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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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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
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值此之际，羊城晚报推出特别策划
“馆与人”系列，讲述五位博物馆人的职业故事。

美好生活由人的双手创造。一座博物馆的运作，离不开馆
里每一个人的凝心聚力。

这五位文物背后默默无闻的博物馆人，分别是文物保管员、
文保工作者、文物修复师、展陈设计师、展馆讲解员。他们当中
有入职不久的文物爱好者，也有工作近三十年的科班老行尊。

他们的岗位可能你看不见，他们的工作其实又处处可见。
当博物馆已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惯于欣赏

聚光灯下的文物，谁又能说“站在光里，才算英雄”呢？
以此，致敬博物馆，致敬人。

不在光里不在光里，，也是也是英雄英雄

工作督促自己
保持学习

我叫林莉琼，是广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
馆）的一名文物修复师，工作
已经快7年了。

2016年，我从中山大学有
机化学专业毕业。到这里工
作之前，我对文物保护修复的
了解并不多，仅有的一点认识
都来自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
物》。所以踏足这个领域，对
我来说其实是从零开始。

入职后，我先接触了一段
时间的陶瓷器修复。让我记
忆比较深刻的，是增城墨依山
先秦遗址出土的三件大口尊
的修复。陶大口尊质地酥松
脆弱，断裂残缺严重，修复难
度很高。在院里前辈和行业
专家的指导下，我们针对性地
采用了三种不同的修复方法，
完 成 了 这 三 件 大 口 尊 的 修
复。它们现在就摆放在南汉
二陵博物馆二楼的常设展览
《云山珠水间——考古发现的
广州（上）》展厅内。

每修复一件文物，都是对
这件文物重新认识的过程：这
件文物是什么？古人怎么使
用？它又存在什么病害……
这些都需要在修复过程中不
断思考。思考过程对我来说
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工作
督促着我始终保持一种学习
状态，这是非常幸运的。

慢慢地，我能将化学专业
知识运用到文物保护修复上
了。在对陶瓷类文物的修复
技艺有了一定掌握后，我又开
始接触金属器物的检测分析

和保护修复。到现在，我的工作更多是
围绕金属器物展开。

修复过程就像在与文物
的对话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文物修
复师就像“文物医生”一样，只不过医生
的医治对象是人，而我们面对的是文物。

一件刚刚从考古工地出土的文物，
它身上可能带有很多病害，我们首先要
看到它到底“患”了什么病。那么第一步
要做的也是“望闻问切”，即通过肉眼初
步辨别；然后再辅以科技检测手段对它
进行检测分析，包括X射线荧光光谱分
析、拉曼光谱分析、扫描电子显微分析，
等等。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我们去医院看
病，要抽血化验或者拍X光等。新科技
手段的介入很重要，它能看到许多我们
肉眼不可见的信息，让我们对文物的病
害情况了解得更全面、详细，以协助做好
病害程度的科学评估；完成“病情”评估
后，我们就开始编写保护修复方案，相当
于医生给患者开诊疗单，需要写清楚接
下来要做哪些治疗。以金属器物为例，
常见的修复保护工序有清理、除锈、脱
盐、缓蚀、封护、整形、黏接、补配、随色做
旧等；所有步骤完成后，文物就可以顺利

“出院”了。这时我们要完善文物的“病
历”，撰写结项报告和修复档案。

每次静下心来修复一件文物，就像
是与文物进行对话，这个过程会让你的
内心变得平静。让我暂时远离生活的琐
碎，安安静静做好一件事，这是非常舒服
的一种状态。

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当一件
文物从出土时病殃殃的状态，到修复好
重焕光彩放到展厅那一刻，我会油然而
生一种成就感和获得感，会觉得延续了
文物的生命，保护了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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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报考西汉
南越王博物馆

