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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许 革
通讯员 魏 琳 谢妍昕 韩心怡

练泥、拉坯、印坯、利坯、晒坯、刻花、施

釉、烧窑、彩绘……几百年前，在古代匠人一锤

一拉、一描一画中，泥土变成了精美的陶瓷。如

今，它们矗立于展柜中，组成了新时代博物馆里

展出的美。

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里的志愿者团队（以下
简称“文博社”）也经历着这样的“土与火之歌”。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本科生赵鑫龙记得第

一次踏入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时，第一印象便是

庄严和神圣。在这里，他的注意力被展板上关于

秦腔艺术的故事吸引，目光牢牢锁定在活灵活现

的皮影动画上，思绪也随着学生志愿者的讲解声

缓缓飘进蕴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世界里……

“我要成为一名博物馆志愿者。”他在心里埋下了

一颗小小的种子。

“文博社”是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里的志愿

公益类社团，主要负责讲解服务接待、策展布

展、宣传教育等社会服务工作，这里的每一位成

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交小博”。据统

计，仅在 2022-2023学年内，社团共 100余位志

愿讲解员先后为校内外参观团体提供超过 1000
场讲解，服务人数高达 10多万人。

在这里，有人从一名“小白”蜕变成了讲解

“达人”；有人因为一次博物馆参观经历，开启了

探索创新的科研之路；有人选择毕业后扎根西部

服务国家。

在“文博社”指导教师魏琳看来，“交小

博”始终有一股“上下求索”的精神，他们认真

严谨地对待学习生活和志愿工作，支撑着每个人

在成长路上探寻真知。

“每一件文物都是有血有肉、有
特性的生命”

去年，日英专业本科生史欣雨了解到“全国

高校博物馆优秀讲解案例展示”大赛时心动又迟

疑：我能行吗？我的讲解水平能不能登台？我的

能力足以和全国讲解员相抗衡吗？

思虑再三，史欣雨还是找到指导老师，表达

了自己想要试一试的意愿。历时半个月，从选题

到讲稿打磨，从仪态到发音，几百次在博物馆展

柜前流连，几十次翻阅馆藏文物编选书籍……一

尊长眉细眼、斜梳堕马、面若桃李的唐代侍女俑

激发了史欣雨的无限好奇。

史欣雨顺着蛛丝马迹一点点地摸索过去，知

道了“她”是一个爱美的女孩，生活在一个昂扬

的年代，“她”的服饰、妆容展现的不仅是个人

风华，更是时代的风尚。随着对这段历史越发了

解，史欣雨发现解开一个谜团后，还有更多的历

史谜团等待着解开。这正是文博相关工作的意义

与趣味所在，“只有追根溯源才能让讲解时的语

音、语调、动作、神态与文物背景相符合”。

最终，史欣雨荣获全国一等奖。对她来说，这

场全国性的比赛更像一场“雪中送炭”，让她认识

了这尊独特的俑，更认识了独特的自己。

在文博社，像史欣雨一样的学生志愿者不在

少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讲解员，首先要克服

“念稿”的恐慌，每一位“交小博”参与社团工作

的第一步便是讲解。

环境设计专业本科生司沭彤清楚地记得，刚加

入文博社时，看讲解稿只觉得晦涩难懂。那时，

她试着将每部分的文字都与对应的展品进行配

对、想象，尝试着了解它们、熟悉它们，将冰冷

的文字融入文物当中。渐渐地，她发现在背诵稿

件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文物的模样，秦腔戏服、

瓦当、书画……

在一次次的讲解中找寻着千百年前文物的回

响，又通过自己的声音将这深沉的回响传递到更多

人心中。司沭彤曾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句话——

“踏先人步，悟百年事”。她觉得，新时代年轻人

除了要追溯昔日的故事，还要创造更加崭新的现

代面貌。

机缘巧合之下，司沭彤参与了学校文创产品

“唐多多”的设计。“唐多多”是西安交通大学博物

馆馆藏唐代侍女俑的衍生产品。在年轻学生创作团

队看来，这件文创设计追求有美、有新、有情，在

保留侍女俑美丽的同时，放大了实用价值，耳饰陈

列、笼香、存钱等功能超越简单的收藏装饰作用，

“我们尝试给‘唐多多’更有活力的新面貌”。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

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

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

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2015 年 2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博物院考

察时说。

赵鑫龙在亲身参与体验文博工作中，愈发领会

到了其中的深沉含义。“隔着玻璃展柜的，其实是

灿烂华夏文明在向新时代的我们挥手。”

志愿者们因为对博物馆文化的热爱汇聚在一

起，在一次次共同的博物馆之旅中，他们也在理解

着何为“博大厚重”。

2020 年 9 月，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数字展

厅”正式开展。西安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毕业生张丹丹作为一名新晋志愿者加入讲解队伍

