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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真人導賞外，
在全息投影、VR、
AR、三維影像、多
傳感器融合等信息

技術的加持下，數字博物館、虛擬博物館、智
慧博物館等概念先後出現，歷史場景真實生動
再現，給觀眾帶來沉浸式遊覽體驗。同時，虛
擬數字人也已在文博領域出現，為觀眾提供導
賞、直播等服務。

去年夏天，「數智人」艾雯雯正式入職中國
國家博物館，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和講解技

能，甚至熟知國家博物館 140 餘萬件文物珍
品。她從校園來到中國國家博物館，走進展覽
部門、走進藏品庫房、走進展廳，逐步進入工
作角色。在「古代中國」展廳，她與館藏文物
產生了神奇感應，由此獲得了「讓文物活起
來」的獨特能力。

此前，虛擬數字人文夭夭入職中國文物交流
中心，被授予「文博虛擬新聞官」的稱號。她
的職責是在各大博物館提供講解、導演、直播
等服務，還將作為文博界的虛擬宣傳大使，跟
隨展覽出海，傳播中華文化。浙江的宋韻文化

推廣虛擬數字人谷小雨，則是宋韻宋詞信手拈
來。她以「AI數字導覽員」的身份入駐德壽宮
線下交互屏，為遊客提供博物館內的指引與解
答、傳頌經典宋詞。

「我是紫禁城裏斷虹橋的小獅子，想上哪隨
時來問我。」故宮博物院小程序裏的智能導覽
助手小獅子，不僅可在遊覽過程中與觀眾進行
實時語音問答，還能根據內容展示不同的個性
化表情、動作與情緒，為觀眾提供更加有趣的
智能導覽。

老少更需互動 青睞傳統講解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數字導賞員敦敦。」走

進莫高窟第285窟1︰1複製洞窟，戴上AR眼
鏡，以九色鹿為原型的數字導賞員敦敦將觀眾帶
入1,400多年前的西魏時期，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
相互交融，原本靜態的壁畫在牆壁上跳躍起來。

不少觀眾在體驗過數字導賞員的服務後紛紛表
示，除了「好看的外形」，數字導賞員都有着獨
具特色的豐富「內涵」，非常符合年輕人的需
求。不過對於親子出行尤其是帶低齡兒童出行的
家長，虛擬講解對小童而言，有一定的互動缺
失，有年紀較大的參觀者，也更青睞傳統的講解
模式。

「數智人」入職 益年輕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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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文物保護與修復的大學生李思雨4月通過了試講，成為中國工藝美術
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的一名導賞志願者。「由於專業原因，我選擇報名
成為工藝美術館的志願者。」她說，「如果沒有導賞員，大部分觀眾來參觀都是走馬
觀花，很多時候是看不明白的。最初我在諮詢台做志願者，看到很多人來諮詢台反饋，
很渴望有導賞服務。但由於展覽場次多，觀眾人流量大，僅僅依靠專職導賞員難以完成龐
大的導賞工作，而志願者的加入正好填補了這方面需求的空缺。因此，我決定報考志願者，
利用專業知識讓更多人能深度逛博物館。」
李思雨把導賞員比作聯繫起博物館與觀眾的重要紐帶，通過這條紐帶，觀眾可以觸摸到展品

背後的歷史故事，了解展覽的真正意義。

逾60人考核 不足10人上崗
而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導賞志願者並非易事。李思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成為一名合格的
志願者，要經過面試、培訓、考核後，才能上崗。「我在面試時，就被要求選擇一個展品
進行無實物導賞。培訓時亦會有老師帶領我們在展廳學習，培養我們隨機應變的能力。
最後，老師會從儀容儀態、對展品的熟悉程度，以及與觀眾的互動等幾個方面進行
考核。考核非常嚴格，今年和我一起通過面試的60多位志願者，最終僅有不足
10人通過考核獲准上崗。」

作為一位漢服愛好者，李思雨會在提供導賞服務時全程穿漢服。「這
樣可以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在講織繡類展品時，穿漢服會有一定
的互動性，讓觀眾更真切感受織繡工藝，以後也會繼續堅

持穿漢服進行導賞。」她說，這也算是助力傳
播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種方式。

「過三關」再上崗
導師帶教嚴選志願者

博物館官方精品導賞預約方式及收費情況
中國國家博物館
◆官方小程序預約。根據展廳及時長，人均100—300元。

故宮博物院
◆門口排隊，先到先得。根據路線及時長，5人以內總計150—350元，
5人以上每增一人加20元。

陝西歷史博物館
◆進門取號排隊。根據不同展覽和時長，10人以內100—300元。

三星堆博物館
◆遊客中心服務台辦理。10人以內300元/場，11—20人400元/場。拼
團20人開團，人均20元。

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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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服務水平是我們選擇博物館的要
素之一。參觀博物館最大的困擾就

是我們不了解文物，完全沒有能力給孩子講
解。所幸現在很多中大型博物館都有免費的
公益導賞或志願者導賞。」來自上海的徐娜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帶孩子到北京旅遊，
故宮、國博、軍博等都是必去的。「根據社
交媒體上的攻略，可以定時定點聆聽公益講
解。如果不想在人潮中擁擠，就選擇官方人
工講解。例如國博的定製精品導賞每人費用
100—300元（人民幣，下同）不等，我們
按照需求提前預約了『古代中國』。講解準
確且生動，有問必答，而且能指出文物上的
細節及其背後的故事，唯一遺憾的是，最長
只能約2小時，意猶未盡。」