我叫崔亚平，在南越王博
物院藏品管理部工作，负责南
越王墓遗址及院内藏品的预
防性保护。自从 2006 年进
馆，我工作已超过17年了。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咸阳
市。大家都知道陕西是文物
大省，地下文物资源非常丰
富，我的爸爸对历史、考古有
浓厚兴趣，受他的影响，我大
学选择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我的母校西北大学是我
国第一家开办文物保护技术
专业的高校，几十年来培养了
大量文物保护技术人才，可以
说占了文博行业的半壁江山
都不为过。

说起来，我跟南越王墓渊
源不浅。大三暑假，老师带我
们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
观，正好看到了南越王墓出土
文物的外展。这次展览让我
见识到了跟我们陕西，还有山
西、河南等完全不一样的文物
风情。印象深刻的是大量精
美玉器，同时，鎏金的屏风托
座和朱雀顶饰，也让我感受到
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内涵。

本科毕业那年，我向原西
汉南越王博物馆（现为南越王
博物院）投递了简历。当然，
我最终还是考研去了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毕业时，
我又一次投简历，最终成为西
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一员。

预防性保护不仅
仅是添置设备

关于文物保护，大家了解
得最多的可能是文物修复。
尤其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
物》播出后，公众对文物修复
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而对于文物保护以及预防性保护，人们
仍知之甚少。

对文物保存环境实施控制，从而减
少外部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延长文物
寿命，称为预防性保护。如果说文物修
复可以看作外科医生为文物“动手术”，
文物保护是全科医生为文物“治病”，那
预防性保护则是保健医生防止文物“生
病”。我目前就是一名“保健医生”。

洁净、适合、稳定的环境是我们的追
求，这对文物“延年益寿”至关重要。通
过布设监测系统，让传感器充当我们的

“眼睛”，帮助我们感知文物所处的环境
信息，这样的“眼睛”既有气象站，也有不
同类别的传感器。

院内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大环境控
温，小环境控湿”，其中湿度调控是重中
之重。大环境温度我们通过中央空调进
行调控，设定的温度是20℃，而库房和展
柜的小环境则是进行湿度控制。

此外，南越文王墓遗址的预防性保
护策略和展厅又不一样，它要做的是防
范漏水、回南天冷表面结露、湿季高湿、
干季风化作用明显等高风险影响，以保
持全年状态的相对稳定。

今年是南越王墓发掘的四十周年。
这四十年，实际上也是我国文物保护工
作不断发展的四十年。我认为，预防性
保护不仅仅是添置设备，而是以终为始
以延长文物寿命为目标。文物以何种面
目见到我们，我们又要将它以何种面目
交给子孙后代？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文物能够以更好的状态长久保存，子孙
后代依然能感受到我们初见它时的那份
悸动。

设计不能喧宾夺主

我是符凯，是广东省博物
馆的陈展设计师，如今已是我
工作的第13个年头。

我喜欢文化领域，逛博物
馆是日常爱好。一开始，我抱
着好奇心来到省博。在一位
老师指导下，我设计出了第一
个展览陈设，是关于潮州窑瓷
器的。此间，我接触到很多有
意思的文物。展览推出后，我
特别有成就感，就这样坚持干
下来。

我的工作内容主要分为
两大块。平面设计，例如海
报、版面、说明牌以及空间
设计，关系到整体的空间布
局；此外还有现场灯光、温
湿度、多媒体设计等。最后
才是布展。

展览设计跟其他类型的
设计有点小不同。我们会有
展览大纲，类似剧本。设计师
要读懂这个“剧本”，从文字和
图片资料中抽取元素，转化为
视觉语言——具体到用色、图
形、材质、空间、灯光等，由这
些元素共同作用，表达展览的
主题。

最难的是内容与形式的
统一。设计做得再豪华精致，
如果和内容不搭，就不是好的
设计。设计是一种辅助，能更
好地展示文物，又不能喧宾夺
主。所以我们说，没有最好的
设计，只有最合适的设计。

