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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傷力十足的古墓機關」「金字塔主題密室逃脫」「我在故宮偷文物」……如

果沒有見到本人，你無法想像，眼前這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標題，出自一名外表溫

柔、自稱「社恐」的「95後」考古學女博士，她的網名為「水星」。自從2020年9

月創立「水星逛博物館」賬號以來，她拍攝的科普類考古短視頻吸引了近兩百萬粉

絲追更，跟隨她的鏡頭「沉浸式探墓」，了解文物背後的故事。

「考古學有不同的分工：第一步是田野考古，第二步是文物整理，第三步是文物

研究，再下一步才是我學的文物展示、向大眾傳播。」水星說，在考古學的「產業

鏈條」上，她的研究方向是最貼近公眾的一環，即用最有效的方式，把學者們發現

的考古成果傳播給大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公共考古新概念
盼引人關注文物

公眾考古（Public
Archaeology）又名公
共考古，研究的是如
何把艱澀難懂的歷史
考古知識傳播給公

眾，向公眾推介考古知識和考古成
果。公眾考古從最初的考古科普和教
育，延伸至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利
用，博物館就是文化遺產利用範疇的
載體，最終目標是希望人們對人類文
化遺產的關注、保護和利用，能達到
目前對環保和自然生態那樣的關注度
和參與度。
作為從歐美學術界引入的新學科概

念，公眾考古近年來在中國發展迅
速。國家希望研究者能利用好、傳播
好考古成果，充分發揮考古成果的價
值，讓民眾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
的歷史脈絡。
據水星介紹，其博士課程包括考古

學、文化遺產學、文物保護學、博物
館展覽展示和博物館觀眾研
究等專業。

走進「黑色博物館」
體驗抑鬱患者世界

「小姑娘為啥要學考古？」這或許是水星十多年
的學術生涯裏回答過最多的問題。「很多人

覺得考古就是下古墓，不適合女孩子，但我從小就
喜歡看歷史書，常常幻想着如果自己穿越到古代，
會是個什麼樣子？」水星說，讀小學的時候，自己
就喜歡在放假時在博物館一呆一整天。「能在博物
館裏與千年前的文物進行對話，這種時空交錯的感
覺是非常迷人的。」

拍片是研究方向上的一種探索
高考填寫志願時，水星義無反顧地報考了中央民

族大學的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其實我當時的分
數能就讀更多熱門的專業，但我依然想遵循自己內
心的聲音。」在水星看來，研究出土文物是一個解
密的過程，一旦取得研究成果，就會「像偵探一
樣，發現可能只有古代人才知道、現代已經不為人
知的歷史真相」。
在本科學習的四年裏，水星幾乎每天都泡在圖書館

裏查閱古籍文獻、撰寫論文。四年後，這名每年都拿
獎學金的「學霸」直博保送浙江大學，在考古與藝術
學院繼續她的學術生涯。事實上，製作考古類科普視
頻是她在「展覽展示策劃和公眾考古」研究方向上的
一種探索，也是作為學生的一次創業嘗試。

風格獨特 整體播放超6億次
如何兼顧學術的嚴謹與內容的趣味，讓考古視頻

既準確又接地氣，是科普類視頻博主普遍的難題。
「最開始可以說是非常地不順利！」水星坦言，她
一直埋頭科研，對觀眾的喜好並不了解，花了很大
的精力卻得不到積極的反饋。「每次我都要自己找

內容、寫文案、拍視頻、配後期，為了內容精準還
會查很多的資料，結果播放量卻一直上不去。」再
加上日常科研工作的壓力，水星一度想要放棄。
直到「古埃及武則天——女法老納芙蒂蒂」系列

上新，其中一期獲得了過百萬的播放量，水星獲得
了繼續堅持的動力。慢慢地，她摸索出了自己的視
頻風格，開始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介紹科普知識。
「先用有趣的故事情節或懸念吸引網友們的注意
力，再慢慢講到較為深入的觀點時，他們就更容易
聽進去。如果從一開始就講述具有深度的觀點，人
們接受起來就會比較困難。」在「水星逛博物館」
的賬號裏，眾多古今中外的歷史遺蹟、博物館藏品
以「懸疑劇」的風格出現，整體播放量已超6億次。

解密式拍攝手法 VR與3D並用
「我每次出門都會隨時攜帶手電筒，在拍攝考古

視頻時既能為那種深入地下的墓穴照明，又能隨時
引導鏡頭的拍攝方向。」水星說，她把每一次考古
都當成是一個解密的過程，用專業知識將相隔千年
的歷史文物抽絲剝繭，再通過鏡頭展現給觀眾。
修改後的版本很快就衝上了抖音熱搜，一名粉絲

