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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部和

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

知》要求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管理的博物馆、纪念馆和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从此，

博物馆进入一个全面迸发的发展时期。截至2015年年底，

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达到4692家，其中向社会免费开

放的博物馆就有4013家。

我国的博物馆不仅在数量上蓬勃发展，在管理能力、

服务质量、科研力量等方面也无一不彰显我国博物馆事业

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博物馆中至关重要的窗口——讲

解员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到多样化与

时俱进、因人施讲的发展历程。然而，对于地方中小型博

物馆（特别是县市级博物馆）来说，讲解工作正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大

型博物馆相比，他们面临着讲解人才紧缺、学习展示平台

缺乏两大难题。而“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新技术的运用

也给地方博物馆讲解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一、地方中小型博物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缺乏专业的讲解队伍

20世纪80年代，讲解员是一个集讲解员、卫生员、保

卫员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岗位。这样一个“多功能”岗位，

让讲解员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钻研讲解方式。直至

现在，我国许多中小型地方博物馆（如南平市博物馆），

由于工作人员少，讲解员在宣教的同时还肩负着撰写材

料、辅助完善文物数据库录入等工作。讲解员仍无法从三

位一体的讲解岗位中解放出来，只能处于讲解的最初阶

段——熟练背诵讲解词，无法达到因人施讲的层次。一个

荟萃精品的展览若是没有讲解到位，普通观众也只能走马

观花，在吸收知识和感悟文化方面大打折扣，博物馆也就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博物馆讲解人员流动性大，出现“年年走，年年招”

的现象。首先，在国有博物馆讲解员现实的身份差异无形

中为讲解员划了框框，他们难以获得在编人员完全相同的

待遇与发展空间；其次，一部分讲解员面对重复的讲解工

作产生厌倦或者在工作一段时间面临结婚、生子等问题选

择离职等。工作待遇的差异、工作性质的不创新，这些都

是导致讲解员不断流失的根本原因。

（二）缺乏学习与展示的平台

2008年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以后，对博物馆工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讲解员需要在不断的学习和磨练中进步与完

善。中小型博物馆由于经费有限，无法为讲解员们提供良

好的学习环境与资源，甚至连资料室中的书籍仍是十几年

前的老旧书目。每一场的讲解都是讲解员不断学习和展示

的平台，而我们缺乏展示的机会，也缺乏专业的学习平台

和磨练平台，讲解员知识、素养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运用对讲解员岗位的冲击

“互联网+”时代带来了科技与新媒体，在给对传统产

业与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微信语音

导览、电子语音导览、数字博物馆等新技术，携声、画、

动态效应将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再现眼前的效果，让传统

的讲解模式变得苍白无力，这对传统讲解员模式产生了一

定的冲击。

讲解员是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重要媒介，讲解员应尽

的职责便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好博物馆讲解工作，让游客

能够在纷繁复杂的选择中汲取有用的文化知识。

二、如何做好中小型博物馆讲解工作

（一）讲解员角色定位准确

关于博物馆讲解员定位问题是长期以来在博物馆行

业、特别是博物馆宣传委员会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如果

博物馆的管理者把讲解员定位为服务员，那么，他就是一

个引导观众的服务人员；如果管理者把讲解员定位为解说

员，那么，他就是一个解释说明文物内涵的专业人员。因

此博物馆对讲解员的定位很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

博物馆讲解员的工作性质和努力方向。

对于讲解员的正确定位，笔者认为讲解员应树立为观

众服务的宗旨，做好心理与知识两方面的准备。首先，讲

解员在面对重复的讲解工作时应调整好心态，学会处理好

与观众“千万次与一次”的关系，始终怀有“谦对己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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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态度。其次，做好充足知识准备，在讲解中随时处

于“待命”状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观众的问题，给观众

提供机会，让他们有思考的空间和发表自己看法的时间，

并在需要时及时提供信息帮助。

（二）创建学习平台与自我提升“双管齐下”

