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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明天（5 月
18日）是第四十二届国际
博物馆日，有一群人已经
进入到了紧张的工作筹
备阶段。他们怀揣着对
文物的满腔热爱，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在文博的
道路上辛勤耕耘着。他
们有的背井离乡，却同样
选择在这片热土上扎根，
从少年熬成白头。他们
是文物的守望者，有着一
个共同的职业信仰：择一
业，从一生。

记者曹宝心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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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喜欢这份工作，是无法坚持下去的。文物保护工作是一
个浩大的工程，动辄就要耗费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时间。例如2008年出水的南宋
沉船——华光礁1号沉船文物保护项目目前已耗时十余年光景。”海南省博物馆文
物保护与修复部副主任包春磊告诉记者，他于2011年入职省博物馆，至今已有8年
时间，在这期间，华光礁1号沉船文物的保护工作从未停止过，目前仍然是馆藏文物
保护工作中的重点项目。

包春磊介绍，南宋沉船文物保护项目一共分为三期。第一期的脱盐脱硫工作已
经完成，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期，填充加固阶段。“因为船板是木头做的，在水里泡了
800多年，里面基本已经是腐朽的状态，只要一脱水烘干就会变成灰一样的东西，风
一吹就散落了，所以需要用高分子材料进行填充加固。但由于高分子材料在常温下
无法溶解，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对水池系统进行加热改造。最后才会参照南宋古船的
原型对其进行复原。”包春磊表示，“文物保护很可能十年、二十年都在做同一件事
情，在同一个项目上打磨，非常考验文物工作者的耐心和毅力。”

今年是秋颖在省博物馆工作的第五年，
自从读大学时第一次走进博物馆，看到琳琅
满目的展品时，她就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扎
根。

“讲解员的工作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中
那么枯燥乏味，每一次新设展览或是展出文
物都是一次知识的系统更新。讲解员不仅要
记忆力好，还要有一定的历史功底，不然很难
一下子记住那么多的东西。”

秋颖告诉记者，在博物馆，讲解员的工
作除了基本的接待讲解，还要能够编写讲解
词。除此之外，也要负责社会教育活动的策
划与执行以及志愿者管理。“所以我们采取轮

流执岗的方式，每天有四名讲解员在资讯台
执勤，其他人则负责其他工作。”

作为一名讲解员，秋颖对博物馆内每一
件展出的文物尤其是重点馆藏都烂熟于心。
因为在编写讲解词的过程中，对文物背景资
料以及历史来源的了解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一份讲解词要经过专家讨论、研究认
可，才能采用。讲解员不可以擅自更改讲解
词，只能是在接待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去解答
观众的疑问。但因为讲解员也不是万能的，
有时候也会有回答不上来的时候，所以我会
记下每一个我无法解答的问题，再去完善相
应的知识补充，以备下一次再次遇到同样或
是类似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讲解员的基本知
识素养。”

她说道，其实讲解接待也是一个颇具眼
力见的工作，要做到因材施讲。“遇到资深文
物爱好者，就可以在讲解的基础上多做一些
文物知识的延申和补充。如果接待的是小朋
友，则需要更多的耐心和互动体验。为了照
顾当地老年人的习惯，个别讲解员还会用方
言进行讲解。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文物展品在
自己的解说下更加准确、生动鲜活。”

在秋颖看来，博物馆是城市的第二所大
学，通过自己为文物“代言”，让市民游客深入
了解海南的人物地理以及风俗文化，是这份
职业带来的最大成就感。

包春磊：

文物保护必须零差错
十年匠心磨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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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文物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文物保护
师在修复过程中必须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只能是零差
错。” ——包春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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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文物展品在自己的
解说下更加准确、生动鲜活。”

——秋颖

秋颖：

博物馆内每一件
文物都烂熟于心

文物的征集不仅仅是器物的收藏，每一
件藏品的背后，也许都带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静候岁月的倾听。

尽管2017年才正式加入省博物馆征集
部，但刘凡已经在文博这条路上走了很长的
路。“我原来是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做古籍管
理的工作，后来调来海南。”刘凡说，他喜欢
文物是受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原来也是
文博工作者，我小时候经常跟着他到博物
院里玩耍。毕业之后就进入博物院工作，
从讲解员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地积攒专业经
验和社会阅历。”

