃圾就立即捡起来。”

2013 年 10 月 3 日，16.2 万人次的观众，是一年之中人流最拥
挤的日子。北京旅游委前来检查旅游环境。单霁翔很自信地说：

“你们如果能在开放区找到一片垃圾，就批评我们。”旅游委主任
周正宇转了40分钟，还真是没看到一片垃圾，连称“神奇”。

单霁翔又在2014年提出“屋顶不能有草”。飞鸟或大风将草
籽带到房顶，草生命力很强，生长过程中会拱瓦，瓦松动了，
就会漏雨，导致木头糟朽，木结构的古建筑就得大修。为尽量
完整保存文物信息，就应减少大修，加强日常维护。“我们做到

了。从高处往下看，紫禁城的屋顶没有一棵草。”
“墙壁要整洁”，这是单霁翔今年的目标。“故宫古建筑的有

些墙体是残破的，带病的，看上去很可怜，没有尊严。”故宫已
着手整治两处“脏乱差”的地方，内务府旧址和南大库，这两
个地方长期施工堆料，现在要恢复它们的历史景观。

“英国白金汉宫，法国凡尔赛宫，日本皇宫，不管是谁去，
都不准开车进去。现在故宫也是这样。”单霁翔说，“印度总理
辛格来的那次，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他 81 岁了，身体不好，
两步台阶都跨不上去。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破例，就从钓鱼台
调来两辆电瓶车，解决了问题。”

故宫的主人——观众，也给这位故宫“看门人”提出了意
见。意见大致有三方面：一是“排队太辛苦”，二是“没地方休
息”，三是“没什么好吃的”。这些问题现在都在一一解决。售
票窗口从过去的16个增加到现在的37个，安检通道从2个增加
到18个。单霁翔保证，95%的观众3分钟之内能买到票，15分钟
之内所有人都能买到票。为解决观众休憩问题，故宫内添置了
800把三人座的椅子，使椅子总数达到1400把，又在故宫前的端
门广场新做了 200把椅子；围绕 56棵树再做了 56圈树凳，走累
了的观众再也不用席地而坐或坐在树坑里靠着树干歇息了。故
宫在外西部区域规划了观众服务区和故宫餐厅，又在进入御花
园之前的坤宁门两侧设餐厅。以后，观众们就可以在室内安安
稳稳用餐了。

出版了十余部专著

既享受忙碌，又享受清净。夜色渐浓，清茶暖灯，书籍为
伴，两三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单霁翔说：“这是我的生活
方式。”

单霁翔的学术背景是建筑，又常年从事城市规划和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因此被媒体称为学者型官员。而他却总盯着自己
的“短板”：不是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等相关专业出身，
工作中又遇到那么多新问题，这怎么行！接近50岁时，他去清
华读博士，成了吴良镛院士的学生。

关于文化，关于故宫，总有源源不断的感受冒出来。上下
班路上或出差途中，惜时如命的单霁翔无视颠簸，习惯性打开
电脑，将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如何加强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如
何使故宫文创产品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如何把壮
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聚沙成塔，他已经
出版了十余部专著。

“现在太忙了，你这样太辛苦，等退休后再写呗。”有人这
样劝他。单霁翔不这么看，“在工作岗位上，读书和写作容易联
系实际，容易获得第一手资料，研究成果能够应用于实践，因
此，读书与写作正当其时。” （据《文汇报》报道）

缉私警察张豫铭缉私警察张豫铭

“我现在在忙，一会儿再给你电
话。”妻子詹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句话竟然成为她听到的丈夫张豫
铭的最后声音。

这就是深圳海关缉私局警察张
豫铭，亲人更愿意把他的离去，当成
是忙碌工作后的歇息，因为他实在
太忙了。仅2012年以来，他参加专
案的时间累计多达21个月。

从从““军区参谋军区参谋””到到““业务能手业务能手””

1984年，18岁的张豫铭进入解
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成为一名光荣
的军人。随后，在 16 年军旅生涯
中，张豫铭表现优异，屡立军功，一
步步地从一名学员成长为正营级
参谋。

2000年9月，他脱下军装，穿上
警服，进入深圳海关缉私局大鹏分
局工作。

为了尽快掌握辖区内走私动
态，刚进入海关的张豫铭硬是用脚
丈量完了辖区近百公里的边境线和
非设关海岸线，凭借着在部队练就
的扎实的情报分析功底，他很快就
能独立经营情报线索、查办案件，成
为了一名业务能手。

翻看张豫铭做的一份情报分析
报告，线索整理有序，材料详实、全
面，思路条理清晰，目标指向明确。

如今，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放着
他没有来得及收拾的行李，除了几

件衣物当中塞满了各种药品外，还
有几本厚厚的工作日记，里面工整
地记满了他参与侦办案件的心得。

走私分子的走私分子的““眼中钉眼中钉””

