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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以它命名
的藏书，是清代宫廷珍藏图籍的精华与瑰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具
代表性的宫廷善本特藏。然而，这样的珍籍却命运多舛，火、盗、兵、
蠹致使藏书大量损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2013 年国家图书馆启
动“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后，“天禄琳琅”藏书迎来新生。

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四展厅举办的“妙手传天禄 丹心鉴古
今——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成果展 ”，向人们
呈现了“天禄琳琅”的前世今生。该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是 2022 年国家图书馆“晒书”的
重要活动之一，既晒国宝又晒技艺，不仅向社会公众介绍了清宫

“天禄琳琅”藏书，更重点展现了“天禄琳琅”修复项目的繁难过程、
艰巨任务和巨大成就。

□ 王文华

山 西 晋 中 祁 县 乔 家 大 院 是 清 代 著

名 晋 商 乔 致 庸 的 旧 居 ，是 晋 商 文 化 主

要 传 承 地 之 一 ，记 录 着 乔 家 几 百 年 来

的 兴 衰 ，沉 淀 着 祖 辈 的 晋 商 精 神 。 近

年 来 ，乔 家 大 院 景 区 围 绕 晋 商 文 化 丰

富 产 品 供 给 ，实 施 品 质 提 升 、服 务 提

质，吸引游客游览乔家民居建筑群，了

解晋商文化，感悟晋商精神。

文旅融合 弘扬晋商文化

8 月 5 日 ，在 乔 家 大 院 在 中 堂 ，86

岁高龄的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杨传箭站

在乔致庸书房前静静端详。“乔家是晋

商 的 代 表 ，来 山 西 最 想 看 的 就 是 这

儿 。 岁 数 大 了 走 不 动 ，但 凭 着 我 的 兴

趣 ，巴 不 得 全 都 看 一 遍 。”他 评 价 乔 家

大院不光建筑有价值，更具文化底蕴，

周边环境也非常好。

“乔 家 以 诚 信 为 本 、兴 家 报 国 的 儒

商 风 度 和 家 国 情 怀 ，彰 显 了 一 代 晋 商

的文化智慧和商业精神。”山西乔家大

院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在盼介

绍 ，今 年 6 月 下 旬 ，景 区 策 划 推 出 了 平

遥古城—乔家大院晋商精神特色主题

党 日 线 路 ，截 至 目 前 已 接 待 山 西 文 旅

集 团 各 子 公 司 、省 内 各 企 业 集 团 等 20

余家企业近千人次参加。

主 题 党 日 线 路 让 人 们 通 过 现 场 观

摩 教 学 和 党 课 培 训 ，领 悟“ 诚 实 守 信 、

开 拓 进 取 、和 衷 共 济 、务 实 经 营 、经 世

济民”晋商精神深刻内涵，了解诚信为

本、先义后利的经营理念和诚实守信、

仁义并举、兼济天下的晋商文化。

“ 景 区 还 推 出 了‘ 弘 扬 晋 商 精 神 ’

研 学 旅 游 产 品 ，每 年 接 待 青 少 年 上 万

人次。研学旅游已成为青少年感悟中

华 文 化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的 重 要 途 径 。”

王在盼说。

为 了 让 游 客 沉 浸 式 体 验 晋 商 人 家

的 生 活 日 常 ，景 区 还 编 排 了 掌 柜 集

结 、嫁 娶 、拜 寿 等 体 验 情 景 剧 。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 三 堂 一 园 ”布 置 起 了《大

红 灯 笼 高 高 挂》《乔 家 大 院》等 影 视 剧

中 的 经 典 场 景 ；围 绕“ 年 味 儿 ”“ 晋 商

民 俗 风 情 ”“ 民 间 民 风 集 萃 ”推 出 沉 浸

式体验线路，以活态化、互动性的新展

陈 方 式 ，打 造 了 小 身 段 、多 场 景 、强 氛

围 的 体 验 产 品 ，实 现 游 客 与 文 化 的 深

度互动。

文物活化 讲好晋商故事

王 在 盼 介 绍 ，乔 家 大 院 是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国 家 二 级 博 物 馆 。

