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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4年4月10日 星期三

一馆一物一记忆 同心同向同传承
——宜川县博物馆用文物讲好宜川故事

通讯员 李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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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梅讲解文物故事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
2023年 6月 15日，走进宜川县博物馆，富

足而殷实的文物家底令人叹为观止，丰富而珍
贵的藏品传递着历史的回声，讲述着属于这片
土地长久的繁荣与文明。

2018年 4月 29日，宜川县博物馆正式开
馆，建筑面积1571㎡，展厅面积710㎡。现有藏
品763件套，其中二级文物17件、三级文物183
件、一般文物 401件、未定级 162件，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县博物馆从2012年6月成立至今，几易其
址，艰难前行。从当时借人、借物、借办公场地，发
展到如今拥有独立展厅的综合性历史文化博物

馆，可谓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宜川县博物馆馆
长宋延龙介绍说，目前，博物馆内设历史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两个展厅，共展出各类文物170余件，
从北朝至明清的各类造像为该馆的特色藏品。

在博物馆的陈列区中，历史展厅——“壶口
涛声”分为农耕初创、丹州沧桑、古渡奇观、丹州烽
烟四个单元，以历史发展依次陈列，展示了独特
的宜川历史文化文物。民俗展厅——“丹州瑰
宝”分为丹州古经、农家风情、饮食文化、艺术之乡
四个单元，展示了宜川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是文物最好的归宿。”宋延龙告诉
笔者，为进一步丰富馆藏，近年来，县博物馆不
断加大社会流散文物征集工作力度，通过购买、

公安移交、民间搜集、捐赠等形式，征集、抢救保护
了可移动文物 206件（套），不仅丰富了文物的数量
和品种，还保证了文物安全，部分重点文物更是填
补了县博物馆的收藏空白。

2023年4月24日，宜川县集义镇的邹国民先生
将祖传的6本医书捐赠给县博物馆。6本医书，其中
四本系《增补万病回春》（卷2、3、4、8），两本系《增补
寿世保元》（卷6、8），应为民国石印本，其价值极高。

“文物在我们的手里就算保护得再好，也难免
损坏、损伤。只有把它放在博物馆里，才能得到更
好的保护，也能发挥它们最大的价值。”邹国民说。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一幅经济社会与历
史文物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在宜川大地徐徐展开。

在这里，读懂这座城的“前世今生”

“你知道‘横渠遗风’和‘安定流韵’分别指哪两
个人吗？”

“是指宋代在宜川县为官的两位理学大师——
张载和胡瑗。”

“答对了，这是你的奖品。”
…………
2023年 6月 10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

宜川县博物馆以“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为
主题开展了答题、送礼品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参与
其中。

如何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使文物资源更好地融
入社会发展？如何深入挖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社
会、经济价值，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宜川县干部群众一直在思考、在探索、在实践。
“让文物讲述历史，我们就要挖掘文物背后的故

事，推动文物‘活起来’，用心、用情讲好宜川文物故
事。”宋延龙说。

文物无言，却是历史最深情的讲述者。
近年来，宜川县博物馆依托“陕西省第一批青少年

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育基地”和“延安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延安大
学、西安美院等开展暑期实践活动，共计32次3600余
人。与县政府、县消防队、移动公司等 60多个党政机
关、企业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共计 150余次 1.9万余
人。与宜川中学、县城关小学等 15所学校、幼儿园开
展馆校共建活动，共计80余次28.8余人。让文物走进

了人民群众，让文物“活”在群众身边。
同时，针对不同的参观人员，县博物馆推出涵盖历

史文化、非遗文化、传统节庆文化、民俗文化等专题活
动。坚持馆内特色活动常态化，每个月举办一到两场
特色活动，节假日和寒暑假推出学生专场活动。2023
年6月15日，宜川县幼儿园组织孩子们走进县博物馆、
文化馆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孩子们不仅了解了家乡历
史，更加开阔了眼界。