中，用自己的声音向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观者展示创

新港的前世今生。

如今，毕业后的张丹丹在西迁精神指引下投身

到核工业建设之中。从陕西到山西，从创新港数字

展厅到中核七院，张丹丹把自己的经历与所处环境

“链接”，在博物馆里汲取的精神养分持续“发

光”。前段时间，她曾代表单位参加山西省第三届

理论宣讲大赛获得三等奖。

张丹丹说：“那段学生志愿讲解员的经历总是

时不时地浮现出来，在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的每一

次工作都值得怀念。”

“我们在青年志愿者选择的背后，
看见了博物馆的力量”

高校博物馆作为联系青年学子和传统文化的重

要桥梁，如何发挥文博资源在服务文化传承、科学

研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博社里的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答案。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魏上杰曾进行一

项“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视角下学生策展实践路径

构建”研究。他和团队成员广泛地调研了国内外诸

多高校在学生策展方面的相关实践，汲取了许多优

秀的经验，并在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策划的两届毕业

展中得到了应用。

与此同时，这份创新调研也被魏上杰带到了创

新创业大赛上。魏上杰说：“搞科研就要坐得住，

下恒心，心无旁骛。这与文博工作是相通的，心不

静很难走进文物的世界。我们在博物馆不断地提升

自己的研究能力，学会了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积极进取、互帮互助。”

魏琳很喜欢用“大器同铸”这个词来形容学生

志愿者们的文博服务工作。在她看来，大器是展柜

里精美绝伦的文物，也是不断成长进步的“交小

博”。在博物馆的日子里，魏琳见证着每一位青年

志愿者的蜕变。

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博物馆馆长吕青认为，

博物馆为志愿们提供了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年轻人

在一次次策展实践、文博比赛、课题申报、学术交

流以及社会实践中锻炼自我，发挥了博物馆以文育

人、以文化人的功能，无论是对学生现有校园学习

生活，还是对未来步入社会工作都非常有好处。

“学生们选择什么事业去奉献，选择发出何种

声音，讲述何种故事……这些选择的背后，我们看

到了博物馆的力量。”未来，吕青希望能够继续吸

纳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投身文博事业，“在这里，

他们可以用自身行动践行志愿者服务精神，也可以

传播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用年轻人的话语让中华

传统文化的美被更多人听见、了解、热爱。”

看见博物馆的青春力量

9月 25日，广西

南宁民主路小学的

学生们通过参与唱

山歌、剪纸、板鞋竞

速等活动，近距离感

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图为学生在跳竹竿

舞。 视觉中国供图

□ 周荣方（党的二十大代表、郑
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青年提出
期望：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
绚丽之花。什么是火热实践，什
么是绽放力量，什么是绚丽之
花？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行走
中，让思政小课堂不仅能从社
会大课堂中汲取力量，更能赋予
力量。

行走到哪里？首先行走在当
下，以“身边故事”讲活“火热
实践”。

去年在人民大会堂刚拿到党
的二十大报告的时候，我周围的
代表都特别忙碌，大家都在忙着
找跟自己行业相关的内容。我旁
边是来自高铁的基层党代表郑小
燕，她突然很激动地抓着我说：

“你看！交通强国！我们的！”我
当时就笑了，拿着报告说：“你
信不信？这一本都跟我们思政有
关！报告里讲的成就与奋斗方
向，就是思政课的内容呀！”

当我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段段文字，更
是一幅幅奋斗的画卷。

比如学习到“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我就会想到，当时
在河南省新乡市冀屯镇，赵化录
书记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让
村民都用上电梯了，还得用电梯
搬煤球，一定要通天然气！”这
不就是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吗！还
有河南省鹤壁市 95 后村支书张
桂芳，她说：“我怎么奋斗？两
个字——‘看到’——看到就有
希望！”然后她打造了彩虹村，
把这些火热的场景讲给学生听，
怎么会感受不到这种火热氛围？

但是感受氛围并不是我们的
最终目标。火热氛围是激发活力
的，怎么激发活力？那一定要发
掘它背后的冷静思考。

就像冬奥会让人振奋，但是
我对于很多运动员的故事是有困
惑的，比如徐梦桃。我很好奇她
为什么会选择再战北京冬奥会？
当年平昌一战她受了很严重的伤，伤势我们今天不
多说，但媒体报道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
度，她走路就像两根骨头在摩擦。这得多疼啊，而
再战意味着有可能再伤；再伤，后果不堪设想。为
什么这样选择？就为了一块奥运会金牌吗？可是她
在参加北京冬奥会之前，就已经拿下了27块世界
杯金牌，当然世界杯不如奥运会那么耀眼，可这足
以证明她的实力。

