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探究
一个地方的历史、人

文、自然、科学，各类博物
馆、历史遗迹以及自然景观都为

我们提供了海量的知识奥秘，而讲解
员则是架起参观者与博物馆、景区甚至一
个陌生小乡村之间的桥梁，能让大家更好
更快地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本期《海南周刊》，就让我们一起来走
近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群体——讲解
员。他们活跃在海南的各大博物馆、景

区和美丽乡村，他们就是海南自
贸港的形象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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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旅游文化产业迎来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成长
期的烦恼”——作为重要的服
务岗位，讲解员队伍面临着人
才缺乏、人员流动性大、缺少专
家型讲解员等问题。

旅游产业和博物馆事业的
持续发展，反映出人们对历史
的尊重和文化的渴求，同时，观
众渴望在思想性、观赏性、审美
性上获得更高享受，“传声筒”
型的讲解方式早已不适应需
求，对讲解员的职业标准和要
求也在不断提高。

成为一名“专家型”讲解员
并非易事。海南省旅游协会秘
书长葛明明认为，从讲解员成
长的历程来看，一般参加工作
5年到10年是熟悉过程，是积
累经验和知识的时期，在讲解
工作岗位上至少得8至10年
以上才能步入成熟期。因此，
要改变“讲解职业是青春职业”
的观念，多花一些时间来培训
现有讲解员，多组织一些专业
技能比武，加强日常管理和考
核，来提高讲解员的业务水平。

“博物馆、历史人物和自然
景点都蕴藏着巨量的知识，需
要更有深度的专题讲解，而专
题讲解是探索一种专业性和学
术性更强的讲解模式。”海南省
博物馆馆员莫少银表示，近年
来，海南省博物馆在专题讲解
的探索中不遗余力，依托重点
文物，邀请文物专家进行深度
精讲。同时，也会邀请社会公
众参与其中，不少高校教授以
及行业精英对海南历史文化展
现出浓厚的兴趣。曾有一位专
家型讲解员，在讲解完水下考
古话题后，又被观众“扣下”提
问交流了40多分钟，大家希望
听到更深入的知识。“面对这种
观众进行专题讲解，没点硬本
事还真不行！”莫少银感慨说。

在莫少银看来，专家型讲
解员是兼有讲解能力和研究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他们能用自
己丰富的知识解答观众参观过
程中的各种疑问，具备进行学
术研究和掌握学术观点的能
力，并针对不同层次的观众设
计不同的讲解方案，能更好地
实现文博史馆的教育传播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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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墙面，极具年代
感的雕花，一眼望不到尽头
的骑楼，就像是一张老照片，
无论从哪个角度望过去，都
带着浓浓的复古气息。每天
穿行在海口中山路这条古老
的骑楼老街，28岁的海口姑
娘丁敏都有一种代入感，仿
佛自己穿越到百年前，用自
己的语言为大家描绘一段关
于这条老街的黄金岁月。

丁敏是海口骑楼老街的
一名讲解员。用她的话来说，

“海口骑楼老街，已经成为我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
一个我愿意为之奋斗、燃烧青
春的地方。”这里承载着老海
口最初的城市记忆，也是丁敏
从小生活的地方，这里的一砖
一瓦都记录着海口这座城市
最原始的文化脉络。

5年前，在这条老街，丁敏
第一次完成了从一名大学毕
业生到一位讲解员的身份转
变。3天时间，记下2万多字
的讲解稿，她记得，那是一个
炎热的下午，一个小时讲解下
来，自己的手心里却全是冷
汗。“生怕讲错一个历史细节，
生怕不能把骑楼故事讲述得
淋漓尽致。”当丁敏带着那个
泰国华侨商团走过自己熟悉
的街道时，一股莫名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涌上心头。

这种使命感贯穿于这五
年间她的每一次讲解服务，
作为海南的历史文化名片，
骑楼老街成为接待中外政
要、旅游商团最集中、热度最

高的地点之一，其讲解服务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丁敏说，虽然自己是土生
土长的海口人，但海口骑楼老
街的很多历史文化她之前并
不熟知，比如：华侨前辈们栉
风沐雨的奋斗史、老街繁华摩
登的黄金岁月或是民国时期
藏在街巷里动人浪漫的故事
等等。后来，丁敏虚心地向前
辈学习，同时搜集阅览大量跟
骑楼老街历史人文、规划开
发、文化保护等有关的书籍，
才慢慢对骑楼的过去和现在
有了深入了解。

在丁敏的接待过程中，也
有让她印象比较深刻的接待
经历。她说，自己曾经接待过
马来西亚商会华侨们的探亲
之行。他们回到海南的第一
站就来到了海口，在参观行程
结束后，他们站在这些骑楼
建筑面前，除了感谢热情
接待以外，还用最质
朴的海南话说：“这些
骑楼跟我们小时候
的记忆一样，回到海
口还能感受到记忆
中家乡的味道，真
好！”这让丁敏很感动，
也再一次增添了她的使命
感。

“做好骑楼文化的传承
工作，延续骑楼老街的精神
内涵，如果通过我的接待，能
为每一位来骑楼老街参观游
览的客人带去不一样的体验
和快乐，让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们，在参观骑楼后都能获
得文化共鸣，何乐而不为
呢！”丁敏说，她愿意守护好
这段历史密码，把它解读给
更多人听。

海南省博物馆讲解组组长秋颖：
讲出内涵和精髓
让最没有基础的观众能听懂

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眼睛，
从中能窥见城市的灵魂样貌。它汇聚了
人类文明成果，串联着历史与今日，而博
物馆讲解员则是其中最特别的存在，他
们灵动的讲解，赋予历史更多趣味性。