张豫铭在大鹏分局工作期间，
是走私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大鹏分局所管辖的盐田区，非
设关地走私态势严峻。由于盐田紧
挨香港，辖区边境沿线山峦起伏、沟
壑众多、地势复杂，走私分子利用便
利的地理条件，经常将走私货物偷
运入境，甚至还借助排洪渠道、自挖
地道走私。

为将走私团伙一网打尽，张豫
铭多次和战友带上面包、矿泉水，到
山上、岩石缝里甚至排洪渠道踩点、
蹲点，经常一蹲就是一个通宵、十天
半个月。

2006 年 8 月，张豫铭和战友们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摸查，在沙头角
一举捣毁一个自挖地道走私电子产
品的团伙，抓获走私分子7人，查获
价值近 200万元的走私 IC 芯片、手
机等电子产品。

2007 年 5 月，张豫铭和战友经
过艰苦摸底排查，打掉一个在莲塘
利用边境排洪渠道走私的团伙，抓
获走私分子 7 人，缴获涉嫌走私的
手机10770部，案值高达3500万元。

“脱下军装换上警服，可能要面
对更多形形色色的诱惑，也可能遭
受到各种各样的恐吓与危险，但你
既然选择了，就必须扛得住！”。退
伍时，部队领导在张豫铭的笔记本
上留下这样一句寄语，这也成为影
响他14年警察生涯的座右铭。

当兵 16 年、从警 14 载，张豫铭
不论在什么岗位，他都保持着部队
养成的低调、严谨、认真。

“张豫铭很低调，对自己要求特
别严格。虽然从部队退伍下来，但
他多少年如一日，仍然按照部队军

事化的要求，办公室内务一丝不苟，
规章制度记得比谁都牢。”说起张豫
铭，曾与他共事的黄可科长总有说
不完的话。

2010 年，有一个走私犯罪嫌疑
人在外潜逃半年后，通过亲戚，找到
了张豫铭部队战友，带着重金以“叙
旧”的名义登门说情。面对这位多
年不见的老战友，他义正辞严地说：

“你我都穿过军装，受过部队教育十
几年，大道理就不多讲了。如果你
真想为他好，就让他早日回来，投案
自首。”老战友见状连忙转换了态
度：“咱们战友多年，我不为难你，只
是希望你能透露一些信息给我。”他
严厉地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如
果还希望我们是好战友，这件事就
此打住吧！”

多年的战友就这样在他面前碰
了一鼻子灰，回头跟嫌疑人亲戚说

“这个人，榆木脑袋，搞不掂”。

同事眼中的好战友同事眼中的好战友

提起张豫铭，战友们记得最多
的就是他的“三多一高”：立功受奖
多、查办大要案多、出差在外办案
多，获得荣誉的级别高。

从警以来，他先后荣获个人一
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两次、个人嘉
奖三次，通报表扬两次，在海关缉私
战线立下赫赫战功。

有一回，张豫铭为了破获一起
利用“空中飞线”跨境走私的电子产
品案，他打扮成保洁员的模样，每日
早晚拣垃圾，对臭气熏天的垃圾进
行分类，从中寻找走私分子活动的
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终于摸清了走私分子活动的位置。
刚刑满释放的陈某，才“重操旧业”
不到两个月，就栽在了张豫铭的手
中。

“豫铭特别能吃苦，工作认真，
责任心又强，处理事情很细心。”在

战友们的言语中，张豫铭的音容笑
貌仿佛又出现在了眼前。

虽然对待说情者，张豫铭显得
是那么的“不近人情”，但他素来不
苟言笑的面容下，却有着一颗柔软
的心。

“老张虽然不是领导，但他对待
同事，却是非常够意思，所以大家都
很服他，愿意和他一起工作。”曾经
在大鹏分局一起办案的同事姚红彬
回忆。

2007年至2008年，大鹏分局开
展联合巡查，每天晚上都要从各科
抽调警力通宵巡查50多公里的非设
关海岸线。分局领导考虑到当时他
已经40多岁，并常年患有腰痛、心脏
病、高血压等疾病，就没有将他列入
巡查初选名单。但看到战友们熬夜
熬得辛苦，张豫铭主动提出要参加
巡查。“我有查缉经验，身板还行，我
能上”——动员会上，他那句掷地有
声的表态至今仍常常被大家提起。

在一年多的巡查中，无论风雨，
“老张”总是第一个到达集合地，整
理装备，检查车辆状况；总是最后一
个离开，归还装备，填写巡查记录。

“他就像有使不完的劲一样，也像一
头老黄牛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辛勤
耕耘，却不求回报”，姚红彬如是说。