景区通过不断提升展陈水平和配套设

施 ，活 化 利 用 文 物 资 源 ，讲 好 晋 商 故

事。

在 展 陈 方 面 ，景 区 聘 请 资 深 团 队 ，

根据德兴堂、保元堂、宁守堂及乔家花

园 的 13 个 院 落 126 个 房 间 的 文 化 特 色

进行布展提升，打造了乔家珍宝馆、晋

商商道馆、非遗体验馆、民俗博物馆及

乔 家 学 堂 、婚 俗 展 示 、圐 圙 福 寿 、茶 路

再 现 、砖 雕 集 萃 等 展 馆 ，讲 述 乔 家 故

事、展示晋商文化。

乔 家 大 院 德 兴 堂 三 号 院 ，展 陈 着

乔家后人乔新士整理收集的乔家大院

老家谱、老照片及与乔家商业、家族有

关 的 宝 贵 资 料 。 他 只 要 有 时 间 ，就 会

为前来学习的团队做讲解。

乔 新 士 说 ，家 规 家 训 简 明 不 简 单 ，

浅 显 不 浅 薄 ，每 一 条 都 是 做 人 的 基 本

准 则 ，居 家 要 和 而 睦 ，待 人 要 谦 而 恭 ；

做事要清而廉，人品要端而正，人格要

纯而高。“这些都是我们的立身处世之

道，非常有教育意义。”

