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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国家动物博物馆博士、科普策划人张劲硕

◆本报记者王琳琳

国际博物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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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提起微博上的@国家动物博物馆
员工，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

作为活跃在动物保护和自然科普
界的大 V，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科
普讲座、动物保护活动以及话题直播的
现场。

生动传神的肢体语言、风趣幽默的
话语讲解以及别出心裁的环节设计，让
实际也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工作的张劲
硕备受欢迎。他的讲座常常“供不应
求”，信息刚刚发布没几分钟，报名就爆
满了。

即将到来的 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
日”，对 于 张 劲硕来说，将会是更为忙
碌的一天。配合 5 月份启 动 的 爱 鸟 周 ，
国 家 动 物 博 物 馆 策 划 了 一 系 列 活
动。他要紧盯实施，当 天还有两场讲
座，他既要当主持人又要当主讲人。

回想起几年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刚
刚向公众开放的时候，影响力还远不像
现在这么大。张劲硕精心策划了讲座，
有时请来的还是业内“大咖”，但台下经
常出现只有十几个人的场面。如今，这样
的情形基本不会再出现了。

博物馆不是旅游景点，
而是人们终身学习的场所

现在，几乎每个
周末都会有学校组织
学生来动物博物馆参
观，很多家长也会主
动 带 着 孩 子 来 此 学
习。面对公众和社会
高涨的热情，张劲硕
很是欣慰，但也带来
了新的烦恼。

2016 年，某小学
学生集体来参观动物
博物馆时，留下了大
量垃圾，馆内一片狼
藉。张劲硕看到后，
拍下了数张照片发在
微博上，并点名批评，

“每次博物馆里只要
来熊孩子，就好不了，
破坏力很强”。 此文
一出，引发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

“当时这条微博
发出后，影响力确实很大，很多电台、电
视台的记者找来采访，学校也公开道
歉，并对学生进行了教育。”张劲硕说。

在他 看 来 ，参 观 博 物 馆 ，应 该 怀
揣 有 一 种 敬 慕 的 心 情 。“ 不 要 大 声 喧
哗 、不 要 追 跑打闹、不要随地吐痰、不
要乱扔垃圾、不要触摸标本、不要随意
拍照”，这 些 都 是 基 本 的礼仪。要求

再提高一点，才是对标本展品有一
个基本的认识。

“我们动物博物馆
存放有很多动物

的标本，说白了，这些标本以前都是生
命。”张劲硕说。

博物馆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人
们终身学习的场所，这里收集着人类的
记忆，珍藏着民族的灵魂，抵御着岁月
的剥蚀，记载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自
然类博物馆，可以近距离观察动物的形
态细节、功能结构，培养孩子的观察能
力，让孩子更加热爱自然、亲近自然。

认识自然，了解自然，
进而关注生命、关注环境

“古人很早就有分类学的思想，孔
夫子也曾讲过‘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鼓
励大家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张劲硕
希望，每个人都能更多地认识一草一木
一鸟一兽，关注生命、关注环境，进而关
注社会的发展、关注人类的方向。

因此，在每场讲座中，知识是张劲硕
希望传递的最低目标，如何帮助孩子
树 立 生 命 的 概 念 ，拥 有 更 博 爱 的 胸
怀，才是他最关心的。他常在讲座中问现
场的同学这样一个问题，“两个黄鹂鸣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你们都会背这首
唐诗，但是你们见过白鹭吗？知道白鹭长
什么样子吗？”大多数同学都回答不上来。

有一次，张劲硕在浙江温州讲课，
又问到这个问题。听到意料之中的回
答后，张劲硕说，“我刚下车，就看到你
们学校的操场上空飞过了一群白鹭。白
鹭天天就在周围，但是你们却不知道。”

张劲硕反过来思考，为什么孩子们
说没见过？全唐诗四万多首，跟鸟有关
系的就有 6000 多首。难道古人也像今
天的孩子一样，不知道周围长的是什么
树木，飞的是什么鸟类吗？这些思考随
着案例的讲述，一点点地传递到孩子的
心中。

走进博物馆，
品味别样人生

为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思想、
传播科技 知 识 ，中 国 科 学 院 一 批 老 专
家退休后发挥余热，组成了一支名为

