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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团导赏过程中，邝家健时
常感到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比如
有次清明节的活动，有些顺德人会
问老广在门口挂的那串绿色的叶子
是什么意思，这会打破我的一个固
有思维，以前以为珠三角地区的习
俗都差不多，但后来发现，不同地方
在门前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即使在同一片地域，也能体味
到文化的多元，但导赏仍是小众活
动，广州地区如今较为纯粹的导赏
活动组织团队并不多，“City walk”
火了之后，也并没能给“BOOK 導
賞”带来更多的客流。报名参与导
赏活动的，大多是年轻的工薪阶层，
但只有对历史文化感兴趣、想更加

深入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文化肌理
的人才会选择参与导赏活动。“不然
谁会把好好的休息日拿来‘听课’
呢？”邝家健打趣道。

但是，“如果有人听了我们的
导赏，能对这座城市多一点了解，
成为一个城市文化观察者，在潜移
默化中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就
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邝家健
提到，导赏中团队成员们最为注重
文化保育意识的培养，“城市肯定
是要发展的，有一些旧的东西可能
会慢慢消失，但我们希望它还在的
时候，能有更多人关注到，一座城
市不应该在发展中失去它原有的
底蕴和烙印。”

导赏员都有自己擅长行走的
导赏路线，有人生长在越秀山下，
小时候山上山下跑，能够在导赏
里加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体会，
这是一般旅游团导游无法取代的
事情。

邝家健最为喜爱的导赏路线，
还是在他最熟悉的龙导尾社区。那
个以龙导尾市场为中心的老街区，
有迷宫一样的街巷，串联起传统的
趟栊大屋、广式平房矮楼、小洋楼等
老建筑，商业繁华，叫卖声此起彼伏，
所听所闻全是粤语。在邝家健的记
忆里，那是一种独具老广味道的生活
方式：“以前大雨后街道就会浸水，蹚
过水，我就上学去了”。

一种全新的微旅游方式正在逐渐兴起，不同
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城市漫游更需要一位导
赏员

作为一个生活在科技时代
的“棋子”，杨利辉能看见这个
时代的大势——人工智能的兴
起。他甚至认为，历史博主也将
被人工智能替代；虽然当下热门
的ChatGPT暂时无法做到这一
点，但他认为，这是迟早的事。

杨利辉并不反感这股浪
潮。甚至在为这股浪潮添砖加
瓦：在制作视频时，他利用写代
码的技能，设置一键排版、一键
检查错别字的小程序；使用GIS
软件（一个分析地理相关性、趋
势和模式的工具）和PS技术制
作古代地图；把史书导入数据
库，只要输入关键词，相关的历
史记载就会自动呈现。目前，
杨利辉正在研究如何用模块
化、程序化的方式自动生成地

图，甚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
古籍批量转化成现在流行的音
频、视频。

在杨利辉看来，AI 取代大
部分人类工作是必然的，就像
纸张曾取代竹简，电子屏幕正
在取代纸张。他思考的是，在
这股浪潮下，自己能为历史的
传承多做些什么。“古书没人看
了，自然而然就需要将纸上的
内容电子化；我们显然知道图
片和视频正在代替文字，那我
就把史书视频化。”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一定会
终结，但他觉得这个时代需要
有他去做这件事。“或许 2033
年人工智能会替代历史科普博
主，但我还是想为 2023 年的人
做科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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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暑期博物
馆 研 学 游 大 热 之 时 。
今年的博物馆出现了
一 个 新 现 象 ，不 少 参
观 者 不 再 使 用 、租 借
博 物 馆 内 的 讲 解 设
备 ，而 是 给 手 机 连 上
耳 机 线 ，播 放 网 上 讲
解视频。这是因为现
在网络上能找到不少
针对热门博物馆和优
质展览的“研学”“导
览”类视频，有参观者
说：“有些讲解连参观
路 线 都 安 排 好 了 ，我
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这些线上导览视
频 直 接 跳 过 管 理 规
定 ，隔 空 进 入 博 物 馆
内 ，受 到 不 少 观 展 者
的 热 捧 ，同 时 也 带 来
争 议 。 针 对 此 现 象 ，
日 前 ，包 括 中 国 国 家
博物馆、山东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在内的多
家 文 博 场 馆 ，针 对 馆
内社会讲解出台管理
措 施 ，明 确 未 经 许 可
不得在馆内开展讲解
活动。

