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周莉娟接待尼泊尔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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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接受采访，周莉娟特地把自
己“捯饬”了一遍，但是在平日的工作
中，周莉娟总说自己糙得很，天天戴着
一副黑框眼镜，也只有遇到重要的接
待，才会收拾一下。她不喜欢被别人
说成“花瓶”，尽管气质和声线出众，但
她更为在意的是肚子里那点墨水。

“我经常会看网上对于讲解员的
评价，好像会‘背’，长得好看就成了。”
周莉娟很不服气地说道。

为了给四川博物院的官方微信号
录制音频讲解，一个展馆就得花费周
莉娟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期间，她要
在工作之余阅读50份以上的文献，再
结合讲解框架，组织成自己的语言，讲
得还必须有故事性。

从去年10月接到录制任务，到现
在，周莉娟才完成了四个展馆的讲解。
有游客在公众号下留言：“这位讲解员
小姐姐声音好听，讲得也很幽默”。

“我们讲解不可能只讲一件文物的
朝代背景和它的长、宽、高，那观众不如
自己看文字介绍就好了。需要挖掘背
后的一些故事才行。”“接地气”，“贴近
生活”，周莉娟如此评价自己的讲解。

就像开头提到的汉代“二十四字
砖”，周莉娟形象地把它比作“汉代的
中国梦”。“它囊括了我们现代人对于
一生追求的一个浓缩，有关于升官发
财的、有关于爱情甜蜜的、有关于身体
健康的，等于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梦
想都浓缩在了那一块砖上边。”她的讲
解里显然融入了自己的见解。

四川博物院的青铜器展厅里，有一
件被誉为“镇馆之宝”的藏品——“嵌错
宴乐攻战文铜壶”。由于上面有着两百
多位人物形象，周莉娟给它取了个名
字，叫作“古代的朋友圈”。而古人宴乐
请客的情景在她口中，也变成了“唱卡
拉OK”，编钟则是古代的“音响设备”。

周莉娟把自己现在的工作形容为
“三分讲解、七分社交”，除了日常讲
解，她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社会教育活
动的组织策划和实施。

周莉娟喜欢给小朋友讲历史，每
周三她都会来到成都市实验小学，那
里有专门的“博物馆课程”，一学期16
个课时，每次去两节课 90 分钟，古代
交通、古代服饰、古代军事与战争都是
她的课题。

小朋友对历史知识接受有限，她
就把课堂设置成“闯关”，周莉娟说，比
起传统意义上的看展，这样的课堂教
学，对于小学生的收获会非常的大。
周莉娟还透露，自己也承担了一些市
州博物馆的讲解员培训工作，在采访
结束后就要启程前往雅安，“我希望博
物院多进来一些新人，我们这种‘老人
’也该退下了”。

第一次见面，31岁的周莉娟给人
的感觉，知性、优雅，谈吐极佳。聊天
中，我们慢慢发现了她活泼可爱的一
面。

周莉娟的朋友送了她一个名号：
“优雅的疯子”。但其实，私底下，这位
“大龄女孩”生活比起同龄人简单得多，
闹腾起来的时候，也有女神经的一面。
周莉娟笑着说，自己的社交圈太窄，因
此也一直没有恋爱，工作之余健身成为
她唯一的爱好，在她的朋友圈里，可以
看到很多在健身房的照片，“早上6点20
分起床，去健身房跳完操，八点出门去
上班。”她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做了近十年讲解员，周莉娟几乎
没有过一次完整的春节假期和国庆，
她告诉记者，对家人是有“愧疚”的。

如今，四川博物院的专业讲解队
伍里有十名讲解员，其中最小的去年
刚刚大学毕业，这也是周莉娟招聘进
来的。

周莉娟说，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了
当年的自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
者 钟雨恒

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都会针对这一特
别的日子挑选一个主题，以反映社会关切的核心议题。2018年
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确定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

众”。
为此，宽窄巷特别推出“图博百讲”围绕我省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

文化设施及民间博、图举办的重要活动等，打捞“镇馆之宝”或“蜀地宝
藏”，或对话重量级考古专家、讲解员、文物保护及修复专家。

这一期的“城市笔记”，我们先来看看四川博物院的一位年轻讲解
员，是如何从一个“小白”成长为金牌讲解员的？她在自己的讲解耕耘
中收获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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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博物院的“四川汉
代陶石艺术馆”展厅门口，一
块石砖一样的藏品总会在第
一时间引起游人的注意。它
身着历史的尘埃，泛起青色的
古韵，安静地躺在玻璃罩下。