保 元 堂 是 祁 县 民 俗 博 物 馆 所 在

地 ，42 个 展 室 以 岁 时 节 令 、衣 食 住 行 、

婚 丧 礼 仪 、农 商 活 动 等 为 主 题 ，通 过

2000 余 件 展 品 ，系 统 地 反 映 了 明 清 时

期山西晋中一带的民间风俗。

乔 家 大 院 通 过 创 新 展 陈 方 式 、文

物 活 化 利 用 等 ，改 变 传 统 的 游 览 模

式 。 游 客 不 仅 可 以 欣 赏 建 筑 之 美 ，了

解乔家故事、经商之道，通过诵读乔家

家规家风家训，体验乔家严谨的家规，

还 可 以 深 度 参 与 具 有 山 西 特 色 的 婚

礼、寿宴，了解过去乔家人的生活。此

外 ，依 托 乔 家 家 训 、建 筑 纹 饰 、乔 家 福

字 、大 红 灯 笼 等 文 化 元 素 和 文 物 打 造

的 文 创 产 品 ，成 为 游 客 了 解 晋 商 文 化

的又一扇窗。

据 了 解 ，乔 家 大 院 馆 藏 文 物 共 有

34 类 6359 件 ，珍 贵 文 物 近 370 件 ，其 中

九 龙 灯 、犀 牛 望 月 镜 以 及 傅 山 、仇 英 、

陈洪绶等名家的书画最为著名。

王 在 盼 介 绍 ，目 前 景 区 正 与 专 业

的 团 队 合 作 ，对 大 量 文 物 开 展 修 复 工

作，修复后将其放在原来的位置，更好

地讲述乔家的故事。

“科 技 赋 能 之 下 ，乔 家 大 院 文 物 保

护能力不断增强。我们一定下大力气

把 文 物 保 护 好 、利 用 好 ，让 文 物 活 起

来，讲好晋商故事，为游客提供更好的

体 验 ，让 游 客 带 走 更 好 的 口 碑 。”王 在

盼说。

丰富产品 传播传统文化

独 特 的 建 筑 风 格 ，使 乔 家 大 院 成

为很多影视剧的取景地。《大红灯笼高

高挂》和《乔家大院》这两部影视作品，

让 人 们 记 住 了 乔 家 大 院 ，许 多 游 客 慕

名而来。

在 景 区 乔 家 花 园 荷 花 池 中 央 的 六

角亭中，笛子、二胡、古筝、唢呐等中国

民乐表演以及民谣、民歌、民族舞蹈表

演 每 天 轮 番 上 演 ；在 戏 台 院 粉 墨 春 秋

舞台上，祁太秧歌、晋剧等传统戏曲精

彩 演 绎 ，游 客 边 休 息 边 欣 赏 ，十 分 惬

意。

“ 丰 富 的 活 动 让 行 程 生 动 、有 趣 ，

参 与 感 、获 得 感 很 强 。”来 自 湖 南 的 游

客李娟说。

“ 为 了 让 游 客 在 游 览 时 对 晋 商 文

化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我 们 还 在 讲 解 和

服 务 上 下 了 工 夫 。”王 在 盼 说 ，景 区 创

作了针对政务接待、企业商务、中老年

人 观 光 、青 少 年 研 学 等 不 同 场 景 和 对

象的讲解词，满足不同游客的需要。

王 在 盼 介 绍 ，乔 家 大 院 还 是 祁 县

红领巾讲解员实践基地，每到节假日，

红 领 巾 讲 解 员 就 会 来 到 景 区 ，用 稚 嫩

的 声 音 为 游 客 讲 述 家 乡 故 事 ，他 们 已

经成为景区一景。

景 区 讲 解 员 张 慧 芬 介 绍 ，疫 情 期

间 ，景 区 内 强 素 质 ，外 树 形 象 ，苦 练 内

功 不 放 松 ，围 绕 晋 商 知 识 、历 史 文 化 、

5A 级 景 区 创 建 、标 准 化 管 理 、讲 解 技

巧等开展培训 200 余场次。

景 区 还 通 过 深 入 挖 掘 晋 商 文 化 精

髓 和 万 里 茶 道 商 业 资 源 ，打 造 了 复 盛

城 街 区 ，将 单 一 的 大 院 旅 游 进 行 多 维

度升级，满足游客娱乐、购物、康养、休

闲等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成为

晋商文化新的体验地。

“ 自 7 月 份 以 来 ，游 客 接 待 量 每 日

达 5000 多 人 次 ，恢 复 到 了 2019 年 同 期

接 待 量 的 50％ ，旅 游 市 场 正 逐 步 复

苏。”王在盼说，下一步，景区将引入更

多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项 目 ，为 游 客 带 来

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2022 年 1 月 7 日，国家图书馆召开

馆 藏 清 宫“ 天 禄 琳 琅 ”修 复 项 目 重 大

成 果 新 闻 发 布 会 ，宣 布 修 复 项 目 取 得

圆 满 成 功 ，正 式 结 项 。 该 项 目 是 自

2007 年“ 中 华 古 籍 保 护 计 划 ”实 施 以

来最大的一次针对国图珍贵古籍的专

项 修 复 行 动 ，取 得 了 重 大 成 果 。 发 布

会 上 ，国 家 图 书 馆 馆 长 、国 家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主 任 熊 远 明 表 示 ，2022 年 ，为

实 现 国 家“ 十 四 五 ”规 划 和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 关 于“ 加 强 文 物 和 古 籍 保

护 研 究 利 用 ”的 目 标 ，国 家 图 书 馆（国

家 古 籍 保 护 中 心）将 举 办“ 天 禄 琳 琅 ”

修 复 展 ，出 版 相 关 修 复 成 果 ，推 广 修

复经验和科研成果。

8 月 4 日，“天禄琳琅”修复展如期

举 办 ，这 是“ 天 禄 琳 琅 ”藏 书 修 复 后 的

首次集中展示。这天正是农历七月初

七 ，由 国 家 图 书 馆（国 家 古 籍 保 护 中

心）主 办 的“ 启 卷 知 新 文 脉 流 长 ——

2022 年 中 华 传 统 晒 书 活 动 启 动 仪 式 ”