2021年 8月，宜川县博物馆纳入全县旅游标识系
统，吸引了来自宁夏、河南、陕南等全国各地的游客前
来参观。

“我最感兴趣的文物是竹节提梁紫砂壶，在展厅逛
了一圈感觉很不错，从展览的布展和展出的文物来看，

非常值得来。”王先生是外地来宜川旅游的，第一站就选
择了宜川县博物馆。

竹节提梁紫砂壶出自清代制壶名家陈荫千之手，造
型简单大方，尽显奇思妙想，它的提梁、壶盖、钮、壶身、
流、嘴都有竹子的各种形态，可谓将竹子和紫砂壶结合
得天衣无缝，将壶艺与文人情趣融为一体，让观众从视
觉的维度感受文化的魅力。

一馆一物一记忆，同心同向同传承。
“下一步，宜川县博物馆将着力推进数字化博物馆

建设，深入开展文博创意产品开发探索与实践，让馆内
文物活起来、靓起来、动起来，讲好宜川故事，弘扬宜川
文化，点亮宜川未来，让文物成为宜川又一张靓丽的文
化名片。”宋延龙满怀信心地说。

让文物成为宜川靓丽的文化名片

滔滔黄河万古流，巍巍中华五千年。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

维系着民族精神，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
源。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的不断“出圈”，博物
馆不再是“冷板凳”。新颖的文创屡获热捧，穿
着汉服看展览成为常态，文化与历史的魅力正
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

文物“说话”，历史“发声”。作为重要文化
地标之一，宜川县博物馆用珍贵的文物展现宜
川丰厚的历史文化，一件件散发着古老文明气
息的真迹遗存，似乎诉说着一个又一个鲜为人
知的传奇故事。

● 清华大学夏令营走进宜川县博物馆

● 馆长宋延龙（左）向游客介绍陈列文物

做文物的“代言人”，让历史鲜活起来

“大家好，我是宜川县博物馆的专职讲解员
王阳梅，欢迎大家参观……”在县博物馆展厅入
口处，王阳梅在熟稔地热场。这是她每天必不
可少的工作环节。

王阳梅是 2021年 4月进入县博物馆的，已
经做了近 3年讲解员，熟悉展厅里的每一件文
物和关于它们的故事，累计背过的讲解词有数
十万字，每年服务的游客也在200批次以上。

这样一位“老讲解员”，对这个岗位感情至
深。“讲解员的工作属于一线工作，要求我们每
天上班要早一些，先到办公室换好工作服，同时
进行一些声音和形体训练。每一天，都要以热
情和饱满的状态，为观众提供更好的、高质量的
讲解服务。”王阳梅说。

“作为一名讲解员，工作难点是什么？”笔者问。

“最难的是，将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逻辑通
顺的口语表达，让观众都能听懂。”王阳梅回答
说。

为提升讲解水平，王阳梅会将自己的讲解
进行录音复盘，或请朋友同事作为“观众”多提
意见建议。“希望能通过讲解员这份工作拓展自
己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让更多人了解文物背后
的故事。”王阳梅说。

造像中的“绿度母”是王阳梅最喜欢的文物
之一。“这件造像可以让我们清晰认识到先民对
于美的认识和追求。讲解时，就像在和古人隔
空对话。”王阳梅说，只有拥有专业的、准确的历
史知识，才能向游客传递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
事，才是一次成功有效的讲述，“我愿做文物的

‘代言人’，让每一段历史鲜活起来。”

2018年，宜川县博物馆对外开放。在未开馆之
前，“80后”薛莉莉就参与了博物馆的布展筹备工
作。在这期间，薛莉莉与同事一同经历了藏品的摆
放和展示，并搜集所有展品的原始资料，使藏品展
示达到最佳的状态。

“那段时间，白天参加布展，晚上挤时间背讲解
词。虽然辛苦但我却乐在其中。”薛莉莉笑着说，她
当时是讲解员，结果布展人手不够，被强制“征兵”
为布展员。

“正式开馆后，基本陈列已完成，当看到络绎
不绝的游客慕名而来，就为一瞻宜川历史文化
的真容时，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是有
意义的。”薛莉莉说，“我喜欢宜川，也愿意将这
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揉进展览里，传递给
观众。”

● 幼儿园的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物魅力 ● 西安美院师生参观宜川县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