“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
队伍。演讲团也吸收了一些热心科普事
业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张劲硕是其中最
年轻的一员。

跟着这群老专家，张劲硕去过很多
偏远的地方或贫困的山区。他发现，
这些地方的孩子尽管文化水平低、科
学素养也不高，但科普讲座却听得很
认 真 ，非 常 珍 惜 来 之 不 易 的 学 习 机
会 。 如 何 让 这 些 孩 子 也 有 机 会 接 受
科 学 的 博 物 学 教 育 、自 然 保 护 、分 类
学的方法与理念，是张劲硕最希望努
力达成的目标。

因此，当教育部主管的教育科学出
版社邀请他参与编写小学的科学教材
时，他欣然答应。查资料、定基调、熬夜
编写，他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和专家
组的成员们共同完成了这套覆盖全国
大多数省份的教材编写任务。9 月份，
这套科学教材即将在全国使用。对张
劲硕来说，这是他今后更愿意花时间去

做 的 工 作 。 他 说 ，
这样的行动有助于
让那些资源并不丰
富的地区拥有平等
的机会。

“现在，我们只
是 修 改 小 学 的 教
材。其实修订中学
的教材更 有 必 要 。
中 学 的 教 材 教 授
学 生 如 何 辨 识 动
物 的 呼 吸 系 统 、消
化 系 统 ，都 是 站 在
利 用 动 物 的 角 度 。
然 而 ，我 们 真 正 面
临 的 危 机 是 ，动
物就在身边，却不知
道它们叫什么。”张
劲硕说。

面对即将到来
的 博 物 馆 日 ，张 劲
硕 希 望 ，能 够 借 助
这 个 日 子 ，让 更 多

人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让博物馆成
为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一。

“博物馆是可以做到真正零距离地
让人接触自然和历史文化的，可以
改变人的性情。”张劲硕说。他
真心希望，人们在闲暇时能
够常来博物馆，尤其是自
然类博物馆，近距离
观察动物，品味
别样人生。

国家博物馆，青铜展厅里的一角。
一圈小朋友外，又围着一圈家长们，众

人的目光紧紧跟随着眼前这位 80 后的讲解
员，在展厅里移步挪走。

他声音并不大，可话语中似乎有种神
秘的力量，指引人们探寻展柜中每一件陈
列 的 珍 品 背 后 ，那 千 百 年 辗 转 流 传 的 故
事。透过他的讲解，文物不再是枯燥的摆
设，它们被赋予了生命与活力，在岁月的斑
驳印迹中，散发着闪亮的光芒。

一场 4 个小时的讲解即将结束，孩子和
家长们意犹未尽，还沉浸在穿越时光的历
史长河里。

这样相似的场景，伴随着 2000 多场的
义务讲解，张鹏默默走过 14 年的博物馆志
愿服务。

“我期望，当我站在展厅里讲解、站在
讲台讲课时，传递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更是我一直坚持
的向上向善的信念和精神。”

张鹏对博物馆的爱，俨然已经成为生
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场命中注定的机缘巧合

与博物馆结缘，是 2003 年的春天。
张鹏当时还是一位大一的学生，他独

自参观国家博物馆的《珍藏特展》时，被一
位大姐的讲解深深吸引。“尤其是听到她说
自己是志愿者时，更感觉很了不起。那是
我第一次走进国家博物馆，也是我第一次
真实感受到了志愿者的力量。”

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当张鹏
鼓足勇气问起如何才能成为志愿者时，那
位大姐很爽快地告诉他，今天是国家博物
馆志愿者招募的最后一天，可以去楼下的
办公室碰碰运气，说不定还可以报名加入。

张鹏就这样忐忑地推开了办公室的那
扇大门。直到收到了通过面试的通知单，
张鹏依然觉得，能在国家博物馆做志愿者，
那是怎样一份难以企及的荣誉和幸运。

就是这样一次偶然，张鹏成为了国家
博物馆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开始了自己
十余年的博物馆志愿者生涯。

