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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场馆讲故事
历史博物馆、陈列馆等场馆，是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我们辽源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追溯到古代，辽源

地区是满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辽东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之一。同时，这里还有多处文化遗址和纪念馆，这些文化遗址和纪念馆展示了我市悠久的历
史和文化，也是我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辽源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在保护和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
作出辽源贡献。

在文化场馆里，讲解员的生动讲述，让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场景“活”了起来，引导参观者追寻历史的印记、穿越时光的隧道、重回历史现场，
深切感悟辽源城市发展的前世今生。今天，让我们跟随来自辽源市博物馆、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和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等6名讲解员的脚步，走进场馆、
聆听历史——

辽源市博物馆坐落于辽源市南部新
城，是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考古挖掘、
陈列布展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地域综合性
博物馆，建筑面积14110平方米，展厅面积
5488平方米。馆内设有通史展厅、党史展
厅、非遗文化展厅、满族文化展厅、钟表展
厅和临展厅。“河之源·城之根”辽源城市
发展史展厅（简称：通史展厅）是辽源市博
物馆的基本陈列，讲述了辽源从晚更新世
时期一直到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展
厅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远古聚落·文
明之源”，讲述了远古时期辽源这片土地
的生存环境以及出土文物；第二部分“关
隘烽火·郡府之城”，讲述了两汉、西晋、
唐、五代十国等时期辽源的历史文脉和出
土文物；第三部分“盛京围场·建县西安”，
讲述了辽源的建县历史；第四部分“沧桑
巨变·现代辽源”，讲述了近代辽源至现代
辽源的发展与变迁。

2021年，“90后”的吴宪成为了市博物
馆的讲解员。三年的博物馆讲解工作，吴
宪感触颇多——“博物馆是一种严肃、庄严
的圣地，因为博物馆中所有展品都是经过
考古发掘、历史积淀所证实的财宝。大量
的历史知识和人类文明足迹都印刻在文物
之中，观览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开拓视野、拥

抱文化生活的方式，博物馆对文物的陈列，
能做到声情并茂、图文共现，并且以一种独
特的形式展示观看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
发自内心的对人类文明、民族历史积淀的
崇拜感和自豪感。作为历史文化与民族精
神的结晶，博物馆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助推
器，能够帮助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家国观念
还未真正形成的青少年学生树立一种求索
的精神品格，并且通过文化展览及介绍，帮
助他们建立一种主动探求知识、渴求历史
文化真相的精神取向。对于其人生规划和
精神归属都有很大的作用。好的讲解员并
不是单纯地演讲，而是需要用丰富的知识
和生动的表达方式来让参观者更好的了解
历史、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在讲述过程
中，鼓励听众提问和参与讨论，这样可以增
加他们对故事的兴趣和投入感；要注重情
感表达，在讲述故事时，注重表达情感和态
度，通过你的语气、表情和肢体语言来传达
展品所蕴含的情感和意义，让听众产生共
鸣和情感上的连接。总之，在博物馆讲故
事，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技巧和方法，创造一
个引人入胜、富有教育意义的讲述体验。
通过讲述，观众不仅能了解展品的知识和
历史背景，还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文化魅
力和人文精神。”

“让自己共情 使观者共鸣”

辽源市博物馆讲解员辽源市博物馆讲解员 吴宪吴宪————

“从远古时期的石器遗址，到春秋战国
时期的青铜文化，再到近现代时期的西安
县城，辽源的历史仿佛是一幅波澜壮阔的
画卷……”

“95后”的闫璐，自小就对历史文化有
着浓厚的兴趣。2021年 5月，她如愿成为
了辽源市博物馆讲解员。此后的三年里，
她珍惜每一次的讲解机会。用心研究每一
件文物背后的故事，用情去讲述那些被时
光遗忘的历史片段。

“从建党初期的艰苦奋斗，到抗日战争
的浴血奋战，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激情和信念的
史诗。”每次为参观者讲述那些革命英雄的
事迹，让大家感受到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闫璐都倍感荣耀。

