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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群琛 曲经纬 实习生 谢佳航

被誉为“运河之舟”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这座刚满百天的博物馆一经开放，便吸引了不少历史爱好者的关注。数据显示，

自去年12月27日开馆以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已接待参观者超51万人次，其中青少年占了五分之一。

一批国之珍宝的展出，让观众们大饱眼福。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也拿出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供大家参

观。这里介绍运河，但又不止运河。

00号讲解员号讲解员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身披红装的专职讲解
员成了一道独特风景。百日来，每天 3场公众讲解
和平均 20 个团的接待量，让讲解员总是被观众包
围着。

“大家可以看到这件文物的外形十分奇特，它的
名字叫做匜（音同‘疑’），在古代它不仅是一种盛酒
的器具，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礼器……”北京大运河
博物馆0号讲解员、首都博物馆宣教部讲解主管刘萍
一身红装，精干利落。

“讲解不是照本宣科地背，而是‘因人施讲’。我
们的讲解词不断更新，逐步提高讲解内容的丰富度，
也会根据讲解对象的不同，变换每场的讲解重点。”刘
萍的讲解总能在不知不觉中牢牢抓住观众注意力。

她用了一周时间将 27 万字的展览大纲改写成
1.7万字的讲解词，再消化记忆，变成信手拈来的知
识点……

除她之外的9位讲解员都是新人，无论是信息核
实还是讲解技巧都要“补课练功”。每晚8点闭馆后，
新人们都会来到刘萍的宿舍“吃小灶”。每天三至四
件文物，图片投影到电视上，刘萍说一遍，大家练一
遍，共同查资料、补信息，不断丰富讲解词。三个多
月的时间，累计编写三四百件文物的讲解词。从青
铜玉器到书法绘画，从历史典故到民俗故事，用一座
馆读懂一座城，新人渐渐“上手”，以前因为不了解、
绕着走的文物，现在可以带着大批观众驻足细赏、侃
侃而谈。

乾隆款粉彩六方套瓶是首都博物馆馆藏36件在
北京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之一，不论在本
馆还是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都需要讲解员倾注精力
和时间细细品读。“它背后的故事，更加吸引观众。”
刘萍说，“它曾陈设于圆明园，在英法联军焚掠时被
拿走了，直到 2000年在文物专家和北京市文物公司
的努力下，才得以回归祖国。”

既要会“讲”，更得会“解”。不要以为讲解工作
一成不变，讲解员不仅要根据展陈不断更新内容，每
天还会遇到各种如随堂考试般的观众提问。

在刘萍看来，讲解员要做到“百问不倒”，需
要具备强大的洞察力和使命感。刘萍是首都博
物馆 2005 年的第一批讲解员，近 20 年的工作经
验也让她练就出一双“火眼金睛”。“文物一旦动
了，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刘萍说，展厅文物不断
更新，讲解也须即刻调整，把最新鲜准确的内容
留给观众。

一件被观众纠错的文物一件被观众纠错的文物

前不久，刘萍完成一次讲解后，一位大叔叫住了她，说家里有一件宝
贝跟这里的“镇馆之宝”一模一样。原来，这位观众是潘家园的一位古玩
商人，希望博物馆能把他手上这件宝贝收购了。

这话怎么接呢？刘萍知道，鉴宝寻真其实是很多文物藏友的一大乐趣，
博物馆里更是常见到不少爱好者，他们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收藏也有独
到见解。她与对方交流起专业知识，并告知首都博物馆每年都为群众提供
免费文物咨询的活动，由专家大咖给出专业建议，邀请他常来博物馆互动、
挑错、探讨。见遇到了内行，对方也很高兴，与她聊了不少专业内容。

这不，前不久真让她遇到了“高手”。上个月，在石刻园林展区，一位
观众提到“你这个石刻不是明代的，还能追溯到更早。”这位观众给出专
业判断理由后，被刘萍重视起来，反映给策展人。果然经过求证后发现
这件石刻来自元代。

三大文化设施开放后成为通州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但有一次刘
萍打车时却听司机说“‘三大’里博物馆最没意思”，她登时急了，非要人
家说出理由。近一个小时车程，她从展品讲到大运河，从北京城讲到通
州城，司机听得津津有味，下车前说：“这些细节我没注意到，下次去一定
要好好看看。”

刘萍在这场“掰扯”中胜出，既满足又有些小遗憾，也更认识到讲解
传播的重要性：“文物无言，需要‘代言’”。

现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每天 10：30、14：30和 17：30会安排三场公
共讲解。刘萍带队伍，打磨讲词，分别准备出了 5分钟、20分钟、45分钟
和60分钟四种不同版本的讲解词，服务不同需求的观众。每晚的“补课
练功”也仍在继续。