常年加班加点的辛劳和不规律
的生活留给张豫铭疾病的隐患。他
的包里常备着各种药物。“老张其实
一身病，但他总是忍着。”跟他共事
过多年的战友徐学武说道。

有 一 回 ，为 了 经 营 代 号 为
“2012-337”的部级毒品目标案件，
张豫铭在山上观察哨连续蹲守 20
多个小时。等到蹲守结束，他突然
发现怎么也直不起腰，同行的战友
只好轮着帮他捶背、压腰，足足折腾
了近 1 个小时，张豫铭才慢慢缓过
劲来。大家都劝他休息一下，但由
于案件已进入收网阶段，而前期情
报经营情况只有他最清楚，所以张

豫铭只是笑着说了句“没事”，就坚
持带病继续工作。

最后，张豫铭和战友们成功破
获这个集制造贩卖走私毒品为一体
的跨境犯罪团伙，抓获 5 名主要犯
罪嫌疑人，现场缴获毒品“冰毒”成
品 218.35公斤,“冰毒”液体 901.9公
斤,毒品咖啡因160公斤以及制毒化
学品 19.8 吨，成为深圳海关历史上
查办毒品案件单宗缴获毒品数量最
多的案件。而张豫铭也由于突出贡
献荣立个人一等功。

““希望他只是累了歇一会儿希望他只是累了歇一会儿””

张豫铭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
一双聪明伶俐的儿女，一个温柔贤
慧的妻子和一个慈祥的老母亲，一
个典型的三代同堂的家庭。

“我不是一名合格的父亲、合格
的丈夫、合格的儿子”，对于工作和
同事，张豫铭问心无愧；可是每每谈
起家庭，他却满是愧疚。由于他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上，有时候节
假日一个电话就马上回到单位，很
多时候都是靠妻子詹莉一个人支撑
起家庭的运转。

很多时候，家里只有女儿张雨
菡陪伴着詹莉，在妻子詹莉的心里，
张豫铭已经将身心都投入到了工
作，没有分出一毫给家里。

有时候实在心里委屈得很，詹
莉会跑去朋友家询问，“他到底有多
忙，真的那么忙吗？”詹莉的朋友说：

“有时候她会埋怨‘张豫铭是不是忘
记了这个家，好像把家当成了旅
馆。’而过后还是很心疼张豫铭，不
时就打个电话询问一番。”

在女儿张雨菡的记忆中，最开
心的事情莫过于2012年9月1日开
学第一天爸爸妈妈送她上学。

她不知道的是，张豫铭为了完
成“陪女儿跨入小学大门”的承诺，
身在外地办案的他乘坐8月31日晚

上的高铁回到深圳，第二天一大早
送女儿进入学校后，立即乘坐高铁
返回湖南，丝毫没有耽误工作进展。

进入小学之后进入小学之后，，放学辅导功课放学辅导功课
是妈妈是妈妈，，陪伴聊天的是妈妈陪伴聊天的是妈妈，，就连每就连每
次出席家长会的也是妈妈次出席家长会的也是妈妈，，张雨菡张雨菡
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爸爸了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爸爸了，，就连就连
放学回家的时候放学回家的时候，，爸爸都还在忙碌爸爸都还在忙碌
着工作着工作，，直到睡觉也没有等到爸爸直到睡觉也没有等到爸爸
回家回家，，而第二天一大早又接着上学而第二天一大早又接着上学
去了去了。。

顾不上家的张豫铭一直战斗在顾不上家的张豫铭一直战斗在
工作岗位上工作岗位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42014年年1111月月1212日清晨日清晨77时许时许，，
是张豫铭和同事到达广西开展署督是张豫铭和同事到达广西开展署督
专案外调工作的第专案外调工作的第 77 天天，，连续多日连续多日
的早出晚归的早出晚归，，张豫铭感觉胸口有些张豫铭感觉胸口有些
闷闷。。但考虑到工作的紧迫但考虑到工作的紧迫，，他一只他一只
手捂着胸脯，一只手写写画画地开
始数据分析工作。

15时 10分、15时 42分，张豫铭
两次将电话打回深圳，与科长黄可
沟通案情，并在近 2 个小时的时间
里发回了 6 条业务分析结果，却只
字未提自己胸闷的情况。

17时左右，他满足地合上工作
笔记。这时，一直专注于分析的他，
才感觉胸闷加剧的厉害，难受的程
度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强忍之
下，他拨通了120急救，张豫铭被救
护车迅速送到了广西自治区人民医
院抢救。

17时27分，医院向家属下达了
病危通知书；19 时 52 分，医院宣布
抢救无效死亡，死因是“急性广泛前
壁心梗”。

就这样，没有留下一句交代，这
位昔日的军区参谋、缉毒英雄，因劳
累过度突发心脏病殉职，年仅48岁。

噩耗传回深圳，在一起共事过
多年的战友们都哭了，同事张斐梓
看着张豫铭曾经用过的办公桌，哽
咽着说，“真的希望他只是累了歇一
会儿”……

站 好 生 命 中 最 后 一 班 岗
——记深圳海关缉私局警察张豫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