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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员的“花式变身术”
本报记者 祁晓娟

作为沧州博物馆的讲解员，他们对每一件展品都了如指掌，可他们在讲解
之余还做着和讲解“无关”的事——

“你好，请听我的介绍，跟我
来……”身着得体的西服套装，
戴上讲解麦克风，露出标准的笑
容，他们作为讲解员一边熟练穿
梭于沧州博物馆展厅的展陈中，
一边引导着观众将目光集中在
文物之上。

画风一转，还是这些讲解
员，有的穿越时空，成为“古代
人”；有的翻看词典，把讲解词翻
译成日语；有的做手工；还有的
加班加点剪辑视频……

“穿越”
马元洲是沧州博物馆一名

男讲解员。
在讲解工作中，他通过温和

有礼的态度、旁征博引的讲述赢
得游客们的赞叹。

在工作之余，他作为“总导
演”，在博物馆里带领观众们玩
起了“穿越”。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饮酒时
助兴的一种游艺项目，起源于春
秋，盛于魏晋。

马元洲化身“主持”，把演礼
人员分成两队，让大家将手中的
箭矢投入壶中，投中最多的队伍
为胜，胜者亲自为败者斟酒，表
示对其鼓励。

从入场、迎宾到演礼，马元
洲指导汉服爱好者和志愿者们
完成了投壶的一系列流程。

挽袖、抬手、投掷，一支支箭
落入酒壶中，前来参观的热心观
众也参与其中。

马元洲被同事们称为“才
子”，因为他不仅讲解工作做得
好，还懂得多。马元洲是沧州汉
服协会的理事。因为懂得传统礼
仪，所以每当传统的节日来临之
前，他和同事们都会策划特色的
活动。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
博物馆通过活动展现往昔盛行
的传统礼仪，目的是希望通过复
原礼仪仪式，让观众亲身体验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国文
化美。”马元洲说。

去年七夕节，马元洲策划了
古代婚礼的活动。从礼服到发
饰、道具等各种物品全是按照明
制婚礼的形式准备。入场、行礼、
登堂、谢宾……来到博物馆的游
客能欣赏到一场精彩的古代婚
礼。

学非遗、玩投壶、七夕节举
办汉服婚礼……在马元洲和同
事们的共同策划下，博物馆因为
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活”了起
来。游客们通过沉浸式互动，在
博物馆“穿越时空”，与历史对
话。

“花神”娘娘
在日常讲解工作中，赵姗

姗、李丽娟一直是穿着西服套
装。“变身”后，她们扮成“花神”，
身穿各具特色的汉服，缓步走上
舞台。

4月 2日是“花朝节”，沧州
博物馆策划了“且向春风迎花
朝”的文化活动。

12 名身穿优雅汉服、头饰
精美、妆容精致的“花神”在博物
馆的一楼大厅，在主持人的介绍
下，体态优美地走上舞台展示自

己的形象。
赵姗姗、李丽娟是博物馆的

90后讲解员，“花朝节”那天，她
俩装扮成了“花神”。赵姗姗扮演
的是荷花花神，李丽娟扮演的是
菊花花神。她们一颦、一笑、一
步、一挪，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之
美。

作为年轻的讲解员，她们活
力十足。扮成“花神”时，她们婀
娜的身姿，给人一种古典美。

李丽娟从小学习舞蹈。“我
的舞蹈功底在这个时候就能发
挥作用。”李丽娟说，她和赵姗姗
商量着如何摆出优美的舞蹈动
作，让自己更加贴近“花神”的形
象。

“为此，我们排练了好几
次。”赵姗姗说。“其他‘花神’的
扮演者是博物馆招募的汉服爱
好者。”

在展示中，她们优美的动作
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赏。很多
观众还争相和“花神”合影。

“咱们博物馆有一只在大运
河沉船中发现的碗。碗上面有荷
花图案。”赵姗姗说，她还告诉观
众，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展厅参
观。

扮花神、扮仕女、扮古代新
娘……她们上演着博物馆的百
变“大咖秀”。

日语翻译
在讲解之余，张拴干了一件

“份外”的事，就是把汉语解说词
翻译成日语。

她 2014 年大学毕业后，来
到沧州博物馆成为一名讲解员。
每个展厅的介绍词都装在她的
脑子里。“讲解起博物馆的各个
展厅，我通常能用两个多小时一
口气讲下来。”张拴说。