博物馆在社会教育当中扮演知识宝库及学习中心的角

色，讲解员拥有博物馆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将讲解内容

从点辐射到面是一场完整讲解的基本保证。因此，建立一

支素质好、觉悟高、知识水平过硬的讲解队伍是得到观众

认可、也是博物馆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加强讲解

员自身素质方面，中小型博物馆可借鉴南平市博物馆的管

理经验，通过培训与自学两方面，提升讲解员的业务水平

与工作能力。

1．通过参加专业的培训课程有效提高讲解员业务水平

第一，积极参加省（市）级主管单位主办的专业培

训如讲解员培训、考古培训课程等。一个专业的学习培训

平台（如西安半坡博物馆讲解员培训）可以系统地学习、

训练专业的讲解语言发声（重音、停连、语调、节奏）、

讲解仪表、姿态（头部、着装、饰物、标准站姿、优雅行

姿）、手势及讲解杆的应用等。第二，定期邀请专家举办

展厅陈列、讲解或者与文物、历史相关的学术讲座，如：

《建州镜的前世今生》《挡不住的“釉惑”——建盏的收

藏、传承与发展》等。第三，定期组织讲解员到大型博物

馆参观与学习，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安半坡博物馆等。

2．自学各类知识，扩大知识面

一个庞大的知识库支撑起讲解员的素养，讲解员是

一个“专家”也是一个“杂家”，需要了解深究的知识即

广泛又复杂，囊括历史、人文、天文、地理方方面面。这

就需要讲解员付出业余时间，自学各类知识，丰富讲解内

容。博物馆讲解员可以自发组织自学计划，每个月定一个

小主题（可根据近期引进的临时展览确定相关主题）。讲

解员通过看书、刷纪录片、听专家讲课、看论文等方式，

尽可能地收集主题涉及的材料，形成一个文档，在每个月

末以座谈会的形式开展小组讨论，在互相交流中吃透知

识。

（三）建立“以人为本”的讲解队伍

当博物馆敞开大门运用各种手段吸引观众时，观众群

体悄然发生变化，在文化需求上也层出不穷。不同年龄、

不同身份的观众，他们的文化知识构成也不尽相同。我们

针对不同年龄段。身份（儿童、青少年、教师、社区居民

等）观众应当因人施讲，在讲解中细心观察，找准观众的

特点与关注点，为观众提供“量身定制”的讲解服务。

例如，青少年运用智力开发型讲解方式，不是像一堂

课一样为观众提供某种预先设定好的结果。授之以鱼不如

授之以渔，我们应该通过与观众同步的视角分享类似的知

识或体验，帮助观众找到他们的关注点，启发青少年对某

些问题的意识以及对实物展品背后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从

而使他们的记忆、观察、剖析、推理和判断等能力得到提

升。这些能力在他们直面社会时显现出来，并终生受益。

又如，面对当地参观游客时适当地运用方言解读文物，

可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也会让博物馆讲解更加具有趣

味性。福建以山区为主，古代时期交通不便，各行政区之间

处于隔绝的状态，形成大大小小一千种方言。南方言在人们

的生活中被广泛运用，适当地运用方言解读文物，以熟悉的

乡音连接古代社会与现代生活，深刻了解文物背后的寓意。

例如，在南平墓葬中多发现多角瓶中装置稻谷，许多观众也

许会疑惑，为什么多角瓶中装有稻谷？殊不知当地方言中

“多角”谐音“多谷”，蕴含着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的美好

愿望。

（四）辅助设施的利用与开发

适当运用新媒体辅助讲解，增加讲解趣味性。许多大

型博物馆提出了虚拟展区的开办，运用数字手段丰富陈列展

览；对手机平板电脑的功能进行积极地开发和利用等。正是

在这样一个网络与电子设备无所不在的时代，中小型博物馆

应该抓住机遇，大胆挣脱传统“我说你听”的讲解方式，借

助辅助投影设施与数字博物馆平台，携声、画、动态效应声

情并茂地展示文物所在的历史场景，让讲解变得生动有趣。

或让观众参与体验后的互动交流更具有民主精神。例如，建

阳麻沙、书坊雕版印刷的讲解，我们设立了雕版体验中心，

观众在讲解员对雕版历史介绍之后可动手印刷，充分体验雕

版印刷之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小型博物

馆讲解工作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创新。希望在我们的

不懈努力下，能让博物馆与时代发展同步，让讲解得到受

众的喜爱，成为博物馆教育最具魅力的窗口，从而走进观

众的眼里，更能走进他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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