禁止的理由主要
有 两 个 ：一 是 讲 解 内
容 良 莠 不 齐 ，有 可 能
传 播 错 误 知 识 和 观
念 ；二 是 直 接 使 用 博
物 馆 和 展 览 资 源 ，涉
嫌侵权。

知识本来就需要
讨论、争论，在自由的
思 想 市 场 中 去 伪 存
真。比如三星堆的起
源 ，人 类 的 起 源 ，都
是 可 以 争 论 的 话 题 ，
而 不 需 要 权 威 的 、独
断的观点。禁止其他
观点、知识的传播，反
而 是 有 害 的 ，也 未 必
是博物馆传播知识的
初衷。

博物馆对文物有
产 权 吗 ？ 根 据《文 物
保护法》规定，文物属
于 国 家 所 有 ，博 物 馆
是文物保存和研究机
构。除极少数当代艺
术品外，博物馆内的文
物几乎都已超过著作
权的保护期限而进入
公有领域。所以，文物
是国家的，是大众的，
谁都可以拍摄，哪怕商
业拍摄也是可以的。

毫 无 疑 问 ，博 物
馆在此问题上存在自
己 的 利 益 ，那 就 是 讲
解服务往往作为一种
增值服务出售。当讲
解 服 务 可 以 远 程 进
行 ，这 就 意 味 着 博 物
馆的讲解服务从天然
的垄断变为了需要在
市场中进行竞争。这
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整理/大汗

“举着视频”
参观博物馆
不该被禁止

历史科普博主
杨利辉火了——因
为一条26个小时的
抖音“短视频”。视
频中，他一口气梳理
了五代十国的全部
历史，从黄巢起义到
唐朝覆灭，从陈桥兵
变到北宋建立。

对于普通人来
说，五代十国虽仅有
72年，但却有 14个
皇帝，时空混乱，不
易入门。杨利辉以
事件为脉络，把五个
朝代十个国家的兴
衰成败，讲得清清楚
楚。他的视频在抖
音上获得了上百万
点赞，被中学历史老
师放在课堂上播放，
被历史学教授于赓
哲称赞为“稳扎稳
打”。

然而，看多了王
侯将相“你方唱罢我
登场”，杨利辉时常
感到无力：每个历史
人物就像棋子，被一
只 无 形 的 大 手 左
右。反观现实生活，
作为一名普通的程
序员，杨利辉觉得自
己“甚至连一颗棋子
都算不上”。“我做
的事情不会在史书
上留下任何痕迹，就
像五代十国的一个
普通老百姓一样。”

但“无名棋子”
的命运，并没有让杨
利辉灰心丧气，反而
激发了他的历史使
命感：他想通过自己
的科普视频影响更
多人，努力证明自己
的存在。

“我可能就是一
颗 不 甘 心 的 棋 子
吧。”

和许多小孩一样，杨利辉
对历史的兴趣源于演义故事。
作为杨姓人，他家中的祖辈时
常对他讲起杨家将保家卫国的
传奇。这段故事发生在五代末
年至北宋初年，杨利辉因此对
五代十国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初中时，他已通读北宋薛居正
监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编
撰的《新五代史》。

虽然后来读了理科，大学
毕业后成了程序员，但当杨利
辉在网上看到一段错漏百出的
五代十国科普时，历史的火种
被重新点燃：他决心亲自操刀，
参照正史，制作清晰准确的科
普视频。

五代十国割据政权林立，
古今地名不同，只用口述的方
式讲述并不清晰。“再说多少遍
升州，大家也不知道这就是今
天的南京”。杨利辉抓住了一
个重要抓手——地图。视频打

底，就是一张他自己绘制的古
代中国地图，历史人物半身像
随着剧情在地图上移动，再穿
插口语化的人物对白和电视剧
画面，视频播放量很快上涨。

把历史人物的头像在地图
上腾挪移动时，杨利辉有一种爽
快感：他正在创造一个完全由自
己掌控的世界。“地图像是一个
棋盘，上面的人都是棋子。”由于
各国疆域变化频繁，每当杨利辉
制作新的疆域版图时，他能感觉
到自己的笔下微小的变化也包
藏着巨大的震荡。

制作视频之余，杨利辉也
打捞起了不少历史钩沉：比如
五代初年大将周德威，杨利辉
称他是关羽和诸葛亮的结合，
再如唐末高骈的部将张璘，一
出场就是摧枯拉朽的胜利。他
觉得自己像一个“挖坟人”，把
一段大家本来已经遗忘的历史
硬生生拔了出来。

历史的“挖坟人”