刘凡介绍，文物征集，就是将散落在社会

各个角落里的价值文物收集到博物馆里。
“我们经常会外出调研或是通过同事、同行
之间爆料挖掘线索。有了线索之后第一步
了解该物品是否与馆藏需要相匹配。接下
来就到目的地踩点，并对实物进行初步的观
察鉴定。”

刘凡坦言，文物经过初步审核之后，还需
要经过行业内权威专家进行进一步的鉴定以
及市场价格估算。

“鉴定结束之后，还需要专家团队进行讨
论，最终敲定该文物是否具备收藏条件和价
值。此外，接受捐赠也是征集工作的一部
分。这些文物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才
能进入博物馆收藏，因为每一件进入馆藏的
文物必须有严谨的出处和过程，并且要符合
国家文物法规定。”

刘凡说，“征集员是一份非常考验‘眼
力见’的工作，不仅要会看、懂判断、还要能
与卖家周旋、讨价还价，有时候为了能让藏
家无偿捐赠，还要耐着性子软磨硬泡，没有
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社会经验是做不到
的。”

“征集员要对文物有基本的鉴别能力。
我们征集团队每年都要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
的培训班，对青铜器、瓷器、玉器等进行基础
的鉴定学习。平日里文物书籍都是叠成一摞
高的。”刘凡说。

征
集
文
物

C

“征集员不仅要会看、懂判断、还要能与
卖家讨价还价，有时候为了能让藏家无偿捐
赠，还要耐着性子软磨硬泡。” ——刘凡

刘凡：

征集员要会鉴定
还要会讨价还价

“文物策展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内容设计主要包括展
览主题的确定、展览名称、展品的内容和图
片选取等。从各个角度来解读展品的文化
内涵和展览的主题。形式设计涵盖展品的
选择、空间规划和摆设等。”省博物馆文物策
展员张蕊告诉记者，策展员相当于一个杂
家，对专业知识要求多，不仅覆盖了历史学、
文学、设计学、美学等学科的知识，有时候还
会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领域，“这
样才能为展览的设计提供更全面视角的思
维碰撞。例如运用生物领域里的人体功能
学，在设计游览通道的时候会考虑到特殊人
群的不便，从而采取更为人性化的空间设
计。”

张蕊说，例如南溟奇甸为博物馆九大陈
列的总称，就取自于描绘海南地方文化以及
风俗文物的《南溟奇甸赋》。而九大展览的主
题名称“南溟泛舸”、“仙凡之间”、“方外封疆”
等也同样来自于词赋中的内容。“这在构建展
览框架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依据，一层展览

“南溟泛舸”讲述海洋文化、二层“方外封疆”
侧重历史概念，三层的“仙凡之间”则是介绍
少数民族的风情故事。”

张蕊坦言，在策划一个展览的时候，内
容和形式的设计是不可分割的。一般情况
下，策展员会先列出内容的大纲，然后再根据
大纲框架进行初步的形式设计，后期根据实
际的空间情况进行调整。“策划一个展览需要
通过整个团队的沟通协作，每一个流程都会
有明确细化的分工，由经验丰富的策展人进
行统筹和规划。”

张蕊说，南溟奇甸展览从前期的策划到
展出总共耗时将近五年的时间。从前期的确
定主题，然后根据主题寻找内容和展品，策展
人需要对每一件藏品，对展览所涉及到的地
方历史的文献文化，以及后期的平面设计有
专业而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博物馆内基
本陈列一般都是3-5年才能更新一次。临时
的展览可能一个月一次。但考虑到不同受众
群体有不同的观赏需求，我们会在原有陈列
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多媒体或其他体验感较强
的互动形式。”

张蕊说，策展是博物馆工作中最繁琐的
工种，“这是一份十分耗费脑力的工作，在策
展之前必须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只有把自
己变成专家，才能更好的理解和设计展览。
策展人还要考虑到用公众能够接受的方式
去呈现和传播。所以我们团队里有成员专
门负责传播和受众心理分析。”