多年后再想起这段经历，很多人问张
鹏，怎么就想到了去做志愿讲解员？张鹏
淡然地说：“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喜欢博
物馆，那在我心里是个值得尊重和向往的
地 方 ；同 时 这 也 是 份 不 错 的 社 会 实 践 经
历。我的专业是法学和社会学，需要在学
校之外更大的空间去学习和成长。成为博
物馆的义务讲解员，能给我锻炼和实践的
空间。就这样简单。”

在 张 鹏 从 事 博 物 馆 志 愿 者 10 年 后 的
2014 年，作为共青团中央遴选的 28 位青年
典型，他参加了“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
团 。 在 和 各 地 青 年 朋 友 们 分 享 这 段 经 历
时，他这样总结——

“不是所有美丽的故事，都需要个美丽
的开头，有时我们不是因为有了梦想才去
坚持，而是在坚持的过程中，发现梦想渐渐
清晰起来。”

◤从张主任变成了“朋朋哥哥”

曾经一度曾经一度，，张鹏张鹏身上常装身上常装着两张名片着两张名片。。
工作日里工作日里，，他以北京同仁堂药材参茸投资集团综合办公他以北京同仁堂药材参茸投资集团综合办公

室室主 任 的 身 份主 任 的 身 份 ，，处 理 着 公 司 内 外 纷 繁 复 杂 的 各 种 事 务处 理 着 公 司 内 外 纷 繁 复 杂 的 各 种 事 务 ，，
同事们称他张主任同事们称他张主任；；而在休息日而在休息日，，他是博物馆展厅里他是博物馆展厅里、、校校
内 外 课 堂 上 的内 外 课 堂 上 的 志愿者志愿者，，为听众们讲述着文物背后的故事为听众们讲述着文物背后的故事。。
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亲切地都亲切地叫他叫他““朋朋哥哥朋朋哥哥”。”。

1414 年里年里，，周末去博物馆做志愿讲解员周末去博物馆做志愿讲解员，，赶赴一场与博物赶赴一场与博物
馆的约会馆的约会，，已经成了张鹏生活的常态已经成了张鹏生活的常态。。

张鹏说张鹏说，，如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去博物馆里看看那些文物果一段时间没有去博物馆里看看那些文物，，就就
有种很久有种很久没和老朋友见面的感觉没和老朋友见面的感觉，，很想念很想念。。

从最初的青涩从最初的青涩，，到现在逐渐有了自己的讲解风格到现在逐渐有了自己的讲解风格，，张鹏张鹏
会根据不同的观众会根据不同的观众，，穿插不同的知识背景穿插不同的知识背景，，讲稿也从开始的讲稿也从开始的
4040 分钟扩充到了分钟扩充到了 22~~33 个小时个小时。。跟随他的脚步和讲述跟随他的脚步和讲述，，在展厅在展厅
内探寻历史文化魅力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内探寻历史文化魅力的观众也越来越多。。

随着公众人文素养的不断提升随着公众人文素养的不断提升，，张鹏发现张鹏发现，，展厅里的小展厅里的小
观众们渐渐多了起来观众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就是在那时起也就是在那时起，，小朋友成为他志愿小朋友成为他志愿
服务的重点服务的重点。“。“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能让他们能让他们打开打开双眼去双眼去
发现人类的足迹发现人类的足迹，，就像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讲述的那就像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讲述的那
样样：：为了今天去了解昨天为了今天去了解昨天。”。”

在博物馆里在博物馆里，，人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小朋友在小朋友
团体面前团体面前，，张鹏会坐在地上或者跪下身来做讲解张鹏会坐在地上或者跪下身来做讲解。“。“视线跟小视线跟小
孩子们平行孩子们平行，，才更利于交流才更利于交流。。这样也可以让孩子们更加专心这样也可以让孩子们更加专心
地听介绍地听介绍。”。”

““我觉得给小朋友讲解我觉得给小朋友讲解，，首先要跟他们交朋友首先要跟他们交朋友。”。”张鹏说张鹏说，，
那些大段的解说知识那些大段的解说知识，，小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孩子根本听不懂。。他会把讲解的重他会把讲解的重
点放在图案点放在图案、、色彩色彩、、故事等孩子们感兴趣的方面故事等孩子们感兴趣的方面，，用故事吸引用故事吸引
他们他们。。

