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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游览博物馆，不再满足于走马观

花，而是想要探究文物背后的门道。但是部

分博物馆配备的自有力量有限，统一的路线

和导览时刻，也难以满足参观者的多元需

求。为了解决供需矛盾，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在上海试水，邀请持证导游“专业进修”，扩

充博物馆编外讲解员的队伍，试点1个多月

来效果显著（见左上图）。
“陶猪身躯肥硕，嘴巴前拱短促，腹部圆

滚滚下坠，四腿粗短，野猪特征已经退化。

这显示了早期‘上海先民’对野猪的驯养过

程，从而证明了大约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

驯化改良动物的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在上

海历史博物馆里，导游吴荣俊向游客翔实介

绍这件“家猪陶塑”（见左下图）。这件曾经
在上海博物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

展”亮相的明星展品，从青浦区崧泽遗址1号

沟出土，是马家浜文化的代表文物，目前在

上海历史博物馆常设展出。

春秋旅行社的导游吴荣俊并非上海历史

博物馆的专职讲解。他是首批通过了上海历

史博物馆专业考核的22位导游之一。上历博

颁发了“基本陈列讲解资质证”，有效期1年，

在导赏全程他始终佩戴着。吴荣俊说，博物

馆专家对他们专业培训15天，督促学习15万

字的文物资料，“过去在博物馆讲解，感觉有点

名不正言不顺，现在持证上岗有底气。”

上海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裘争平说，不否

认第三方讲解存在资深人士，但有很多确实

是浑水摸鱼。他们打着研学的招牌，讲解不

严肃、不规范、不科学。今年7月，中国国家

博物馆、上博等相继出台新规，未经馆方许

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带队在馆内讲解。

但是，专业讲解供不应求的矛盾客观存

在，以上历博为例，日均参观人数在暑期是

5000人次，但是专职讲解只有3人，志愿者助

阵后依然难以满足需求，人工讲解力量有待

充实。第三方机构瞄准商机，在社交平台推

出诸多良莠不齐的“导览”，暑假期间他们活

跃于各大社群媒体上接客谋利，大多数以研

学的名义做生意，收费从100多元到上千元

不等。但有参观者在买单后反馈，这些“野

生导览”讲解专业度存疑，不乏滥竽充数，也

有观众投诉，未经授权的“野生”个人讲解和

机构研学等商业活动，造成重点展位前拥

堵，干扰他人游览。

博物馆开门办馆，将旅行社导游培训升

级，充实讲解员队伍，这在上海也属于第一

次。春秋导游管理部总经理韩震霄欢迎这项

“美美与共”的举措，他说，博物馆文化纳入到

旅游行程中，增加了旅游的文化含量，实践了

文旅融合政策，这非常有意义。因为文化和

旅游业相关要素之间相互渗透、交叉重组，突

破原有产业边界，交融成新的文旅产品业态，

这是当前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

记者从上历博了解到，本周开始第二期

持证导游的培训，未来考虑和更多机

构合作，提供多元的“博物馆+”

体验。本报记者 乐梦融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金融与民生休戚
相关，财富则在金融业跌宕起伏的发展历史

中与老百姓息息相关。昨日，上海图书馆（上

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上海市银行博物

馆联合主办的“人民金融与民生发展文献展”

在上图目录大厅开幕，展览通过大量的金融

文物与文献资料，为观众呈现人民金融与民

生发展的历史影象。

新中国成立至今，上海金融发展领全国风

气之先，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文献，既有早期的

金融期刊、报纸、学术著作、统计报表等，也有音

像、视频、书画等视觉文献，还有各类银行票证

文物等实物载体。每件物品背后，是老百姓依

靠勤劳致富改变人生轨迹的民生故事。

近300件不同的史料和文献，将观众的

记忆带回到半个世纪之前。展陈中包括5米

手绘长卷《天下熙攘：上海百年金融》、第一套

到第五套人民币的全套、上海证券市场最早

上市交易的股票和认购证、各类早期的信用

卡、存单存折（见右上图）、老银行宣传画等，
全景还原呈现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金融与民

生发展的血脉关联。

首次展出的《天下熙攘》手绘长卷由上海

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沂海创作，海派书画家

戴敦邦题签。作品以白描的手法，描摹了近

代上海金融业百态。画面包含150余个各色

人物，造型神态迥异，既有各类金融业者，也

有普通市民百姓，共同演绎着金融屋檐下的

沧桑变迁。作品还真实还原了钱庄、银号、典

当、中外资银行、保险、证券交易等金融机构

场景，涉及近代重要金融历史事件，好似近代

上海百年金融“清明上河图”。据作者介绍，

这幅作品创作过程查考了大量的金融影像史

料，历时2个多月完成。

展出的第一套人民币多达60种版别、鲜

为人知，难得一见；第二套人民币时代特征鲜

明，还有绝无仅有的叁元面额纸币（见右下
图）；除了纸币，展览还展示了100多张不同

时期的银行卡，比如不少上海人拥有的第一

张工资卡——浦江卡，以及各类琳琅满目的

信用卡品种，展现了老百姓支付方式的演变。

展览持续到10月8日。

导游培训之后兼职当上博物馆讲解员

见证老百姓的日子“富起来”

文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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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与市银行博物馆联合举办“金融文献展”

新需求 新挑战
随着公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文物知识

的普及，对展品的深度解读和阐释，成为文
博场馆参观群体的一大需求。不过，时下许
多博物馆、美术馆专门配备的讲解人员并不
充足，不少文博场所通过在展品旁布置标
签、二维码提供语音导览，甚至  导览也出
现了。但游客还是更希望跟随讲解员边走
边看边听，还可以实时问答，获得更好的观
展体验。有游客打了个比方：拨打热线电
话，希望直通人工座席。

“旅行+刷博物馆”已成为人们休闲、学
习和社交的热门选择。文博展馆新鲜的玩
法不断驱动年轻客群壮大，深受亲子研学市
场欢迎。“野生导览”的“生意经”，正是文博
机构需要面对的“痛点”，也对博物馆的运营

提出新挑战。
如何直面新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导游通过考核之
后，可以持有馆方颁发的讲解证，持证上岗，
提升了导览含金量。上海历史博物馆一个
多月来的尝试也值得肯定。此外，社会上一
些正规研学机构的老师如能够通过博物馆
培训，也可以上线更多的新鲜力量；还有美
术馆推出新招，在青少年研学课程中设置导
览培训一环，出炉一批小导览员，既满足了
研学实践，也增补了导览数量，增强了文博
场所的吸引力。

期待这样的好做法可以推广，也期待更
多的文博机构为参观者和游客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

◆ 乐梦融

国博、上博
拒绝自媒体直播、商拍

拒绝“野生导览”后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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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今年
7 月均公布新的参观须知，明确拒绝自
媒体直播、商拍、私自讲学等行为。其中
上博规定：对于未经许可以及未按要求
在馆内开展讲解、教学活动等违反各项
规定的人员，上博安全保卫部门将依法
依规终止其讲解行为并责令离馆。对拒
不服从管理、扰乱正常参观秩序，造成不
良影响的人员和单位，上博表示将视情
节严重程度追究法律责任；未经允许，勿
在馆内进行个人直播或录播活动。国博
也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禁止进行讲学、
表演、采访、商业性拍摄、自媒体直播、录
播等非参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