另一番挑战是，你接触的
每一个展览都不一样。我做
过的展览类型就很多，有家

具、瓷器、绘画、自然科学等。这也是学
习新知识的机会。

在展览设计完成之前，材料就是一
堆文字和图片。我就像下厨做菜，要精
心烹饪这些材料，最后变成一个立体
的、让人身临其境的文化空间。至于要
怎么呈现，做得好不好吃，就要看厨艺
了。比如菜品主打什么颜色？用什么
调味？口味重还是淡？怎么才能让大
家吃得开心？这些都是身为“厨师”要
考虑的问题。

创意的诞生并不浪漫

我们做展览，会设计一些场景，让观
众更有代入感。我脑海中通常会先浮现
出想象画面。比如琥珀展，在介绍树脂
形成的展览空间里，我营造了远古森林
的氛围。在介绍地质运动的空间，我设
计了一个斜角倒三角形。它的顶部很
矮，只有一米八左右，观众走进去时会有
被压抑的感觉——我正是想制造这种空
间挤压感，让大家感受琥珀在地质运动
中被高度压迫的过程。还有一个空间，
我做了歪歪扭扭的玻璃，人们身在其中，
就像掉进了琥珀液里。这都是源于个人
的想象。

想创意的过程其实是对自己的不
断试炼。有时我会遇到重复的主题，第
一次设计有很多想法，到了第二次，想
要多一些新意，第三次的难度会更大，
简直需要绞尽脑汁。但我有自己的要
求：每做一个新展览时，在设计手法或
者材料使用方面，与之前的展览相比都
要有所不同。

创意的诞生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
浪漫，很多都是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出
来的。在了解大纲和找资料的过程中，
我就可以找到很多灵感。

所有答案都藏在大纲里面，藏在展
品本身。

必须两人刷脸
才能进库房

我叫叶葳，在广东省博物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藏品管理部
工作，是一名文物保管员，负责
铜器与钱币的保管，在目前这
个岗位已经干了12年。毕业时
我进入广东省博物馆工作，到
现在已有26年。

在我眼里，文物是历史书，
是未破解的谜，是我们与古人
隔空对话的媒介。作为文物保
管员，我的工作主要分三大块，
包括：文物征集、日常的文物保
管、文物研究与展示。

工作中印象深刻的就是
能够零距离接触珍贵文物的
体验。

记得刚进入本组，需要经过
清点交接手续才能正式接手库
房工作。看到、触摸到那些气
度雄奇的商周青铜器、精巧的
铜香炉、面目安详的铜鎏金佛
像时，我觉得非常兴奋，也很小
心 翼 翼 ，怕 不 小 心 弄 伤 了 它
们。在《古蜀宝藏》展点交文物
时，包括三星堆珍贵文物在内
的珍贵国宝就近在我眼前时更
是如此。可以如此近距离地观
赏到文物的每个角落，总让我
十分激动，对古人创造出的辉
煌青铜文化折服不已，产生了
在不同时空与古人对话般的奇
妙感觉。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对文
物保管员这份工作有了更深的
体会。这是一份平凡甚至琐碎
的工作，但责任和意义重大。
能够守护文物安全，能够让这
些文物发挥价值、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的荣幸。特别是这些文物在
展厅展出，像是被小心呵护的“孩子”得到
大家喜爱，我会感到很欣慰、很满足。

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底线、红线和
生命线。我们文物保管员的首要责任就是
保护好文物安全，责任大于天。但任何物
质都有产生、存在到消亡的过程。文物自
然不能脱离这个规律，我的工作就是最大
限度延缓这个过程。工作中，不能产生人
为的失误，对文物造成损害，缩短其寿命。

目前，我与焦大明主任两人搭档，负责
铜器库、钱币库的文物保管。其中，铜器库
的文物有 2000 多件套，钱币库的文物有
7000多件套。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根据
工作规定，我们必须要两人刷脸通过验证，
才能进入文物库房。

见证博物馆“冷”到“热”