““与其告诉他们宫墙是红色的与其告诉他们宫墙是红色的，，不如让他们拿着画笔涂不如让他们拿着画笔涂
一涂一涂。”。”在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 9090 周年庆之际周年庆之际，，张鹏推出了丛书张鹏推出了丛书《《朋朋朋朋
哥哥讲故宫哥哥讲故宫》，》，他将厚重的历史以儿童的视角表达出来他将厚重的历史以儿童的视角表达出来。。书书
中设计了剪贴画中设计了剪贴画、、找不同等融知识性找不同等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环趣味性于一体的环
节节，，让孩子们在参让孩子们在参与体验中发现博物馆的美好与体验中发现博物馆的美好，，享享受博物受博物
馆馆的快乐时光的快乐时光。。

张鹏对孩子的爱张鹏对孩子的爱，，很多人说这是种天生的很多人说这是种天生的，，是骨是骨
子和性格里所带来的子和性格里所带来的。。他天然他天然对孩子有种莫名的喜对孩子有种莫名的喜

欢欢，，有足有足够的耐心去接纳和陪伴他们够的耐心去接纳和陪伴他们。。
张鹏不满足于仅仅在博物馆里与小朋友们

见面。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通过他的讲述
喜欢上历史文化、爱上博物馆，他带着不同的课
程，走进史家小学、北大附小等学校，为孩子们讲
述中国历史文化。

一如既往，这位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的“朋
朋哥哥”，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那是在春节
前，在北京实验二小二年级 14 班的课堂上，张鹏
收到了 40 张小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着小朋友
的新年祝福。孩子们告诉他，每天打开一个，就
会有 40 天的好心情——有的卡片上写着：朋朋
哥哥希望你明年还来；有的写着：朋朋哥哥祝你
明年长到 1米 9。

张鹏回忆起自己 30 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
份珍贵的礼物。那天，正值暑期的特别公开课，
课后，在 100 多名小朋友的生日歌伴奏下，他收
到了一个 10 米长卷，上面印满了一个个五颜六
色、或大或小的手印，还有一句句稚嫩的笔迹写
下的生日祝福。

一向很少流泪的张鹏，在那一刻，眼泪止不
住地流了下来。他知道，自己此刻拥有满满的
幸福。

2015 年，张鹏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去全国
的中小学校讲满 100 场公益讲座。在这一年的最
后一天，12月31日，他终于在清华附中实验学校讲
完了这第100场。张鹏贴心细腻的讲解伴随着许
多孩子成长，他把对历史文物及传统文化的兴
趣爱好，潜移默化地植根在了孩子们心中。

一路回首，张鹏坦言，没有感天动地，但却
收获了无数观众的掌声，收获了讲解中大朋友
们递来的一瓶瓶绿豆汤，收获了小朋友们塞到
手里的一颗颗润喉糖。“这样的感动从来都是小
小的、暖暖的。”

“也会感到身心俱疲”，张鹏坦言，每当这
时，一位老者的话总会出现在耳边，他说，没有
人逼着你去做公益，既然选择了，就要尽心尽力。

张鹏觉得，梦想是颗种子，给它足够的阳光
和呵护，它终会长成一棵让心灵可以倚靠休憩
的参天大树，庇护自己的同时，也为身边的人们
遮风挡雨。

◤最好能再讲60年

在很多人的眼里，张鹏从国企辞职、专门
从事文博教育推广工作，或许并不意外。

张鹏说，在十几年的志愿服务中，看到了国
家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各级政府
不断出台扶持和鼓励政策，让越来越多的社会
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有了可能和空间。

另一方面，公众层面对优质博物馆相关产
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
外，公共教育被逐渐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个人的力 量 毕 竟 弱 小 ，但 如 果 能 培 养 和
带 动 起 团 队 和 我 一 起从事这样一份事业，能发
挥的价值会更大。”

张鹏创办了北京忆空间阅读体验馆，他给
自己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业：青少年博物馆教育
推广人。他希望把博物馆的魅力传递给更多的
青少年和家长群体，也期待成为博物馆和青少
年之间的桥梁。