“如果您生活在唐代，并且是一位极
具冒险精神的瓷器商人，您是会选择路
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将瓷器
运送到国外呢？”就在不久前，一场穿越
时空的敦煌莫高窟和海南博物馆的丝路
对话直播活动在敦煌莫高窟开展。负责
直播这场线上活动的是省博物馆讲解组
组长秋颖，她从事博物馆讲解工作已有6
年时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线上的
直播讲解活动越来越多。“从面对面的互
动讲解转到线上讲解，面对的不是观众
而是摄像机，有时候会找不到自己的角
色定位，强烈灯光一开，脑子一片空白，
经常在直播过程中，被摄像师提示出了
镜头。”虽然已经有十几次线上直播经
验，可秋颖依然感觉每一次出镜都是一
次挑战。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最佳的线上
状态，让受众群体接受度更高，一直是秋
颖苦苦思索的问题。

热爱讲解事业、致力于讲好海南故
事的秋颖，将讲解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
追求。虽然秋颖今年也才刚过而立之
年，却已是讲解员团队里的资深人士。
2014年，当她得知海南省博物馆对外公
开招聘的消息后，立刻报了名。“为了这
一天，我已经准备了6年。”最终秋颖以笔
试和面试第一的成绩加入了讲解员的行
列。

在成为讲解员后，秋颖同所有入职
新人一样，产生了困惑，她说：“这跟我之
前理解的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讲解员只
是给观众讲解文物，讲解展厅，但其实讲
解需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讲’，通
过我们的语言表述展品；一个是‘解’，
就是为观众解惑，不单单讲文物本身，还
包括它背后的故事，它的前世今生。”

“长期摸索当中也感受到不同讲解
任务的差异。”秋颖说，公益讲解和公务
讲解是博物馆讲解员的两种不同讲解任
务，时常要面对“大场面”“大人流”考验，
接待外宾等重大任务非常考验讲解员讲
解的深度、控制力和随机应变能力；在面
对节假日客流高峰，甚至单日一次性讲
解接待就达2000人，讲解员必须处变不
惊，边讲解边疏导观众，讲解形式尽量生
动有趣，以吸引游客跟着自己的讲解走，
很考验讲解员的讲解功底和心理素质。

同一时间段兼顾若干大展的讲解，
对讲解员的脑力是极大考验。“不能背
词，要理解后复述出来，而且尽量讲出深
度。”秋颖认为，要把学术成果转化为通
俗化的表述，让最没有基础的观众都能
听懂，是需要格调的，不能为博人眼球而
破坏学术严谨性。“对成果转化，需要严
谨、高雅、平易，同时要见物、见人、见精
神，转化过程中把文物的内涵和精髓讲
出来。怎么讲好海南故事，我们一直在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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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理枝乡村旅游讲解员黄阳：
我为家乡“代言”
让游客感受一份亲切乡愁

穿上西装，他是连理枝民宿和农家乐
的老板；戴上草帽，开上观光车，他是山尾
头村的一名乡村旅游讲解员。这里是海
口演丰的一个小渔村，这里的民宿和农家
乐有着一个充满美好寓意的名字：连理
枝。

午后，到连理枝渔家乐吃饭的游客享
受美食后，跳上村里的免费观光车，在司
机兼导游黄阳的带领下，开启一段惬意休
闲的乡村之旅。

“村里的番荔枝熟了，这里是红土种
植的番荔枝，跟其他地方味道不一样，一
会儿走到那里，可以顺手摘两个尝尝鲜
……”黄阳伸手抬了抬草帽帽檐，黝黑的
脸庞上已经绽成一朵花，憨实的语音语
调，给每一位游客留下温暖质朴的印象。

如果车上有孩子，黄阳会时不时停车
指着路边的花草植物作科普讲解，有时候
也会讲讲自己小时候爬树摘果子的故
事。到海底村庄的遗址，他会把72座海
底村庄的考古发现跟大家聊一聊。不管
是什么年龄和文化背景的游客，在黄阳的
引领下，大家都能感觉到一份来自“老乡”
的亲切热情。

看似普通的村民，实际上，眼前的黄
阳可一点都不普通。他当过十多年导游，
2006年，在海口和三亚旅游市场火爆的
时候，黄阳和他的两位兄弟接连从海口辞
职回乡创业，黄阳说，“一方面为了照顾年
迈的父母，另一方面，想回乡为这里的父
老乡亲做点事。”

黄家三兄弟先后办起了渔家乐和民
宿，“连理枝”寓意着兄弟三人的同气连
枝。从一个梦想开始，三兄弟一步一步地
经营，从带游客出海到经营农家乐，再到
带动全村发展民宿事业，开发各种各样的
乡村特色农副产品，“连理枝”成了响当当
的品牌。村里的渔家乐和民宿很快就成
了网红餐厅、网红民宿，吸引了游客前来
打卡。

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黄阳都会和
兄弟们亲自去接待，带着他们在自己的家
乡走走，让他们感受到一份亲切的乡愁。

也有人问他，为啥不雇用全职讲解
员？他则笑称，“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之
前还做过十几年导游，难道不是最佳人选
吗？”黄阳说，相较之前在海口的旅行社当
全职导游，回到家乡为大家讲解的感觉更
加自然，因为这里有他几十年的生活体
验，骨子里流淌着这里的文化血液，讲解
中对家乡的爱是自然而然流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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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楼老街讲解员丁敏：
守护历史密码 把骑楼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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