策展人相当于导演。要更准确地展现海
南地方的风俗文化，不仅要跟进前期的资料
采集、文物征集，也要盯紧后期展厅的设计施
工甚至是维护，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的把
关。“海南岛，我们环岛考察了三五次，到每个
村里去与当地老人沟通，了解当地的历史人
文风俗。又如海南的湿度大，文物保存不当
可能会发霉，这就要求策展员在设计的过程
中提前与建筑公司讨论沟通，规避这些问
题。”

近年来，海南的动漫产业进入了起步发
展的阶段，动漫的受众群体也在不断增加。
张蕊透露，目前她和团队正在筹划一个动漫
展，“这对于我们策展人，尤其是学历史、考古
专业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几乎
所有的知识储备都得从头开始。不仅要把中
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动漫发展史进行深入的
调查研究，为了确保展览概念和主题的准确
性、创造性，我们也会去动漫公司考察其工作
运行模式，了解动漫制作的过程，及时更新策
展思路等。”

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来到海南工作，张
蕊说，除了对文物工作的热爱，她希望通过
展览的设计，逐步展现出愈来愈有魅力的海
南岛。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博物馆是一个高冷
而枯燥的地方，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与时俱进，
在这里你可以寻找到很多生动的历史文化记
忆和祖辈们的生活轨迹。我们的工作就是一
个不断寻找文化记忆，又不断地在给下一代
或海南游客讲述故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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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寻找文化记忆，
又不断地在给下一代或海南游客讲述故事
的过程。” ——张蕊

张蕊：

策展员是“杂家”
要把控每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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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颖

张蕊张蕊 刘凡刘凡

包春磊包春磊((右右））

对馆藏文物的日常保护也是包春磊的工作，海南常年高温高湿，展厅里的文物
容易遭遇虫咬病害或发生锈蚀。“值班人员只要发现问题，会第一时间向文物保护师
汇报，我们也会不定时地巡查展厅。”

包春磊透露，文物修复的本质就在于延缓其继续老化与衰变程度，每一件馆藏
文物进入博物馆之前都需要经过检测和防疫，工作人员会根据破损程度设计修复方
案。每遇到一个新的文物，工作人员都要进行反复的实验和测试，这是一项非常严
谨和琐碎的流程。他说，“因为每一件文物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文物保护师
在修复过程中必须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只能是零差错。”

在8年的职业生涯中，令他印象深刻的修复项目除了华光礁1号沉船之外，还有
2012年出水的一批铁炮。“我记得这些铁炮原来是从新港以及文昌的清澜港各个码
头挖掘出来的，重量从一百公斤到两吨不等。因为这些铁炮是从海水里打捞出来的
文物，海水的盐分富含氯离子，对金属文物来说是致命的伤害，运过来的时候锈蚀得
非常严重。”

他坦言，这批铁炮单单是脱盐的过程就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前前后后共花了
30个月才修复并还原，目前陈列在博物馆展厅内。“看着一件文物从破损到还原，是
我们工作最大的成就感，也是一个文物保护专员的职业信仰。”

包春磊透露，文物保护工作除了做实验之外，还要做档案记录。“每一个文物都要
建立一个档案，内容包含其名称、重量、以及尺寸、破损程度、适宜的温度湿度等基本资
料，文物保护专员每天要做的就是记录这些文物的修复进展以及采用的材料等。”

他还表示，虽然做文物保护工作基本都是老师傅带进门，但因为所有的保护材料
都与化学有关，这一领域的人才基本是化工业或是文物保护专业出身，掌握化学基
础是文物保护专员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以前也有其他专业的同事来实习，但他们连基本的化学浓度配比都做不来，工
作就没法开展下去了。我们这一行业对专业知识要求高，人才流失的情况也非常严
重，因为这并不是一份高收入且能够立刻收到成果反馈的工作，所以能够坚守下来
的人大多是抱着一种匠心的精神在磨练。有可能是十年，也有可能是二十年，从少
年熬到白头也是常有的事情。”

关注 5·18国际博物馆日 关注 5·18国际博物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