寻宝的人在这儿找到乐子寻宝的人在这儿找到乐子

“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不仅能领略大运河文化，一睹首次亮相的
珍宝真容，还可以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成长脉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东馆）筹备处副主任张杰说。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位于运河北首的通州区，正所谓“一枝塔影认通
州”，此地因漕运自古繁盛，运河文化源远流长。在博物馆的“寻宝”过程
中，观众也会与“通州元素”不期而遇。

和朋友走进第3展厅的常鹏很快被一方墓志铭吸引，俯身仔细观看，
他惊喜地指给同伴：“这儿写着‘通州’。”这是 1975年出土于通州区梨园
镇三间房村的金代宣威将军石宗璧的墓志铭，因其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
记载有“通州”二字的文物，而格外珍贵。

第 5展厅中，一把画着密密麻麻符号的扇子颇为吸睛。见过扇子画
山水、题诗词，还真没见过画符号的。这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军粮经纪
密符扇。漕运鼎盛时期，石坝、土坝码头的军粮经纪需要检查漕粮，为了
保密，他们以符号代替身份。检查完毕的漕粮，大光楼的官员会再次检
查。如果发现不合格的漕粮，会根据符号找到相应的人。这就是古人的
智慧，也反映出漕运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此外，这件文物的捐赠者
陈乃文就是军粮经纪的后代。

心里有观众心里有观众 尤其是老少尤其是老少

首都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值班主任冯建伟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将放
置在博物馆各处的留言本收集起来，看看观众留下了什么宝贵建议。

梳理发现，开馆以来，观众反映最多的是进馆环节。目前该博物
馆可刷身份证进馆，没带身份证时可使用驾照等证件，或出示身份证
照片，检验后进馆。但一些老年观众反映，他们出门很少带身份证，
主要带老年卡。“发现大家提出这个意见后，我们很快在工作人员手
持仪器中加入了老年卡的验证功能。”冯建伟说。

一老一小，都是博物馆的服务关注重点。
丰富的社教活动，让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非常受亲子家庭欢迎。

开馆以来，馆内共举办了34场社教亲子互动活动，都与大运河文化有
关，参与人数过千。比如运河纸船制作，孩子们DIY纸船模型，绘制漕
运船，模拟运河行驶，了解运河船只的不同种类和用途。通过寓教于
乐的方式让参加活动的家庭玩得不亦乐乎。

博物馆里吃顿饭难得博物馆里吃顿饭难得

两份烤肠、一份咖喱鸡和一份红烧肉新鲜出炉。“135号！您的餐
好了，请取餐！”位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共享大厅地下一层的运河食
舫传来叫号声。在偌大的博物馆里走上一圈，还真要补充些体力，中
午时分，点单的客人络绎不绝。板栗红烧肉、狮子头、炸酱面……美
味丰盛的午餐让人胃口大开。

运河食舫餐厅的整体布局和食物设计都以漕运和北京文化元素
为主。用餐的游客置身于由船帆样式的墙板装饰的空间内，品尝美
食的同时感受运河文化。

“人的五感各有侧重，气味触发深层记忆，声音构建情绪环境，味
觉则记录每一场探索、每一路旅程。”文化场所的餐厅都带着浓浓文
化味儿，餐厅相关负责人说，运河食舫注重传承和创新，把食物当作文
创的一部分来开发。餐厅里不仅有正餐，还有各式零食。其中，文创
雪糕以大运河上的船楫和燃灯塔为创意元素，慕斯蛋糕则以“龙生九
子”为原型进行二次创作，还有中式运河茶饮、运河创意茶点、运河糖
葫芦等，好看又好吃，都是游客打卡的必选。

小小餐厅格外火爆，客流量最多时一天卖出600至700单，“我们
会提前备菜，出餐时间尽量控制在5分钟以内，米饭套餐一般是1至2
分钟，面条套餐在 2至 4分钟左右，不耽误大家用餐和游览。”运河食
舫项目经理柳佳奇说。

吃完饭，可以走进不远处的“运河风物”消消食。这是一处文创空
间，入口处显眼的大运河龙形地图冰箱贴最受欢迎。八块形式各样的冰
箱贴组合成一个正方形，整体采用仿掐丝珐琅彩工艺，中部是隋唐大运
河与京杭大运河的河道，运用河道走势巧妙画出一条栩栩如生的龙。

运河风物文创店店长黄福苓说：“这条龙的尾部是浙江省杭州
市，上面刻着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顺着这条龙一直向上看，冰
箱贴上有运河流经六省两市的风景名胜，最后龙头的位置就是通州，
上面还有通州的燃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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