然而，杨利辉并不想用“有
趣”来形容自己制作视频的过
程：看多了历史人物从壮志满
怀到悲惨收场的命运，他深感
个体在历史大势下的渺小。“写
稿子时，写着写着就自闭了，有
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说话，就
是因为里面很多故事让我觉得
不那么美好。”

目前，杨利辉正在准备新
一期视频，讲述唐末宦官田令
孜把持大权，恃宠横暴，欺凌皇
帝。稿件的大纲早已拟好，但
杨利辉卡壳了六天，迟迟不肯
下笔，因为他不愿意让这一幕
无法被改变的悲剧，在自己的
视频里重现。“因为这个人的贪
念，所有人只能被迫接受可怕
的后果，无力改变。我发自内
心地不喜欢这种无力感。”

反观自己，杨利辉也觉得
自己会和那些史书上从未记载
过的人一样，在历史的聚光灯
外默默无闻。“若干年以后，我
做的所有事情几乎不可能留下
任何影响。”小时候读历史，杨
利辉总觉得如果是这些历史人
物，自己能做得更好；但随着年
岁渐长，他不再抱有这样的想
法。有粉丝问他，“如果你穿越
回中晚唐，你能不能阻止五代

十国的到来？”杨利辉觉得这个
问题并不成熟，“你穿越回去之
后，可能连个棋子都算不上，更
别说去阻止这个时代的到来
了。”

面对“无名棋子”的命运，
杨利辉却感受到一种历史责任
感。“在短暂的一生，我想通过
做视频、出书，给这个世界留下
一点东西。”

他能理解晚唐时期的唐昭
宗李晔和明朝末年的明思宗崇
祯——明知自己不可能改变命
运，但还是想试一试。“我知道
自己的努力可能不会给这个世
界带来任何改变，但是还是想
去抗衡一下，也算是给自己一
个交待吧。”

杨利辉所指的“改变”，就
是通过自己制作的视频潜移默
化地影响观众的价值观。在他
看来，五代十国乱世的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在于管理藩镇的
节度使权力欲膨胀，为了获得
更大的地盘四处征战，给老百
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希望
每个粉丝都有独立的人格去思
考问题：“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更
大的权力，把自己的欲望建立
在别人的痛苦上。也不能做一
个被人摆布的稻草人。”

不甘心的“棋子”

“必将被AI替代”

杨利辉在制作视频

杨利辉的两条总时长近 46 个小时的置顶视频播放量超过 5000 万

City walk，常译为“城市行走”“城市漫游”，参与者或毫无目的地或

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在城市中漫步、在城市中探索，深度体验城市中的历

史、人文、景观等。近三年来，这种微旅游方式逐渐兴盛，一度成为“热

词”，在 2022 年年初小红书发布的《2022 年十大生活趋势》中，城市漫游位

列第五。

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City walk 更为强调与城市间的互动，

对于不熟悉的城市，便需要一位导赏员。今年 36 岁的广州导赏员邝家健

早在 2010 年就开始进行 City walk 的活动，在这个概念之上，他和团队成

员们不断探索城市导赏之路。

2010 年，为了举办亚运会，城
市面貌焕然一新，广州大规模修缮
许多老式骑楼外墙，在统一的整修
标准下，一些骑楼外墙独有的建筑
风格和历史痕迹被抹去，这引起了一
群热爱古建筑的老广的注意，对于旧
城的改造和保护，一时成为热议。

在邝家健的回忆里，那是一场
热火朝天的讨论，在讨论中，广州老
城的历史以及生长在其中的老广们
的共同记忆，成为许多广州人提了
又提的话题。邝家健也融入讨论之
中：“你每天经过那些老建筑，已经
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它们突然消失，
那种震撼感会让你自然而然地去关
注和思考。”

在那一年，邝家健和很多广州
人开始重新审视这处土生土长的地
方。“我住在龙导尾社区，很熟悉那
里的每一条巷子，走哪都不会迷路，
但是不知道那些广式老建筑为什么
要用青砖建房子，为什么要用花砖
铺地，这种小疑问不断冒出来，你的
求知欲会驱使你去重新学习这座城
市。”邝家健说道。

邝家健在社群“广州街坊情”里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周末时，“广州
街坊情”的成员们偶尔会举行线下

聚会，一起出来“扫街”。有一次，有
成员提到国外流行的一种城市漫步
活动，也就是“City walk”，这启发
了他们：不如来一次City walk，去
看看我们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