上大学时，张拴学过一段时
间的日语。“在学校里学习的日
语都是生活用语，跟博物馆的讲
解大相径庭。”张栓说。

在博物馆刚开馆的时候，张
拴就利用业余时间尝试着把历
史厅的讲解词翻译成日文。

博物馆的讲解需用到很多
专业术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她
也会遇到很多过不去的“坎儿”。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翻译
新石器时代讲解词的时候，有
一个词是麋鹿角。角字的日文
发音有很多种，我就在字典里
开始查阅。”张拴说，在确定了
正确的发音和词汇后，她特有
成就感。

那段时间里，张拴白天想着
翻译的事，晚上也想着翻译的
事。家人和同事都说她“魔怔”
了。

2019 年，正在博物馆一楼
大厅准备接待客人的张拴，得知
一名日本客人来沧州博物馆参
观。

张拴走上前去，用日语做了
自我介绍，又向日本参观者介绍
沧州博物馆的情况。讲解结束
后，这名日本游客向张拴表示感

谢。
让张拴印象深刻的是，沧州

一家医院请来的学者中有几名
日本游客。张拴向几名日本游客
用日语讲解。他们边看边问，张
拴也用日语回答日本游客。

参观结束后，其中一名日本
女士给张栓和沧州博物馆作出
很高的评价。那名女士说，她的
女儿正在上大学，特别喜欢中国
文化，也正在学习汉语。毕业之
后，她要带着女儿来中国走走看
看，有机会还要来沧州博物馆参
观。

“巧手”
讲解员郭文丽喜欢美术，更

懂手工。

每天，郭文丽都会给游客讲
解文物的“前世今生”。她在沧州
博物馆工作 9年了，是讲解员中
出了名的“巧手”。

最近，郭文丽就成了“美术
老师”。在博物馆举办的“童画沧
博——我与博物馆”的绘画比赛
中，她负责给孩子们指导，并评
选出优秀的作品。

这次比赛，仅运河区解放路
小学一个学校就交上了 100 余
幅作品。郭文丽负责初选并作出
点评：哪幅画有特点，哪幅画优
点多。

更多的时候，郭文丽还是博
物馆的“手工师”。不论举办什么
活动，需要准备道具，郭文丽就
会主动站出来表示：我做这些没
问题。

风筝、泥塑、画作……利用
业余时间，郭文丽很快就把它们
做出来。

活动中，如果没有化妆师和
造型师的时候，郭文丽就会充当
起临时的“化妆师”“造型师”。

在博物馆举办汉服活动中，
郭文丽提前在网上学习化妆、盘
头。“我跟着教盘头的小视频一
点一点学习。”郭文丽说。

她给工作人员做完造型之
后，大家纷纷夸赞她做的造型比
专业的造型师做得好。

导演+摄像
没有讲解任务，苏荟洁就

会扛着三脚架在博物馆的各个
楼层拍摄，坐在电脑前剪辑视
频……

由苏荟洁策划、导演、拍摄、
制作的《Dou 来讲文物》系列视
频，在沧州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
和抖音账号上播出后，广受好
评。

她拍摄的小视频之所以受
到年轻人的喜欢，是因为她在视
频中紧跟热门话题，用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介绍文物。

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件唐
代持笏立式女俑。苏荟洁结合了
比较火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
姐》，从人们喜欢看《乘风破浪的
姐姐》这个话题开始，讲出在中
国的古代也有很多厉害的“小姐
姐”，比如唐代持笏立式女俑。

这个唐代的“小姐姐”手持
笏板，脚踩官靴，是一名唐代的
女官。视频里还科普了唐代女性
的社会地位。

每一个小视频的时间不长，
但要在前期进行策划。策划完成
后，苏荟洁就搬着三脚架和照相
机去拍摄。拍摄完成后，她在电
脑上完成剪辑、上传等工作。

“我就是想让文物‘活’起
来，把文物知识更好地向外传
播。”苏荟洁说。

《古代的存钱罐》《唐镜》
《4000 年的“蒸锅”》《分餐的食
案》等小视频完成后，她心中那
份自豪感、成就感油然而生。

《Dou 来讲文物》系列小视
频获得了好几个省级奖项。“我
们不要做博物馆里的复读机，我
们热爱博物馆，想要尽一份自己
的力量，让更多人爱上这里。”苏
荟洁说，为此他们还要继续努
力。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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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左岸电梯大厦，共五层，550平米/层，
整租、分租均可，临街独院，可停车，有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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