暨“ 典 籍 里 的 七 夕 ：一 起 晒 书 吧 ”直 播

活 动 在 国 家 典 籍 博 物 馆“ 甲 骨 文 记

忆”展厅举办。

直 播 活 动 中 ，七 位 嘉 宾“ 晒 ”出 七

组与七夕相关 的 国 图 精 品 馆 藏 ；主 会

场 与 南 京 图 书 馆 、云 南 图 书 馆 、敦 煌

研 究 院 、天 一 阁 博 物 馆 、孔 子 博 物 馆 、

北 方 昆 曲 剧 院 等 分 会 场 联 动 ，将 各 馆

收 藏 的 古 籍 、壁 画 、佛 经 等 特 色 馆 藏 ，

以 及“ 红 楼 佳 肴 ”、昆 曲 艺 术 等 文 化 遗

产 ，以 直 播 的 形 式 呈 现 给 观 众 ；国 家

图 书 馆 古 籍 馆 副 馆 长 陈 红 彦 带 领 观

众 走 进“ 天 禄 琳 琅 ”修 复 展，欣赏珍贵

古 籍 ，了 解 古 籍 修 复 技 艺 ，小 朋 友 们

也 拿 起 针 线 ，重 温“ 乞 巧 ”传 统 ，体 验

古籍装订技艺。

自 2019 年 起 ，国 家 图 书 馆（国 家

古 籍 保 护 中 心）连 续 四 年 号 召 全 国 各

古 籍 收 藏 单 位 联 合 举 办“ 中 华 传 统 晒

书 活 动 ”。 全 国 各 地 每 年 从 七 夕 开

始 ，围 绕“ 晒 国 宝 ”“ 晒 经 典 ”“ 晒 技

艺 ”“ 晒 传 统 ”等 主 题 陆 续 举 办 丰 富

多 彩 的 晒 书 活 动 ，深 入 推 进 古 籍 保

护 工 作 ，赓 续 中 华 文 脉 、弘 扬 民 族 精

神。

为了让观众进一步了解古籍保护

理 念 ，“ 天 禄 琳 琅 ”修 复 展 在 展 厅 里 设

置了古籍修 复 场 景 复 原 、修 复 纸 样 体

验 等 互 动 项 目 ，向 广 大 观 众 普 及 古

籍 修 复 技 艺 及 相 关 知 识 。 在 古 籍 修

复 室 的 复 原 场 景 区 ，观 众 可 以 用 数

字 化 的 方 式 体 验“ 天 禄 琳 琅 ”修 复 项

目 的 各 种 修 复 形 式 ，一 起 参 与 守 护

“ 天 禄 琳 琅 ”藏 书 ，在 完 成 闯 关 后 ，观

众 将 成 为“ 天 禄 琳 琅 ”守 护 人 ，获 得 一

张 来 自 国 家 典 籍 博 物 馆 的 电 子 版“ 天

禄 琳 琅 ”守 护 人 证 书 。 在“ 修 复 纸 样

体 验 ”中 ，观 众 用 特 殊 的“ 放 大 镜 ”扫

描 不 同 种 类 的 修 复 用 纸 ，可 以 了 解 到

纸 张 产 地 、制 作 工 艺 、纤 维 结 构 等 详

细信息。

国 家 典 籍 博 物 馆 微 信 公 众 号 中 ，

有 读 者 在 预 告 晒 书 活 动 的 推 文 后 留

言“ 北 京 这 几 天 100%的 湿 度 咋 晒 啊 ”,

小 编 回 复 ：“ 在 咱 们 热 爱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人 心 里 晒 ～ ”

其 实 ，无 论 是 太 阳 下 晒 书 还 是

“ 心 里 晒 ”，无 论 是 线 上 观 展 还 是 线 下

体 验 ，古 籍 正 逐 渐 走 进 大 众 的 视 野 和

生 活 。“ 妙 手 传 天 禄 丹 心 鉴 古 今 ——

国 家 图 书 馆 藏 清 宫‘ 天 禄 琳 琅 ’修 复

项 目 成 果 展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又 一 个

了解古籍、亲近古籍的机会。

2013 年，国家图书馆启动“天禄琳

琅 ”珍 贵 古 籍 修 复 项 目 ，历 时 八 年 ，精

心 修 复 了 馆 藏 损 毁 严 重 的 300 余 册

“天禄琳琅”藏书。

展览的第二单元“精具利器 匠心

良 材 ”，重 点 展 示 了 修 复 项 目 的 实 施

过 程 ，简 要 概 括 了 国 家 图 书 馆 数 代 古

籍修复工作的经验积累所奠定的坚实

基 础 ，具 体 介 绍 了 修 复 团 队 ，以 及 修

复 原 则 、流 程 、材 料 、设 备 、工 具 等 内

容 。 第 三 单 元“ 妙 手 巧 艺 古 书 回

春 ”，精 选“ 天 禄 琳 琅 ”修 复 项 目 的 具

体 实 例 ，通 过 修 复 前 后 对 比 展 示 修 复

成 果 ，并 延 伸 介 绍 了 本 次 修 复 涉 及 古

籍 的 不 同 破 损 类 别 ，如 絮 化 、霉 蚀 、酸

化、虫蛀、粘连、缺损等。

国 家 图 书 馆 副 研 究 馆 员 、古 籍 修

复 专 家 朱 振 彬 介 绍 ，修 复 团 队 针 对 每

册 书 定 制“ 个 性 化 ”修 复 方 案 ，在 严 格

遵 循“ 整 旧 如 旧 、最 少 干 预 、过 程 可

逆 ，抢 救 为 主 、治 病 为 辅 ”的 古 籍 修 复

原则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

朱 振 彬 以《丹 渊 集》为 例 ，讲 述 他

们 为 修 复 古 籍 想 出 的 各 种 办 法 。“ 有

的 书 粘 连 得 非 常 严 重 ，已 经 成 了‘ 书

砖 ’，无 法 翻 阅 。 我 们 采 用 蒸 揭 法 ，用

毛 巾 包 住 书 ，上 屉 去 蒸 ，把 它 的 胶 一

点 点 化 开 ，再 慢 慢 揭 。《丹 渊 集》分 为

八 册 ，光 揭 开 第 一 册 的 书 页 就 花 了 十

多 天 。 我 印 象 特 别 深 ，当 时 也 是 夏

天 ，天 气 比 较 炎 热 ，必 须 静 下 心 来 仔

仔细细地做这些工作。”