作为资深文博人，对近年来博物馆的
由“冷”到“热”，我感受特别深。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博物馆的观众逐
年增多。2008年公立博物馆免费参观政策
点燃了观众参观博物馆的热情。这个政策
实施后，观众逐年增多，很多博物馆由原来
的门可罗雀到现在的熙熙攘攘。

慢慢地，人们对博物馆的收费展也能
接受了，文化消费的习惯建立起来。参观
博物馆已经成了观众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
内容。

观众对博物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严
格。从服务水平到展览内容，展览留言簿
上，观众提出的中肯意见越来越多，这说明
观众的欣赏水平、审美情趣在不断提高。

博物馆的工作自然也是越来越忙。其
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馆的临时展
览数量不断增多。这种由“冷”到“热”，反
映到我的工作上，就是文物展出的次数明
显增多。以铜器和钱币为例，以前临时展
览很少时，它们极少露面，随着临时展览增
多，它们参展机会越来越多。随着有些原
创展览多次在国内和境外巡展，我们的文
物甚至需要多次“出差”，与更多
观众面对面。

属于我的高光时刻

我叫姚亮，今年 24 岁。我
从小在广东东莞生活，现在是广
州博物馆的讲解员。

最开始接触讲解是高中毕
业后，在鸦片战争博物馆当志
愿讲解员。有一次，刚好碰到
高中的校领导和老师集体到博
物馆参观。他们突然发现了
我，于是让我负责讲解。平时
都是老师教我知识，这次却变
成了我“教”老师知识，那是属
于我的高光时刻。

大学我念的是编导专业，毕
业后刚好看到广州博物馆在招
聘，就报了名。能将自己的爱好
变成职业，也算是如愿以偿。

成为一名职业讲解员后，我
发现当年我穿着志愿者服、还
是个学生时，观众对我的包容
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他们觉得
我还是一个小孩，就算偶尔讲
错也没关系。但当我真正走上
这个岗位，不论你是入职一年，
还是入职了五年、十年，观众都
会一视同仁在要求你，因为他
们认为，你是一名专业讲解员，
就该对展厅里的每一件文物都
非常了解。

入职后不久，我就第一次被
观众的提问难倒了。那是在介
绍一件珐琅金鼎时，一位观众好
奇地问我，金鼎上的翡翠是什么
材质。我含糊地回答，那就是翡
翠。他接着又追问具体是哪种
翡翠，我一时语塞，心想，翡翠还
有很多种吗？后来我才知道，按
材质和颜色分类，翡翠种类确实
很多，而提问的观众正是一位职
业珠宝设计师。

讲解前我认为自己对展厅
的文物已经足够了解，但事实上那只是冰
山一角。这次经历提醒我，要养成看书的
好习惯，不断丰富讲解内容，努力把自己培
养成各个方面知识都有所储备的“杂家”。

一门令人遗憾的艺术

其实，讲解只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小
部分。我们还要负责幕后的专项活动策
划，写稿、拍摄、剪辑等都是必备技能，幕前
幕后同时抓是宣教工作的特点。

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广州博物馆迎
来巨大客流量。我们部门策划了一场直播
活动——“午夜入潜广博”，我是其中一位

出镜主播。这
场直播从晚上
十点半一直持
续到凌晨。当
晚，我们在仲
元楼为观众介
绍广州十三行
时期的商贸文
化及代表性文
物，为了吸引
观众，我特意
穿了一套清朝
官员的仿制服

装。这是我第一次
尝试线上直播讲解。

现场讲解，我能时
刻关注到每个观众的反应，如
果发现观众对某件文物感兴
趣，我自然会多讲一些。线上
直播面对的是镜头，和观众互
动比较弱，出镜主播的节奏把
握变得异常重要。

而讲解是一门令人遗憾的
艺术。每次冷静下来，都会发
现还有些内容可以讲得更好。
可能是某个地方不小心讲错
了，又或者说相应知识没有及
时扩展。这也鞭策着我必须要
一遍比一遍好，每一次都要比
上一次有提升。

摄影/贺全胜

致敬博物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