“非遗展厅汇聚了辽源地区独具特色、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琵
琶、戏曲、各种手工技艺等……”每次为大
家介绍这些非遗项目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时，闫璐都流露出对家乡辽源的荣誉感和

自豪感。
在闫璐看来，能作为一名博物馆讲解

员，将辽源的历史文化故事生动地讲述给
参观者，带领大家走进历史的长河，感受那
些被时光雕刻的痕迹，让大家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了解历史、热爱历史、感受城市文
化，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是一
件幸福而骄傲的事。

在一次讲解过程中，闫璐曾遇到一位白
发苍苍的老人，他站在博物馆的一角，目光
深邃地凝视着一件古老的文物。当闫璐走
到老人身边，准备为他介绍这件文物的历史
背景时，老人却轻轻摆手，微笑着对她说，

“小姑娘，我想告诉你，历史就像一面镜子，
它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过
去，更可以指引我们走向未来。”老人的话语
如同晨钟暮鼓，强烈地敲击着闫璐的心灵。
她突然明白，作为博物馆的讲解员，所传递
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更是一种对过去的尊
重和对未来的憧憬。而每一次的讲解，都是
一次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洗礼。

“每一次讲解，都是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洗礼”

辽源市博物馆讲解员 闫璐——

“辽源矿工墓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反
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掠夺矿
产资源、残害中国劳工的见证地，也是全
国仅存几处保存完备的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罪证之一。它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
东北沦陷的十四年里，中国人民所遭受
的血腥统治、残酷剥削以及在党的领导
下广大矿工所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意志
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作为一名辽源
人，我深深为革命前辈及广大矿工们不
屈不挠的精神所震撼……”东北沦陷时
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讲解员姜祉竹每接
待一次参观、进行一次讲解，就会对发生
在我们民族的这段苦难历史而痛心一
次。但同时，她也深知，通过她的讲解，
也会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进行一次深
入心灵的警觉之旅。

七年前，姜祉竹刚入职那段时间，每
天拿着长达几十页的讲解词夜以继日的
背；上班时间背、下班回家的路上背、甚
至连洗漱的时候都在对着镜子背……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经验的积累，她逐
渐意识到，一名称职的讲解员并非只是
背背讲解词，而是要熟悉每一块展板和

文物藏品所呈现的主题内容，用自己的
语言准确、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同时
更需要拓展相关知识，将更多的历史信
息挖掘出来，把最精华和精彩的内容呈
现给大众。

姜祉竹说：“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
员、新时代的青年、新时代的讲解员，我
必须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好青年
表率、立足本职，在自己的岗位中大胆的
探索、创新和实践，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如
既往地传承革命精神、不忘初心和使命，
带领更多的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接受
红色精神洗礼，用我的微薄之力为建设
美丽辽源贡献自己的力量。”

像矿工墓这样的历史展馆，有利于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虽然我们未曾经历那
段历史，但通过姜祉竹和她的同事们生动
地讲解之后，我们就会明白，是无数革命
前辈和矿工们用生命和热血捍卫了中华
民族的尊严，才有了我们现如今的美好生
活。通过参观矿工墓，能够使人们进一步
了解中国历史，并且以此作为激励，不断
约束自己的行为，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与
社会理想，从而为中华崛起而奋勇向前。

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讲解员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讲解员 姜祉竹姜祉竹————

“揭露日寇罪证 让后人铭记屈辱历史”

“曾经的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夹杂着
虫子的米饭甚至成为了他们盼望的食物，
糊着纸条的窗户，成为了他们仅有的防寒
设施。但美菲联军总指挥官、盟军最高将
领乔纳森·温莱特，依旧凭着一身傲骨，鼓
励自己和他的战友，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
挺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终于，在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 8月 24日，盟军高级将领们也终于
乘车离开了辽源市高级战俘营。1948年11
月，日本甲级战犯们得到了应有的审判，正
义也终于战胜了邪恶……”今年1月24日，
刘霁漫正式成为了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
俘营的讲解员。从那天起，她暗下决心，要
努力学习讲解，不断提升讲解水平，用铿锵
有力且真挚的声音，讲解出有深度的故事，
传达好抗战精神、讲好抗战故事。