此次展览展出善本、普通古籍、中

外 文 现 代 图 书 、报 纸 、档 案 复 制 件 等

不同类型展品共计 72 种 85 册（件），其

中有一部分为“天禄琳琅”旧藏的珍贵

古 籍 ，大 多 是 经 过 修 复 师 用 不 同 修 复

技 法 修 复 的 曾 经 严 重 破 损 、不 同 破 损

类 型 的 天 禄 珍 籍 ，另 配 合 展 出 修 复 过

程 中 精 心 制 作 、选 配 的 材 料 和 工 具 等

48 种 ，让 观 众 不 但 能 观 赏 重 要 典 籍 ，

也可以了解大国工匠的高超技艺。

展览开幕前的媒体开放日，记者在

诸多展品中见到了板栗壳、橡碗、黄檗以

及朱砂、花青等修复用的染色材料。据

介绍，为 了 使 新 的 修 复 用 纸 与 古 籍 原

件 的 颜 色 尽 量 接 近 ，修 复 师 会 依 据 资

料 记 载 ，采 用 天 然 植 物 、矿 物 染 料 ，用

传统技法染配相应颜色的纸张。

“ 明 成 化 九 年（公 元 1473 年）内 府

刻 本《资 治 通 鉴 纲 目 五 十 九 卷》，由 朱

熹 手 定 其 纲 、朱 熹 门 人 赵 师 渊 撰 写 其

目 ，因 该 本 原 瓷 青 绢 质 书 衣 破 损 面 积

大 ，故 采 用 了 补 绢 仿 制 与 染 色 、做 旧

等 修 复 方 法 。”讲 解 员 道 ，修 复 后 的 古

籍呈现出补绢与原书衣高度匹配的自

然 老 化 效 果 ，非 常 适 合 观 众 现 场 感 受

“整旧如旧”的古籍修复原则。

“ 天 禄 ”是 传 说 中 的 神 兽 ，汉 朝 宫

廷 设 天 禄 阁 以 藏 书 ；“ 琳 琅 ”原 指 美 玉

及 玉 石 之 间 碰 撞 的 声 音 ，常 用 以 比 喻

珍 贵 的 书 籍 。 清 乾 隆 九 年（ 公 元

1744 年），高 宗 弘 历 命 内 廷 翰 林 院 检

阅 内 府 藏 书 ，选 择 其 中 善 本 进 呈 御

览 ，并 在 乾 清 宫 东 侧 的 昭 仁 殿 内 列 架

收 藏 ，御 笔 亲 题 匾 联 ，赐 名“ 天 禄 琳

琅 ”。“ 天 禄 琳 琅 ”主 要 典 藏 宋 、元 、明

刊本及影写宋本等珍稀古籍。

进 入 展 厅 ，第 一 单 元“ 天 禄 零 楮

册 府 重 光 ”中 陈 列 的 几 本 古 籍 让 记 者

眼前一亮。印象中的古书封面大都是

深 蓝 、棕 黄 的 颜 色 ，这 几 本 的 封 面 一

个 是 柔 美 的 粉 色 ，一 个 是 明 亮 的 黄

色 ，还 有 一 个 有 着 蓝 紫 等 多 种 颜 色 交

织的纹样。

阅读文字说明，原来，清代皇帝特

设 的 藏 书 ，装 帧 形 式 有 相 关 规 定 ，主

要 体 现 在 书 衣 、函 套 、题 签 等 方 面 ，

“ 天 禄 琳 琅 ”后 编 书 的 书 衣 常 用 石 青

色 、绿 色 、绛 红 色 ；装 潢 书 籍 及 书 签 的

材 质 为 绢 、锦 等 上 等 丝 织 物 ；部 分 书

衣 还 绘 有 团 龙 、云 凤 等 表 示 吉 祥 的 纹

饰 ，外 观 华 贵 典 雅 。 清 道 光 时 曾 对

“ 天 禄 琳 琅 ”藏 书 进 行 修 补 ，同 治 及 光

绪年间还将部分藏书送到民间书肆重

装 ，因 此 也 有 不 少 藏 书 的 装 帧 已 不 见

清宫风格。

有时，不一定按参观路线走，大致

浏 览 一 番 ，选 自 己 感 兴 趣 的 展 品 ，对

照 展 品 研 读 文 字 说 明 ，也 会 有 不 少 收