他有更多时间为孩子们写连载文章、写书，
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开设公开课等。他创办的
公众号“耳朵里的博物馆”，以轻松的方式，培养
孩子阅读历史的兴趣。在这里，可以听世界看
未来，还能学到许多新鲜有趣的博物馆知识。

工作再忙、事情再多，在展厅内为观众们讲
解，始终是张鹏最快乐的时光。身边的好朋友
常这样调侃他：如果张鹏有一天病倒了，叫 120

把他拉到急救中心，还不如直接拉到国家博物馆，他会马上
好起来的。

作为如此喜欢博物馆和孩子的志愿者作为如此喜欢博物馆和孩子的志愿者，，张鹏说张鹏说，，他更有他更有
责任和使命把博物馆介绍给更多人责任和使命把博物馆介绍给更多人。。去年去年 33 月月 55 日学雷锋活日学雷锋活
动日动日，，他发起成立了一个一级志愿服务组织他发起成立了一个一级志愿服务组织———北京青少年—北京青少年
文博志愿服务总队文博志愿服务总队，，成立至今共建立了成立至今共建立了 3232 个分队个分队，，注册志愿注册志愿
者者 14001400 多人多人。。小志愿者们走进小区小志愿者们走进小区、、学校学校、、父母单位等地父母单位等地，，
给身边的人们讲述博物馆的知识给身边的人们讲述博物馆的知识，，用孩子的视角为同龄人讲用孩子的视角为同龄人讲
述他们眼中的故事述他们眼中的故事。“。“孩子跟孩子更亲近孩子跟孩子更亲近，，他们会用自己的方他们会用自己的方
式传递知识式传递知识。”。”张鹏欣慰地说张鹏欣慰地说。。

有人说有人说，，博物馆展厅里的文物是没有生命的博物馆展厅里的文物是没有生命的。。可在张鹏可在张鹏
看来看来，，展厅里的文物记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建立和变迁展厅里的文物记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建立和变迁，，
凝结着今日我们最值得记住的回忆凝结着今日我们最值得记住的回忆。“。“志愿者也有梦想志愿者也有梦想，，我们我们
的梦想的梦想，，是希望更多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是希望更多人能够走进博物馆，，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实现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坚守和传承化的坚守和传承。”。”

1414 年 的 志 愿 讲 解年 的 志 愿 讲 解 ，，张 鹏 见 证 了 中 国 博 物 馆 事 业 的 发张 鹏 见 证 了 中 国 博 物 馆 事 业 的 发
展展。。博物馆越来越多地走进了社会公众的生活里博物馆越来越多地走进了社会公众的生活里，，所承载的所承载的
社会教育职能也逐渐得到重视社会教育职能也逐渐得到重视，“，“博物馆不再是只来一次的博物馆不再是只来一次的
地方地方，，而是可以去追随而是可以去追随、、去享受的空间去享受的空间。”。”

从从 20032003 年那个春天开始年那个春天开始，，张鹏把青春最美的张鹏把青春最美的 1010 余年留余年留
在了博物馆里在了博物馆里，，留在了数万观众的记忆里留在了数万观众的记忆里。。到如今到如今，，张鹏已张鹏已
累计志愿服务累计志愿服务 30003000 余小时余小时，，服务观众几十万人次服务观众几十万人次，，影响和带影响和带
动了上百名青年人加入博物馆志愿者的队伍动了上百名青年人加入博物馆志愿者的队伍。。

那天那天，，一个小朋友拉着他的手一个小朋友拉着他的手，，稚嫩地问道稚嫩地问道：：朋朋哥哥朋朋哥哥，，
等你老了还会在博物馆讲解吗等你老了还会在博物馆讲解吗？？

张鹏说张鹏说：“：“朋朋哥哥如果能活到朋朋哥哥如果能活到 8080 岁岁，，还可以再讲还可以再讲 5050
年年。。最好能讲满最好能讲满 6060年年，，讲满一个甲子讲满一个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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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鹏，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青少年阅读推广
人，忆空间创始人，全国青联委员、北京青联委员。自 2003 年
起在国家博物馆等场馆为青少年义务讲解，著有《宫城：写给
孩子的紫禁城》、《博物馆里的中国》等图书，先后获得北京五
四青年奖章，中国十佳博物馆志愿者、中国十大金牌阅读推广
人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