入职后，当刘霁漫第一次拿到完完整
整的21页讲解词，第一次跟随同事走进战
俘营展览馆，她说好像穿越了时空，盟军
高级将领以及勤务兵们被日军打骂、虐
待，羞辱的一幕幕画面浮现在眼前……纸
张很轻，但她却深感沉甸甸，因为这 21页
纸张上面，记录的是数万盟军战俘的生命
轨迹。从二战开始，讲到日军投降，再讲
到最终的审判。第一次站在展板前练习
讲解的刘霁漫流泪了，她的泪水饱含着心
痛与愤怒。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
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让我们共同
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生命，共同维护
世界和平！

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讲解员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讲解员 刘霁漫刘霁漫————

“传达抗战精神 讲好抗战故事”

“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是
一处墓地遗址与现代化展示相结合的近现
代历史遗址专题陈列馆。辽源矿工墓墓地
遗址现今完好地保存着不同时期及不同内
涵的197具完整的死难矿工遗骨及20余具
零散的矿工遗骨……”

“身为讲解员，首先要熟练掌握讲解
资料，然后就需要做到因人施讲。从学生
到公务人员，我们的讲解对象不断变换，而
每个人接受讲解的程度不一样，被打动的
方式也不同，所以就要在讲解中学会‘因人
而异’。虽然每次讲解都要重复着讲解内
容，但我并不觉得厌倦，反而我会坚守信
念、不断地努力工作，做讲述伤痛历史的传
播者。”已经有五年讲解工作经验的李希盈
深知历史陈列馆讲解员的工作并不轻松。
虽然深感压力，但她却时刻保持谦虚谨慎

的状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经过不
懈努力，如今成为了馆内讲解团队的骨干
力量。

“煤城见证的殖民劫难，已成为国人难
以忘却的历史隐痛。然而，痛定思痛，浩劫
教人警醒、屈辱教人奋发、苦难教人图强。
辽源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决维护世界
正义与和平，反对一切殖民主义行径，时刻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防止二战的历史
悲剧重演，让人类远离战争与苦难。”

辽源矿工墓的历史深刻揭露了日本
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
来的历史劫难。这里是日本侵华、掠夺我
国煤炭资源、残害中国矿工的铁证。历史
是不容否认的。李希盈的工作就是将这
段历史讲述给国人听，让人们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馆讲解员 李希盈——

“做讲述伤痛历史的传播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高级将领
乔纳森·温莱特接替麦克阿瑟成为美国
驻菲律宾总司令，在弹尽粮绝之后为了
士兵的生命，于 1942年 5月 5日向罗斯福
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投降日军。温莱特
将军等高级将领为了身后千千万万的士
兵无奈投降，换来的却是日本人的肆意
殴打、砍杀和活埋。日本人先是把他们
从巴丹半岛转运到吕宋岛中部的奥德内
尔战俘营，再到马尼拉，之后用商船分散
到位于中国台湾的战俘营，向北分散到
位于朝鲜半岛的战俘营，再向北分散，最
终到达了奉天的战俘营。直至 1944年，
温莱特和一些盟军高官被秘密转到位于
四平的郑家屯和西安（今辽源）县的奉天
俘虏收容所第一、第二分所。在西安县
战俘营度过了他们沦为战俘的最后 267
天……”今年 3月，温爽完成了她在战俘
营展览馆的第 267次讲解。这个数字刚

好与高级战俘们曾被关押在战俘营的天
数相同。

2021年，通过招聘考试，温爽成为了
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展览馆的一
名讲解员。此后，她认真学习探索讲解
要领、不断提升讲解状态、珍惜每一次外
派学习机会。

“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战
争，中国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历史告诉我们，发动战
争的侵略者，必将是历史的失败者！正
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
民将坚定不移的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
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和歪曲甚至美
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
答应！正如拿破仑所言，中国是沉睡的
狮子，唤醒了这份沉睡，我们将在世界舞
台上展现出更为强大的力量。”温爽说。

“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展览馆讲解员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展览馆讲解员 温爽温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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