用詞嚴謹有問必答 專業度受信賴
「不管是收費還是免費，官方導賞員都

是國家幫我們嚴格篩選過的。」江蘇的遊
客郭榮說，出於參觀體驗考慮，他們一家
在故宮遊覽時就是現場排隊購買官方導賞
服務。「我們一行七人，選擇的是2.5小時
中軸線、西六宮、珍寶館路線，人均花費
55元。導賞員講的內容都是史實，不會說

很浮誇的故事。其間，他也會講很多
宮中趣事，但用詞很嚴謹，絕不
把野史當正史講，有問必
答，很適合帶小朋友學歷
史的家長。」
關於官方導賞員的
培養問題，香港文匯
報記者從國家博物
館獲悉，國博宏
大的展陳體系完
整全面地呈現
了中華五千多
年文明發展的
歷史脈絡，涉
及知識非常
廣博，知識
輸入輸出的強
度大，對觸類
旁通的能力要
求 很 高 。 因
此，國博會對導

賞員進行全面的培訓，不僅是講解技巧的培
養，更兼顧提升能力和開闊視野。在每一個
臨展期間，都會邀請該領域的專家來給導賞
員作講座，加深導賞員對展覽內容的學術理
解，同時給予導賞員更自由的探索空間。每
個導賞員在面對觀眾講解之前，必須給全部
門試講，通過部門考核才能上崗。
在國博導賞員王溪看來，導賞員需要不

斷學習、積累，始終貼近時代脈搏，把正
確的歷史觀、國家觀、民族觀滲透到講解
中去；同時還要具備學術成果轉化能力，
以及與不同類型觀眾交流的能力。例如，
公益講解和公務講解是國博導賞員的兩種
不同講解任務，時常要面對「大場面」
「大人流」考驗，在接待中外國家元首等
重大場合，考驗導賞員的講解深度、控制
力和隨機應變能力；在面對節假日客流高
峰，導賞員必須處變不驚，邊講解邊疏導
觀眾，很考驗心理素質。
如今的觀眾渴望在思想性、觀賞性、審美

性上獲得更高享受，「傳聲筒」型的講解方
式早已不適應需求。國博社會教育部專家講
解室主任梅松松親身實踐着講解風格和形式
的逐級迭代——從「我講你聽」到「引導提
問回答」再到「分眾化」講解。他在接受媒
體訪問時介紹，國博注重「因人施講」，根
據不同群體、不同平台適配講解形式，或是
將文化熱點和最新研究引入講解，或是多部
門聯動推出短視頻，擴大傳播效果，或是積
極嘗試雲導覽、雲直播進一步拉近與觀眾的
距離。

導賞供需不平衡「除了難搶啥都好」
不過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的了解，博物館
的官方講解員和服務時間安排，當前一些主
流大館的導賞員太少，人工導賞很難約，很
多時候要靠「搶」。以今年五一小長假為
例，國家博物館始終處於「放票即約滿」狀
態，國博每天定時定點提供1—2次幾乎涵
蓋所有展廳的公益導賞服務。其中，最火爆
當屬「古代中國」，每隔半小時就會有一場
半小時左右的引流公益導賞，重點講解「古
代中國」1—4部分的國寶級文物。
同時，國博還提供小規模收費精品導賞
及定製精品導賞服務。可按個人興趣，提

前2—7天預約基本陳列、復興之路、專題
展覽和臨時展覽拼團導賞，普通導賞為
100—150元/人/小時，專家導賞則是200
元/人/小時。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官網看
到，基本陳列每日上下午各開一團，每團
上限為15人，其餘展覽不定期開團且每次
僅開一團，所以官方付費導賞服務十分緊
俏。另有不少觀眾選擇在官網定製精品導
賞，每團上限為20人，收費為1,000元/小
時，每天有八個時段可供選擇，自由選擇
導賞項目。「官方精講堪比一場精彩的現
場歷史課，除了難搶，啥都好。」有網友
表示，4月26日去搶國博五一期間的付費
導賞預約名額，餘票顯示全部為「0」，小
規模的收費導賞完全不能滿足遊客的需
求。
大部分大型博物館也會透過不定期招募
導賞志願者來補充講解團隊。博物館志願
者人數也在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人希望
通過這種方式深入了解「文博」，並通過
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大眾。不少志願者還
會在社交平台上為服務機構代言，並為網
友提供參觀、預約導賞等「保姆級」指引
服務。

◆國家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

記者江鑫嫻攝

◆觀眾在國家博物館查詢展覽信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導賞志願者李思雨在試講。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廳內，不少外地家庭遊客，他們多會選擇預約官方導賞，網友在社交媒體上評論博物館

時，亦會為官方導賞服務點讚。在他們看來，除了展品之外，如「百科全書」般的博物館導賞員是連接文物

和公眾最直接的途徑，導賞實力則是衡量文博機構質量的重要標準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北京多家博物館參觀時，時常能看到導賞員被觀眾「淹沒」的場景。每逢公益導賞或志

願者導賞開講時段，觀眾就會自發聚集跟隨他們一同走進展廳感受中華文化魅力，博物館額外推出的收費精

品導賞，也是長期一位難求的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國家典籍博物館導賞員為觀眾免費講解《永樂大典》。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博物館開講
上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