获 。 比 如 ，了 解 了 书 衣 问 题 ，又 好 奇

对 后 编 书 的 解 释 ，于 是 继 续 探 寻 。 一

个 问 题 引 发 新 的 问 题 ，这 个 不 断 解 谜

的过程令人欲罢不能。

清 嘉 庆 二 年（公 元 1797 年），乾 清

宫 失 火 ，波 及 了 昭 仁 殿 ，乾 隆 时 期 收

藏 在 昭 仁 殿 的“ 天 禄 琳 琅 ”前 编 书 付

之 一 炬 。 嘉 庆 皇 帝 敕 令 重 修 昭 仁 殿 ，

并命大臣重新甄选御花园与宫中各殿

所 藏 珍 籍 ，用 七 个 月 时 间 完 成 选 目 ，

重 建 了“ 天 禄 琳 琅 ”藏 书 。 由 于 乾 隆

时 期 的“ 天 禄 琳 琅 ”藏 书 几 乎 焚 毁 ，现

今 所 谓 的“ 天 禄 琳 琅 ”藏 书 ，多 属 火 灾

后重建的后编书。

“ 天 禄 零 楮 册 府 重 光 ”单 元 系 统

讲 述 了“ 天 禄 琳 琅 ”藏 书 前 编 书 的 形

成 与 损 毁 经 历 ，图 文 并 茂 地 呈 现 了

“ 天 禄 琳 琅 ”后 编 书 的 重 建 背 景 、外 形

和 钤 印 特 点 ，以 及“ 文 物 南 迁 ”“ 溥 仪

盗书”等聚散流转故事。

清 末 民 国 时 期 ，“ 天 禄 琳 琅 ”藏 书

历 劫 兵 、盗 ，流 散 四 方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通 过 政 府 拨 交 、私 人 捐 赠 和 单 位

采 访 等 渠 道 ，国 家 图 书 馆 共 收 藏“ 天

禄琳琅”珍籍 279 部 ，成为中国大陆地

区 收 藏 数 量 最 多 的 单 位 。《天 禄 琳 琅

书 目》（后 编）中 最 为 珍 贵 的 版 本 大 部

分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

藏“ 天 禄 琳 琅 ”珍 本 中 ，宋 元 版 (含 金

刻 本)有 79 部 ，大 多 数 是 珍 贵 罕 见 的

旧 椠 佳 本 ，流 传 有 绪 ，许 多 系 海 内 孤

本 ，具 有 极 为 重 要 的 文 物 价 值 、数 据

价值。

“ 天 禄 零 楮 册 府 重 光 ”单 元 梳 理

了 国 图 馆 藏“ 天 禄 琳 琅 ”珍 本 书 籍 的

基 本 情 况 、破 损 状 况 及 编 目 整 理 工

作 ，强 调 了 其 抢 救 性 修 复 的 必 要 性 与

迫切性。

从一个展览 看“天禄琳琅”如何重获新生
□ 本报记者 张玫/文 陈晨/摄

□ 程芙蓉

开 辟“ 第 二 课 堂 ”，引 导 学 生 和 家

长 走 进 文 博 场 所 了 解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

行 进 在 武 汉 街 头 ，引 领 广 大 市 民 品 读

自 己 的 城 市 ；开 展“ 小 小 城 市 推 荐 官 ”

主 题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为 文 明 旅 游 宣 传

培 养“ 新 生 力 量 ”…… 今 年 以 来 ，以 武

汉骨干导游为主要成员的武汉市文旅

志 愿 者 服 务 总 队 精 心 策 划 ，推 出 系 列

活 动 ，在 服 务 游 客 、宣 传 文 明 旅 游 ，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团结、锻炼了