“这是东汉的‘二十四字
砖’，上面有四行字：富贵昌，
宜客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
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
我 把 它 叫 作‘ 汉 代 的 中 国
梦”。清脆的女声中断了人们
思考的涟漪，讲解员周莉娟拿
着激光笔，透过玻璃罩拂去历
史的层层尘埃。它展现在观
众面前的，是古代人民期望美
好生活的希冀。

距离周莉娟第一次站在
这块“石砖”面前，已经过了将
近十年。彼时，四川博物院新
馆落成，周莉娟作为第一批讲
解员加入其中。如今，她成了
当年仅剩的十分之一中的一
位。

“大部分的讲解员都已离
职或者转岗，留下来的人只有
三四个。”周莉娟说。

在5·18世界博物馆日即
将到来之际，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特别采访了四川
博物院的“金牌讲解员”周莉
娟，听她讲述与文物背后的

“十年故事”。

2009年，随着新馆落成，四川博物馆正式改
名为“四川博物院”，急需年轻的血液流进历史的

“聚宝盆”。还未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周莉娟，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川博的面试，她去应聘

“双语讲解员”。
由于本科学的播音主持专业，加上一口流利

的英语，形象好、气质佳的周莉娟很顺利就进入
川博。其实这之前，她已经在川博实习了一段时
间，当同班同学都倾向于“光鲜亮丽”的主持人的
时候，这位 20 出头的成都妹子却一头扎进看似

“沉闷”的博物馆行业。她把这一切称之为偶
然。虽然自小喜欢历史，但当“讲解员”不在她的
计划之内，来到这里，初衷是与自己的专业还算
对口。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她干起了这一行。

周莉娟经常说：“我也没想到，这一试，就试
了快十年。”

近十年里，周莉娟以讲解员的身份接待过各
级领导和外宾和不同的文化名人——包括国外
政要、财政部长、金融大咖和著名演员（如林青
霞）等。

2013年，由于接到上级领导的紧急通知，周
莉娟曾在50天内5进庐山，顺利完成地震纪念馆
讲解工作。可以说，周莉娟俨然成为了川博一张
行走的“名片”，但凡是重量级的接待讲解，都会
有她的身影。连川博录制的微信官方讲解都出
自于她之手。

然而，并不是博物馆专业出身的周莉娟，一
开始也是“小白”一个，闹过不少笑话。

周莉娟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回忆
道，2009年新馆建成后，她接待的第一位“观众”
就是当时四川的一位省领导，后来想起来，自己
说话都在打磕巴，“我们几个女生被安排站在不
同的展厅门口，战战兢兢的。”

还有一次，为西藏博物馆的馆长讲解“藏传
佛教文物馆”展览，为了和对方套近乎，她一时紧
张便说：“你们那儿是不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
火炉吃西瓜了呀？”当时那位馆长听了噗嗤一笑：

“姑娘，你说的那是新疆吧！”
“我们最早那会儿还是很痛苦，半年突击熟

悉10万字的讲解词，这是非常大的量啊。”周莉娟
说，厚重的文化历史和川博收藏的 32 万余件藏
品，给当时这批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带来了不
小考验。为了迅速地熟悉讲解词和相关背景资
料，周莉娟把所有资料统统录制在MP3里，她一
逮到空闲时间就听——坐车听、走路听，上厕所
也会听。收获还是很大的，即使到现在，川博九
大固定展厅的讲解词，她已经不需要任何准备，
烂熟于心。如今，周莉娟的手机里除了讲解词和
英语，几乎没有任何一首歌曲。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天天躲在厕所里，不
敢出来，怕被主任‘抓’去讲解。”她似乎心有余
悸。

2013年，周莉娟进入四川大学攻读“文物与
博物馆”硕士。期间，她仍然保持每周2-3天的
川博讲解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了她讲解员生涯
的分水岭。如果说前五年周莉娟只是个初出茅
庐的新人，后五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完成了
在博物院重要接待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

博物院里的时光冗长而单
一，一头栽进去，动辄就是几千
年的沉浮。光阴恰恰对于女性
而言，显得格外珍贵。和周莉
娟同期进入博物馆的其他讲解
员，百分之九十已经离开曾经
的岗位。