那为什么这样选择？我用这个问题，去问她的
教练牛雪松，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反问了我两个问
题：“你们讲思政课在国外有多少人可以听到？中
国的新闻报道，在国外又有多少人可以看到？”他
接着说：“其实很多人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可是奥
运会全世界都会看，那么运动员在这个时候就不仅
仅是运动员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体现出一个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高度。那么，我们就要
让中国的国旗在奥运会赛场上升起，让中国的国歌
在奥运会赛场上响起，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
中国。”

为什么会有火热实践？那是因为有人在不断接
续奋斗。有些人不会被个人荣誉所禁锢，他的梦想
远比个人荣誉更具荣光！这就是“心有大我，至诚
报国的理想信念”所产生的力量！

有思考才能让氛围有意义，可思考又来自于
哪里？那一定是从困惑出发，在真实的历程中寻
找答案。

我们让当下行走进历程，以“时代责任”讲
透“绽放力量”。我们面对青年，意味着也面对
青年的很多困惑，比如“我知道时代赋予我的责
任，那我的价值要如何实现？”这是把责任和价值
给割裂开了。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张桂梅校长，
我见过她本人，比电视上更加瘦弱娇小，可是她为
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再次研究她的心路历程，有一句话让我印象
深刻。她说：“当你走进学生家里的时候，她家把
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给你，你还在乎什么贫穷、劳
累？不在乎这些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
量？那是因为两个字“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两个
字让她站在了新时代教书育人的最前列，让我们所
有人看到了教师真正的样子，她激发着无数老师的
力量。

时代赋予我们的是责任，但更赋予我们实现价
值的方法和动力。只有把人生放在“时代”这个大
舞台之上，才能看到绚丽之花。

我们让历程行走进未来，以贯穿其中的“中国
深情”灌溉“绚丽之花”。未来，我们要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绚丽的未来，但是我们
作为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就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讲，我们要准备好面
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严峻考验，面对困
难，生命如何绚丽？

这让我想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八个字：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也就是说，遇到山不好过，不
是我自己翻过去就行了，而是开条路让大家都能
过；遇到河不好过，不是我自己蹚过去就行了，而
是架个桥也让大家都能过。这个时候，困难不就变
成汇聚人心的契机了吗？怎么转变的？这就是中国
深情的力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我们讲道理不能只讲明白“大的道理”，更要
讲明白道理之“大”，大在哪里，大在情理相融，
这就是我所感受的中国深情。绚丽之花是什么样子
的？那一定是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一定
是我们同心共圆的中国梦。

新学期新起点，希望我们一起在行走中读身
边故事，懂时代责任，传中国深情，立鸿鹄之
志，为事为学为人，绝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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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从北京到香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 2022 级

硕士生陈嘉诚切换了新身份重返家乡。这一

次，他是“清华人必刷剧”《马兰花开》 剧组的

一名演员，在香港的舞台上，他完成了自己的

“首秀”。

这个国庆假期，《马兰花开》 第一次“绽

放”在香港、澳门，一票难求，观众在“花开”

的感动中不断报以掌声。

这部由清华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用最感人

的故事纪念“两弹元勋”、优秀共产党员、清华

校友邓稼先。自 2013 年首演以来，该剧历经十

载，走过祖国大江南北，累计覆盖观众超 13 万
人次。

回到家乡澳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2021 级

本科生翁心怡和服装组同学一起忙碌在舞台后

方。尽管没有上台参演，但每次听到演员们念起

台词，回望这段历史故事，她都能感受到邓稼先

精神传承的力量。

国庆节当天，和当地师生一起站在香港理工

大学的广场上，国歌奏响，国旗升起，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博士生傅宇杰感受到了

香港浓厚的爱国氛围。

从最初推“景片”到饰演男配角小高，再到

接棒饰演男主角邓稼先，《马兰花开》 伴随了傅

宇杰的整个大学生涯。“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

已是曲中人”，每一次演出，他们都在不断接近

那个年代的人物，“慢慢地也想要在内在的精神

上去追求成为像邓稼先学长那样的人”。

在经历屈辱、苦难后艰辛回归祖国怀抱的香

港演出，与他扮演的邓稼先毅然决定从国外回到

新成立的新中国时，历史交相辉映，他有了新的

体会。这一次香港演出，当屏幕上出现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画面，当话剧落幕时闪过所