队伍，展现了文旅行业的风采。

“第二课堂”吸引中小学生

“ 我 们 现 在 所 看 到 的 九 鼎 八 簋 就

是 两 千 多 年 前 最 隆 重 的 祭 祖 礼 仪 ，精

美的食物首先被盛放在这些贵重的器

皿 中 敬 献 给 先 祖 ，仪 式 结 束 后 参 与 者

们 分 享 祭 品 ，这 种 形 式 不 仅 彰 显 了 孝

道 ，还 能 展 示 家 族 的 繁 盛 与 团 结 。”今

年 4 月 5 日 清 明 节 ，在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 曾 侯 乙 ”展 厅 中 ，武 汉 文 旅 志 愿 者 袁

智 现 场 开 设 文 旅 小 课 堂 ，从 清 明 节 的

来源、习俗讲起，向孩子们介绍博物馆

内的礼器、乐器等文物，详细讲解古人

的 祭 祀 礼 仪 。 孩 子 们 纷 纷 表 示 ，这 次

学 到 了 很 多 知 识 ，今 后 要 继 续 努 力 学

习，多多传扬优秀传统文化。

6 月 3 日 ，端 午 节 当 天 ，武 汉 文 旅

志愿者们组织武汉的亲子家庭与外国

留 学 生 一 起 在 东 湖 景 区 包 粽 子 ，吃 绿

豆糕，寻访屈原足迹。据了解，武汉市

文 旅 志 愿 者 今 年 还 将 在 中 秋 节 、重 阳

节 等 传 统 节 日 选 派 优 秀 志 愿 者 ，带 领

孩 子 们 走 进 各 大 文 博 场 馆 和 景 区 ，开

展“ 第 二 课 堂 ”活 动 ，学 习 更 多 历 史 文

化知识和传统民俗。

今 年 暑 假 期 间 ，武 汉 文 旅 志 愿 者

服务总队在武汉市青山区图书馆举办

了“典籍中的武汉”悦读分享活动。志

愿 者 们 和 现 场 的 中 小 学 生 分 享 了《打

开 曾 侯 乙 墓》《风 雅 武 汉》等 历 史 文 化

书籍。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以“书本阅

读 +云 端 游 历 ”形 式 ，进 行 实 时 视 频 连

线 ，带 孩 子 们 从 书 本“ 穿 越 ”到 湖 北 省

博物馆和武昌起义门。

武 汉 市 文 旅 志 愿 者 服 务 总 队 负 责

人 表 示 ：“ 历 史 景 区 、文 博 场 馆 和 书 籍

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蕴含

着 丰 富 的 教 育 资 源 。‘ 双 减 ’政 策 实 施

之 后 ，越 来 越 多 的 中 小 学 生 走 进 各 大

热门景区和文化场馆，探索历史、体验

文 化 ，这 些 文 旅 场 所 的 社 会 教 育 功 能

日益凸显。我们文旅志愿者积极利用

孩 子 们 的 周 末 和 节 假 日 时 间 ，引 导 他

们 到 各 类 文 博 场 馆 和 文 化 景 区 ，学 习

了解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寓教于乐，

让 文 旅 场 所 从‘ 游 ’到‘ 学 ’，成 为 孩 子

们的‘第二课堂’。”