的留言「催更」（編註：網絡用語，意為催促更
新），還引發了「催更」接龍，大家像追劇般追着
水星的視頻上架。
「每次看她的視頻，就會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

覺，特別刺激。」在一名關注「水星逛博物館」一
年多的粉絲看來，水星的視頻拍攝手法十分靈活，
既有360°環繞的VR直播鏡頭，可以隨時放大畫面觀
看細節，也有搭配文字的3D特效，超越了一般短視
頻的呆板畫面和光影效果。

「沒有人能
對抑鬱症有絕對的免

疫。今天我將在上海黑色博
物館裏，扮演一名抑鬱症患者，

體驗他們的真實感受。」今年一月初，
水星受邀來到上海黑色博物館，她沒有像以往
的科普類考古短視頻那樣，將館內的項目和展
品一幀幀地介紹給觀眾，而是一邊躺在象徵着
壓力的「水床」上，一邊對着鏡頭坦言自己的
感受。「生活就像走在水床上，每一步都在下
陷，寸步難行的疲憊、毫無防備的下墜，令人
力不從心。」
「抑鬱症的反面不是快樂，而是活力。這

種對生活的無力感，卻常常被誤解為懶惰和
矯情。沒有人會對哮喘病人說，大口呼吸不
就好了麼，卻有人對抑鬱症患者說，想開點
不就好了麼。」在水星看來，得抑鬱症的人

大多心軟善良，因為不忍心傷害別人，而最
終傷害了自己。「沒有人覺得你病了，他們
只是覺得你錯了。」水星在視頻的結尾處強
調道，你沒有錯，請再堅持一下，光明就在
你的身後。

觀眾留言分享治癒經歷
「發布視頻後，很多觀眾在下面留言講述

自己的感受，也有一些已經從抑鬱症中走出
來的患者，分享了自己的治癒經歷。」水星
說，有一位觀眾看完視頻後給她發了私信，
說自己曾因抑鬱症在高中休學兩年，後來在
家人和朋友們的鼓勵下，走進了專業的醫院
並積極配合治療，最後不僅治好了抑鬱症，
還考上了211重點大學。「我沒想到這個視
頻能引發那麼多的探討，更讓我看到了好的
內容的力量。」
「博士畢業後，我打算將製作短視頻作為創

業方向，打造更多學術嚴謹、內容有趣的科普

類短視頻，而不僅僅拘泥於考古和歷史。」今
年2月，水星發布了「水下地獄潛水艇」系
列，這是她受邀來到上海東方綠洲生態公園，
探尋裏面停泊着的一艘退役潛艇後製作的。在
視頻裏，水星詳細地介紹了033型潛艇的結構
和功能，而鏡頭中展示的密閉環境和簡陋條
件，也讓網友們體會到了潛艇兵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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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在拍攝短視頻的過程中也發
現，越來越多的博物館不再高冷，
開始通過拍攝短視頻、編排舞台
劇、製作綜藝節目等吸引年輕人的
目光。抖音發布的《2022博物館數

據報告》顯示，線上看展、親近文物、感受人類文明
精粹，正成為一種新的風尚。在過去的一年裏，抖音
上博物館相關視頻數量同比增加70%，點讚量超過12
億次，播放量超過394億次，相當於全國博物館一年
接待觀眾人次的72倍。

為了迎接第45個國際博物館日，今年5月中旬，抖
音聯合10家博物館推出「雲端博物館」活動，水星
作為湖南省博物館篇的邀請嘉賓，在節目裏講述了西
漢初年長沙國丞相軑侯夫人辛追秉承夫志、教子成才
保家衛國的故事。「湖南省博物館推出的《一念·辛
追夢》，將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進行動態復
原，並結合了中國傳統的京劇表演，是一種非常創新
的展覽形態，吸引了許多年輕人打卡觀摩。」

「讓歷史不等於枯燥背誦」
「對大眾來說，博物館好像有一道門檻存在，而

短視頻成了降低門檻的有效方式。」水星說，從前我
是一個學習者，從書本上、資料中獲得考古學專業的
知識；現在，我更是一個傳播者，希望通過短視頻的
形式，帶領人們走進博物館，走近文物和歷史。」

「讓歷史不等於枯燥背誦，讓博物館不等於高冷
難懂。」在水星看來，國家設置考古學、教育學、社
會學，不是為了讓研究者都待在象牙塔裏碼字，而是
要讓他們將所學的知識回饋給社會。

◆水星在抖音上的視頻主頁。 網上圖片 ◆水星在博物館中介紹文物。 受訪者供圖

◆水星的短視頻
內容包括講解文物、個
人經歷以及考古故事
等。圖為其不同視頻內
容截圖。視頻截圖

◆水星所到訪的黑色博物館。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