十年过后，当初的 30 人只
剩下三四个，其中就包括周莉
娟自己。

并不是没有私人博物馆找
过她，开出的薪水比这里高很
多，但周莉娟从来没有动过念
头。这些年来，即便有过彷徨，
但她还是在“情怀”二字面前低
下了头。

在周莉娟看来，讲解员的
工作已经不单单是一份职业，
从中获得的眼界和学识不是其
他东西可以比拟的。“这是没有
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你的谈
吐，你的气质。在博物院的文
化积淀和感受到的文化氛围，
绝对是可以碾压所有其他行
业。”她这样认为。

最近，周莉娟正在读一本
关于汉代墓葬研究的学术作
品：《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这
是作者姜生在参观完”四川汉代
陶石艺术馆”以后亲自送给她
的。这位四川大学历史与文化
学院的教授在听完周莉娟的讲
解后，和她成为了好朋友。周莉
娟说，姜生老师在参观过程中甚
至会兴致勃勃地拿起激光笔，自
己“化身”讲解员，从历史学家的
身份讲解眼前的文物。“我在专
家面前，始终是个学生。有时候
遇到某个方面的专家，会意外
地学习到很多知识，也是一个
很充实的过程啊。”

她总说，讲解员是观众与
博物馆之间的一条“纽带”。

周莉娟也坦言，就讲解员
现状来说，干了十年还在做这
一行的人确实很少。一般来
说，大家更愿意往管理岗位靠
齐，不愿意留在讲解一线。与
之相对应的是新生代力量的匮
乏，虽然博物院定期会有校园
招聘和社会招聘，但周莉娟告
诉记者，在面试中她经常会发
现现在的大学生文化积累、对
博物馆的了解还是不够，很难
遇到优秀的人才。

“我最爱问的一个问题是，
你近期读过的三本书是什么。
但是大多数人都回答不上来。”

周莉娟说，在博物院，讲解员成为不了
“专家”，必须是“杂家”。“川博是综合性的，有
美术，有陶瓷，有青铜，有佛教。不是你精通

‘中国美术史’就可以应付的展馆。”她说，
这十年间，周莉娟印象最深的一次特展，

是2016年举办的印度佛教展《梵天东土并蒂莲
华》，因为集结了中国和印度能够想象到的各
种流派，学术价值非常高。“所以当时我们准备
得也很痛苦，它的面太大了，各个朝代都会有
涉及到。就是那一次，我发现自己还是有着巨
大的‘短板’，在佛教造像上并不那么熟悉。”

周莉娟回忆道，在准备张大千画展的时
候，遇到了一个在文献里找不到实证的问题：
他的画作中，究竟有没有使用过红珊瑚这种
颜料？为此，她特意找到了著名的工笔画画
家任重，寻求一个正确答案。

对她而言，除了各类展览带来的讲解词考验，
还经常会遇到现场观众的刁钻问题。“比如说张
大千究竟画了多少幅画？因为到现在也没有统
计清楚，一般说3万到5万。观众就会追问到底
3万多少。我们都说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
求，尽量能够解答他们的问题，就算回答不上来
的，我把问题记下来，知道答案了，我会回复他。”

由于“张大千书画馆”算是四川博物院的一
张名片，来到此地的观众总会特别留意这位传
奇画家，尤其是他身上那些轶事。周莉娟说，正
因为张大千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讲解的时候一
定要注意甄别，哪些可以用，哪些要摒弃。“我特
别爱讲的是他去敦煌的一段‘文化苦旅’，这是
他画作很明显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可以看到成
都到敦煌的直线距离大概是2400公里，就是我
们现在去敦煌也得到兰州去转机或者转火车。
当时张大千是带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浩浩荡荡
去敦煌，一待就待了31到32个月。你就可以讲
到他之前的风格和他之后的风格的一个特别大
的变化，这是我必须要讲的。”她说。

长年接待外宾，周莉娟也有自己的一套方
法。比如说讲到张大千就一定要讲毕加索，只
有这样，观众才能理解毕加索立体主义和张大
千的“写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张大千
和毕加索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又碰过面，这
就是他们之间的连接点。”她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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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
馆日定于每年
的 5 月 18 日，
是由国际博物
馆 协 会
（ICOM）发 起
并 创 立 的 。
1977年国际博
物馆协会为促
进全球博物馆
事业的健康发
展，吸引全社
会公众对博物
馆 事 业 的 了
解、参与和关
注，向全世界
宣告 1977 年 5
月 18 日 为 第
一个国际博物
馆日，并每年
为国际博物馆
日确定活动主
题。2018年国
际博物馆日的
主题是“超级
连 接 的 博 物
馆：新方法、新
公众”。

□小贴士

生活中的周莉娟。

她在北京故宫学习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