“悦行武汉”品读城市魅力

今 年 4 月 23 日 ，在 有“ 街 头 博 物

馆”之称的武汉汉口黎黄陂路，穿着橘

色 志 愿 者背心的武汉文旅志愿者们带

领一群孩子和家长，一边行走一边探究

城 市 建 筑 及 其 背 后 的 故 事 …… 这 是 武

汉 文 旅 志 愿 者 推 出 的“ 悦 行 武 汉 City

Walk”活动，志愿者带领大家通过行走

的 方 式 探 索 城 市 的 每 一 个 角 落 ，了 解

城市的历史、人文、风俗、美食等。

“这座小楼始建于 1896 年，最先是

一 家 专 门 为 俄 茶 商 交 易 而 开 设 的 银

行 。 后 来 成 为 民 国 中 央 银 行 武 汉 分

行 。 宋 庆 龄 当 时 住 在 二 楼 ，在 这 幢 小

楼里，她接待了美国著名作家文森特·

希恩、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等，通过他

们向世界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真实

情 况 。”在 宋 庆 龄 旧 居 门 前 ，志 愿 者 悉

心讲解，孩子们听得十分入神。

在今年 4 月初才对外开放的“汉口

二厂汽水”体验店，志愿者带着孩子们

一 起 了 解“ 二厂汽水”的前世今生。“二

厂汽水的重生史，是一部浓缩的武汉发

展史。这座体验店更像是一座跨越时

代的‘态度博物馆’，展示着武汉人一直

秉持的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希望小朋

友 们 也 要 学 习 这 种 精 神 ，长 大 后 建 设

我们的城市。”志愿者这样解说。

“ 悦 行 武 汉 City Walk”文 旅 志 愿

服务活动在为小朋友和家长提供深度

讲 解 城 市 的 志 愿 服 务 之 外 ，还 会 安 排

一些亲子活动。本场活动就特别设置

了“ 小 时 候 游 乐 园 ”环 节 ，在 黎 黄 陂 路

的 街 心 花 园 里 ，孩 子 和 爸 爸 妈 妈 们 一

起玩起了丢沙包、踢毽子、滚铁环等游

戏。

“ 这 样 的 活 动 让 孩 子 们 了 解 了 自

己 的 城 市 、学 到 了 知 识 、增 长 了 见 识 ，

也 让 他 们 明 白 生 活 处 处 是 学 问 ，培 养

了他们爱思考的习惯。这样的‘课堂’

真 好 ，希 望 每 次 活 动 我 们 都 能 参 加 。”

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武 汉 文 旅 志 愿 者 服 务 总 队 负 责 人

介 绍 ，“ 悦 行 武 汉 City Walk”文 旅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今 年 还 将 陆 续 在 汉 阳 门 、起

义 门 、昙 华 林 等 武 汉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开

展。

“小小城市推荐官”传递文明薪火

今 年“ 六 一 ”儿 童 节 当 天 ，武 汉 文

旅志愿者发起的“小小城市推荐官”主

题 志 愿 服 务 项 目 亮 相 。 该 项 目 是“ 创

新 文 明 实 践 赋 能 文 化 自 信 —— 打 造

第二课堂”的延伸，旨在鼓励和引导更

多孩子以“主人翁”意识，积极、主动地

参 与 到 城 市 历 史 、文 化 的 宣 传 推 广 中

来 。 “ 小 小 城 市 推 荐 官 ”们 正 成 为 武

汉文旅志愿者的“新生力量”。

今年 10 岁的陈谨泽是武汉市振兴

路 小 学 四 年 级 的 学 生 ，他 在 课 余 时 间

最喜欢去各大文博场馆看“稀奇”。今

年 2 月 ，武 汉 文 旅 志 愿 者 在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开 展 的 一 次 志 愿 服 务 中 ，陈 谨 泽

一下子被志愿者们的讲解打动了，“原

来，文物背后还有这么多知识点”。从

那 以 后 ，陈 谨 泽 就“ 粘 ”上 武 汉 文 旅 志

愿 者 袁 智 。 袁 智 从 省 博 讲 到 市 博 ，从

盘 龙 城 讲 到 起 义 门 ，小 陈 同 学 一 边 听

一 边 记 ，有 一 天 终 于 鼓 起 勇 气 对“ 师

傅 ”说 ：“ 我 也 想 讲 关 于 武 汉 的 故 事 。”

于 是 ，武 汉 文 旅 志 愿 者 服 务 总 队 多 了

个“ 小 小 实 习 生 ”，大 家 都 愿 意 给 小 陈

同学传授讲解技巧、丰富知识储备。

“小 小 城 市 推 荐 官 ”的 主 题 活 动 一

推出，陈谨泽就报名了，他认真准备了

一 份“ 武 汉 三 镇 是 怎 么 形 成 的 ”讲 解

词 ，并 把 讲 解 地 点 定 在 了 武 汉 市 博 物

馆 的 二 楼 展 厅 里 。“ 三 国 时 期 ，武 昌 被

叫 作 夏 口 城 ，这 个 名 字 还 是 孙 权 命 名

的 ……”陈 谨 泽 的 讲 解 让 志 愿 者 们 也

感到惊喜：“做足了功课！”

“通过参与‘小小城市推荐官’活动，

孩子们会更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也会

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自信心。”武汉市

文旅志愿者服务总队负责人说。

今 年 暑 假 期 间 ，武 汉 文 旅 志 愿 者

们带着这些“小小城市推荐官”到各大

景区、场馆进行文明旅游宣传服务，并

在 实 践 活 动 中 培 养 这 些“ 新 生 力 量 ”，

让他们将文明旅游的薪火接力传播开

来，传递下去。

武汉文旅志愿者：开辟“第二课堂”传承中华文化

晒传统 让古籍融入生活

晒技艺 看妙手如何回春

晒国宝 何为“天禄琳琅”

山西乔家大院——

文旅融合 讲好晋商故事

观众参与修复纸样体验互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