2010 年 9 月，社群“广州街坊
情”组织了一场免费的城市行走活
动，名叫“从原点出发”，路线的起点
就是人民公园内“广州原点”标志
物。邝家健提到，当时成员们每次
以此为起点，从不同方向走向老城
区，在行走中，没有制定特别具体的
路线规划和内容设定，再加上缺乏
相关知识，成员们往往需要相互补
充才完成一条路线的探索。在邝家
健看来：“那次严格上来说，还算不
上是导赏活动，更像是网友见面会
的一次城市行走活动。”

导 赏 ，一 词 源 自 英 文 单 词
“docent”，是以传播本土文化为主
的心得分享活动，起源于欧美博物
馆的导览，传入港台地区后，又引
入社区营造和文化保育的概念。

不管国内外，导赏仍然是一种
较为小众的活动。2011年，邝家健
受邀参加了一次香港湾仔嘉咸街的
漫步活动，才逐步建立起“导赏”的
概念，并逐步深入探索。在那次活

动中，导赏员是一位 40 多岁的阿
姨，她带着导赏团穿行在她生长的
街市里，给邝家健带来全新的体验：

“她的讲解跟社区所有的人和景点
是紧密联系的，她就在湾仔长大，方
方面面都很熟悉，像和朋友聊天一
样地在讲解，她的情感是自然的。”

“阿姨说为什么要保育旧街市，
不仅是因为那里浓缩了记忆，还因为
关乎生长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计。
为了发展进行改造无可厚非，但如何
更多留存原有的文化内涵，同时让居
民也能跟社区一起向上生长，是改造
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情。”阿姨的一
席话，深深震撼了邝家健，也让他认
识到了导赏的意义所在。

香港之行让邝家健对导赏起了
兴趣。2012年，邝家健和几位同住
龙导尾的伙伴以社区北侧的同福路
为中心，规划出一条路线，借鉴香港
的经验，正式用起了导赏的名头。

即使生于斯长于斯，这条导赏路
线还是花了团队近两个月的时间来
规划设计，在微博上发起招募后，有
四十多人参加，比原先预期的人数翻
了一倍。在不间断讲了三个多小时
后，邝家健几近失声，让更多人了解
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累，但满足。

2012 年起，邝家健和同好不定
期组织导赏活动。2019 年，为了把
导赏做得更专业化，也为了更方便开
展导赏活动，邝家健和5名同好创办
了“BOOK 導賞”公司，走到如今，公
司只剩四个人，且直到现在，邝家健
都是公司里唯一一位全职导赏员。

“导赏是小众活动，赚不到钱，
养不了家，我每个月的收入达不到
广州最低工资。”邝家健解释，他因
为身体等各方面原因不适合长时间
坐班，才“幸好”有余力全职进行这
份工作。

据了解，“BOOK 導賞”目前已
在广州及附近地市开发了 40 多条
导赏路线，平均每个月举办两三次
导赏活动，每次费用大致在 88 元，
时长在两到三小时内，每次人数控

制在 8-15 人，“顶多 20 个人，人数
再多的话，讲解效果就不好了”。

邝家健介绍，以前他们开一条
路线，主要靠兴趣和过往经验，“比
如我知道同福路那一带有很多老街
道老建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就
去那个区域开一条路线。但现在我
们读了一些书，对导赏也有更深的
研究后，就会从内容和主题出发去
规划路线，后者的积累要更深厚、花
费的时间也更久。”有时，他们也会
根据实际情况规划路线，譬如近期
广州暑热当头，便会开辟夜游导赏
路线，但也要注意：“像东山等老城
区，都是民宅，一到晚上就没什么光
亮，并不适合导赏。”

一条线路的开辟并不容易，导
赏员除了需要对路线本身有一定了

解外，还要查阅大量资料，丰富完善
讲解量，并一次次实地内测，时间可
能要拉长到好几个月。并且路线不
是一旦设计完毕就一了百了，同一
条线路常走常新。“社区是鲜活的，
它可能每天都在变化，比如有一些
小庙前一天被拿来归置杂物，后一
天就进行了修整，我们要时常去走
一走看一看，更新导赏的内容。”邝
家健提到，如果没有持续的观察和
更新，导赏就会流于随意，“要对自
己讲解的地方保持熟悉。”

采访中，我们途经一处荒芜的
老式广味旧宅，邝家健突然停下指
了指它的楼梯扶手，扶手基座业已
不稳，棕褐漆色上满是尘埃，“你看
以前扶手的设计，就真的在考虑使
用者的感受，会更好扶。”他说。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张永奇 张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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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2 日“年味龙导尾”导赏，途经林氏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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