有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姓名时，掌声

经久不息，“是观众对剧目的肯定，也是同胞们

对祖国深沉的爱”。

100分钟的演出，大家一同“穿越时空”和

邓稼先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隔空对话，那位伟大

的科学家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名字，而成为生动

的、可亲可敬的学长“老邓”。

来到澳门大学，清华大学法学院 2022 级硕

士生陈子晗成了“老邓”。刚刚演绎“老邓”一

年多，他不断揣摩每一句台词、每一个情节背后的

情感与含义，“邓稼先的人物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

丰满，最初只觉得他是一位崇高的科学家，慢慢

地也会发现他的可爱、真实，他也会在实验过程

中紧张，代表了我们身边每一位默默无闻的科技工

作者”。

和傅宇杰接替出演，陈子晗更清晰地感受到，

当屏幕上惊天动地的“蘑菇云”升空，全场自发响

起掌声，“大家沉浸在这段真实的故事中，感受到

这背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强盛”。演出结束，观众

久久不愿离开。他笑称，“澳门演出结束后，还有

很多观众前来找我合影，也算是隔空和‘老邓’合

影了”。

弥留之际的邓稼先在与同事、亲人和挚友一一

话别时说：“如果要我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愿意再

做中国西部戈壁滩上那一株小小的马兰花！”回到

踏上征途的那一刻，和他一起告别家人的还有小

高、小辣椒、大钢铁、小张等众多青春热血的年轻

科研人员。

“惊天动地”背后总有千千万万个隐姓埋名

人，戈壁滩上也不止一朵马兰花。小辣椒的扮演

者、致理书院 2020 级本科生尹柔涵认为，正是由

于有了这么多鲜活的年轻科研人员，他们在那个年

代有血有肉地活过，才使得整部剧一直充满着澎湃

的情感。

她觉得，参演的同学们在不知不觉间和故事融

为一体，“也更加理解了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执着的

追求、默默无闻的坚守，我们要记住的不仅是邓稼

先的故事，更要传承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精神”。

虽然是第一次正式参演，陈嘉诚在剧里不仅扮

演了实验员、飞行员，还扮演了邓稼先的医生，甚

至客串了一名难民。刚刚加入剧组不久的他还记

得，第一次完整看完演出后，自己已经热泪盈眶，

“那一次使得我开始思考这部剧的感人之处，思考

这个故事的重要性”。

“我的很多家人朋友是通过这次看剧，第一次

完整了解了邓稼先的故事，了解了在那段艰辛的岁

月里，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是如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做到自立自强的，中国人的腰板是如何挺直的。”

陈嘉诚笑着说，演出结束后，他穿着剧里服装和家

人合了影，家人还在例行早茶时间把邓稼先的故事

讲给朋友和同事们，“成了新的社交话题”。

演出最后，当“景片”背后出现推“景片”

的演员时，台下惊讶的观众总会报以全场最为热

烈的一次掌声。这 18 名默默无闻的同学有一个称

号——“十八罗汉”。电子系 2020级本科生闫英男

就是“十八罗汉”之一。

被导演要求“推景片要把眼泪推出来”，闫英

男觉得，《马兰花开》 带来了太多触动内心的瞬

间，“无论是老邓，还是小高、小辣椒等科研人

员，都隐姓埋名、毫不动摇地为核事业呕心沥血，

这是他们对祖国深沉的爱”。

虽然在舞台上没有露脸，但他们能够把很多关

键台词倒背如流，“我们每一次推动景片都要饱含

着与故事相关情节相匹配的情感去推，和大家共同

完成舞台呈现，才能更好地展现以邓稼先为代表的

科技工作者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花开已十载，新一代马兰花正在盛开。

观看完演出，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刘玉洁说：

“当看到少年邓稼先因洋鬼子对国人的折辱而决定

奔赴西南联大，随即台上的演员一个个放声支持他

说‘我也去’，台下积蓄已久的演员更一个个闪现

般站起应援时，我的内心也变得热血沸腾。邓稼先

前辈与一众先贤，用行动完美诠释了他们对个人与

国家、小舍与大得、生命与意义的深刻理解，如大

漠里默默绽放的马兰花般带来希望，值得我们薪火

相传。”

香港科技大学物理学系副教授王一感慨：“邓

稼先、周光召、钱三强这些名字，也如马兰花开一

样，在我的心头绽放。从邓稼先时代‘二代轻舟已

过桥’，到今天‘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就是几千年

来刻在我们文化基因中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

神。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做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实

事，哪怕些微，也可以累加到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强

大。我想，有这样的长远眼光，我们个人可以致

远，而共和国的旗帜上，也将有我们的风采。”

“做成这件事，人生就有了意义，死了也值。”

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学生郑颖珊观看后这句

话一直萦绕她的耳边。她觉得，“邓稼先先生仿佛

是马兰花的化身，虽扎根在荒漠中，但仍可以散发

出独属于自己的绚烂光芒。身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

我们，也应如马兰花一样，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我

们这一代人的璀璨光芒”。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马兰花开港澳 掌声经久不息

10 月 1 日，清华大学《马兰花开》剧组同学参加香港理工大学国庆升旗仪式，在该校广场与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陈

炳泉合影。 刘倚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