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4年3月7日  本版编辑／杨柳    美编／王蕾
E－mail：yangliu@fengone.com

“我叫李茜子，是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

教育中心主任，在博物院工作已经 21 年。

我和湖南博物院，一见钟情。在学生时代，第一

次看见那栋红墙绿瓦的古老建筑，就倍感亲切。大学

毕业，我来到这里应聘，再见这座老房子，更加怦然

心动。

这一份心动，让我坚守了 21 年，也让我们部门的

24 个小伙伴，近半数在博物院的工龄超过 10 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浩

全国率先更名“教育员”
为什么如此热爱？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带来的成

就感，更多是我们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执念。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你们教育员到底是干什么的？

简单讲，我们是从讲解员团队升级而来，而这场全国

更名行动，就源于我们湖南博物院。

2008 年，中央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博物馆首

次向社会免费开放，湖南博物院发布消息后，观众飙升，

馆内经常人满为患。参观的人多了，博物馆就得扩建升级。

展馆升级，讲解服务也要同步升级。为了改变以往“背

台词”式的讲解方式，我们主动要求给自己加任务：除

了简单回答游客的问题，还得成为文物学者、历史专家，

既要能撰写讲解词，又要能组织策划活动。就这样，我

们向馆长提出更名请求，将“讲解员”更名为“教育员”。

还记得刚更名后不久，一位游客就在我们的留言板上

写道：我的所有提问，你们都对答如流，真心给教育员

点赞！

我很感慨！互联网时代藏不住独门秘方，我们的创新

之举立马就得到了兄弟省份的关注。后来，越来越多省

博为讲解员改名，最终，连国家博物馆也改了！现在想想，

我们还真是很好地体现了湖南人“敢于吃螃蟹”的创新

精神！

 

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
名字改了，服务升级了，我们的初心始终不变。博物馆

越来越火，那我们要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2018 年，我们接到热播节目《国

家宝藏》的邀请，带着三件镇馆之宝前去参加。其中，关

注度最高的就是“身世坎坷”的皿方罍。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古董商人倒卖等原因，出土于

湖南的皿方罍盖身分离：器盖留在国内，器身则在海外漂

泊了近一个世纪。直到 2014 年，湖南人用“众筹”的方式，

经过极为艰难的洽购，皿方罍终于合体回到湖南。

走进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在“湖南人——三湘历史文

化陈列”展厅中，你就可以看见皿方罍。对于我们文博人

来说，皿方罍“回家”了，我们更要把它的故事讲好讲透。

为此，我们撰写了近 20 版解说词，将湖南人“让流失文物

必须回家”的急切情感和努力付出讲解得淋漓尽致。好多

游客为湖南人竖起大拇指，说在“完罍归湘”的故事中，

看到了湖南人的大爱，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2015 年，创建湖南首个由大型

厢式货车改造而成、面积约 35 平方

米的“移动博物馆”。湖南博物院教

育中心带上文物，送教下乡，足迹

遍布全省各地，已开展数千场活动，

辐射偏远山区的青少年 5 万余人。

2018 年，湖南博物院受邀参加

央视节目《国家宝藏》，带着“身世

坎坷”的皿方罍等三件镇馆之宝参

加录制。

2022 年，“移动博物馆”教育项

目获评“湖南省直机关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

2022 年，湖南博物院教育中心

获评湖南省三八红旗集体。

2023 年，湖南博物院教育中心

讲授的“好好学习”文博系列课程

之“阅读湖湘 红色之旅”线上课程、

“汉风文化进校园”系列课程，入选

全国文博网络学院课程库。

文化之路

是啊，不正因为有这股子“霸得蛮 耐得烦”的韧劲，

我们才能从外国商人手中拿回自己的宝藏吗？

这些年，皿方罍归湘、马王堆汉墓震惊中外，精彩

展陈中需要讲的故事太多了。而除了服务好现场参观

的游客，我们也想让更多青少年看到文物的价值、读

懂文物的故事，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

 

创建“移动博物馆”，传递文化精髓
于是，我们在承担讲解工作之余，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任务：与教育部门一起创新教学课程，让宝藏文

化进校园、到山村。

2022 年，我们成功出版《“汉风文化进校园”示范

项目课程设计案例》，在省内外27 所学校开展汉服礼

仪教学。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长沙市红卫小学开展的一堂

“小小礼仪官”文化课上，我跟孩子们说：“今天，我

们要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新体验，目的地是 2000 多年

前的长沙——辛追夫人的家！”孩子们兴奋不已。在

我们的还原讲解中，他们了解了辛追夫人的生活起居，

观摩了梳妆礼、服饰礼，萌生出对文物探索的兴趣。

后来，一位家长打来电话，迫不及待地问我们，

下一堂课是什么时候。她很感谢我们将历史文物与教

本课程相结合，让她原本压根不爱听历史的儿子，回

到家就主动跟爸妈讲起了辛追的故事……

看到孩子的变化，我们更加有了动力。可城市里

的学生能够近距离感受博物馆的文化魅力，偏远山区

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想，既然他们很难来长沙，那就让博物馆去

到他们身边吧！于是，我们创建湖南首个由大型厢式

货车改造而成、面积约 35 平方米的“移动博物馆”。

之后，我们带上文物，送教下乡，足迹遍布岳阳、益阳、

郴州、湘西等地，已开展数千场活动，辐射偏远山区

的青少年 5 万余人。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我记得在历史文献

中记录了这么一句有关博物院的话：它打开了一扇时

空之门，上通 50 万年前的上古湖南，下连无限的未

来，展示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多彩，让人们在惊叹的同时，

找到根的归依，收获前行的智慧和信心。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也触动着我们 24 名博物院

教育员。我们在为之惊叹的宝藏中感悟文化自信，也

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中，传递文化精髓，释放智慧、培育

信心。

去年，沈晓明书记提出要打造“全世界最亮眼的数

字博物馆”，打造以湖湘文化为特色科技创新性高地，

这无疑对我们博物院人又是一次巨大的升级与挑战。

如今，我们教育中心再次紧跟时代步伐，将数字

化广泛应用于工作之中，推出线上课程，讲述宝藏的

前世今生；打造多媒体舞台剧，激活历史之魂……以

科技手段，讲好文物故事。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观

众走进博物馆的殿堂中，汲取祖先留给我们的无穷宝

藏；也会有更多孩子徜徉在历史课堂，感受中华文明、

讲好中国故事、传承湖湘文化。

追一束文化之光！她们让湖湘宝藏“开口说话”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