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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郑州博物馆里的三位“扫地僧”
“这是‘九鼎八簋（gu ）’，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弦纹铜盉(h )，就是个调酒器，往里面装三样（酒），就像现在咱们
调鸡尾酒一样……”既有像讲解员一样的专业，又有接地气的内容介绍，谁能想到这些话出自保洁阿姨口中!

这一幕每天都会发生在郑州博物馆的几个展厅中，被游客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后，网友惊叹于她们的知识储备和讲解姿态之余，亲切
地称她们为博物馆“扫地僧”。而这不只一位，而是三位！她们如何练就如此“绝技”？近日，记者来到郑州博物馆采访段秀姣、吴留萍、
孙宝菊三位“文化扫地僧”，聆听她们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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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秀姣：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力”

清晨 5点 30分，56岁的段秀姣简单
吃完早饭后，坐上公交去博物馆上班。

20个世纪80年代，段秀姣高中毕业后
成为一名数学教师。如今，她来到博物馆
上班，和历史文物打起交道。“我一直很喜
欢戏曲，前半生只能在空余时间唱唱曲自
娱自乐，来这里后，没想到会有一份和戏曲
文化相关的展厅工作。”段秀姣说。

走进郑州博物馆“豫声豫调”展厅，左
侧墙上悬挂着近百个各色脸谱，不同的表
情代表着每位角色人物独特的性格、道德
伦理特征，看似简易的脸谱墙背后却蕴含
着饱满的文化生命力。大厅中陈列的“女
硬靠”“木兰靠”等端庄华丽的戏服让人移
不开视线。

“木兰靠在这里最受游客关注，也是
我最喜欢的戏服，因为它色彩鲜艳、大气
端庄。”手持抹布的段秀姣说。每天早上
保洁时，在这个充满戏曲文化的空间中，
面对着和豫剧有关的戏服、道具，段秀姣
总会忍不住在厅里小声哼唱一段，“四千
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在段秀姣看来，戏曲是充满魅力的国
粹文化。舞台上的聚散离合、悲喜忧愁，
是生活里道不尽的人生百味。自来到这
里工作，接触展厅中众多的戏曲元素以及
听志愿者讲解员的介绍，耳濡目染下她对
戏曲的了解逐渐变得系统起来，再加上遇
到疑惑不懂的地方时，她还会自己主动查
资料了解学习。

段秀姣本是个内向的人，可看到游客停
留驻足，尤其是那些孩子指着挂列的道具、
戏服疑惑问家长典故时，段秀姣忍不住开始
主动上前讲解，讲述戏服背后的起源、凤冠
华服里的故事。就这样，“豫声豫调”展厅中
逐渐多了一名深藏不露的“扫地僧”阿姨。

“我的表达能力不好，毕竟不是教语
文的。”段秀姣乐观自嘲，“但是我也希望
能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力，让更多人
了解戏曲，喜欢豫剧。”

同样 56岁的吴留萍，在郑州博物
馆做保洁工作仅有 10个月，她留着一
头干练的短发，熟悉的人都知道她爱
笑、热心肠。刚入职的时候，她并未想
到，自己会有一天对这里的一件件文
物了如指掌，甚至能为游客讲上几句
文物背后的故事。

春节期间，在擦文物展柜玻璃时，
吴留萍注意到两位游客在一件文物前
驻足，似乎是不知道文物名字怎么
读。按捺不住助人为乐的心情，吴留
萍暂停手上的活计，上前讲解：“这个
叫弦纹铜盉（hé），就是调酒器，里面可
以装三样（酒）……这个叫铜觚（gū），
是用来盛酒的……”

保洁阿姨说起文物竟如此头头是
道，这让游客们大为惊讶，有人将这一
幕拍下后传到短视频平台，吴留萍迅速
火了一把。不少网友戏称“又一位扫地

僧”，也有网友感慨“不管什么职业，热
爱知识，保持学习，一定会得到尊重”。

对于大家口中的“扫地僧”称号，
吴留萍十分淡然：“说不上什么‘扫地
僧’，我喜欢聊天、喜欢学习别人的长
处，从机械厂的质检员岗位退休以后，
我不想天天坐在家里打牌，就想着出
来找个事干，跟别人多接触、多沟通，
增加自己的阅历。”

吴留萍所在的“创世王都”展馆，
大多是青铜器，为了保护文物，灯光往
往被控制在较低的亮度，处在这样的
工作环境，她一开始难免有些不适应，
更难以与这些文物产生“共鸣”。

“但总不能让文物来适应我吧。”
吴留萍想。她努力从环境中寻找意
义、寻找乐趣。5月 18日是国际博物
馆日，去年这一天成为吴留萍开始了
解文物的契机。当日，郑州博物馆提

倡员工根据博物馆的文化氛围，推出
合适的节目。于是，在工作时，吴留萍
开始有意识地留意每一件青铜器的介
绍，每当有游客参观时，她都从讲解员
的专业讲解中记忆一些感兴趣的知
识。有的部分记得不牢，或者看到不
认识的字，吴留萍就回家以后在网上
再搜索学习一遍。

学习文物知识和讲解，吴留萍也
并未忘记初心。有游客对吴留萍说：

“我看了很多博物馆，你们这里的玻璃
是我见过擦得最亮的。”因为吴留萍知
道：“人家要拍照，感受文物之美，玻璃
上净是手印怎么能行？”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对这些
文物的感受，我会用‘亲切’来形容。”
吴留萍说，“游客们得到知识和快乐，
我也收获分享的快乐，讲解让我的工
作多了几分意义。”

作为“锦绣云霞”展厅的保洁人
员，孙宝菊也是郑州博物馆的“宝藏网
红阿姨”之一。

“这个裙摆两侧是牡丹，中间是一
只凤，是‘凤穿牡丹’的寓意……那一圈
的设计是柳叶式，代表绿树长青……”
2023年国庆节期间，孙宝菊为游客即
兴讲解“云肩之美”的视频在互联网走
红，走红背后，同样离不开一点一滴的
学习。

入职郑州博物馆后，孙宝菊被分
至“锦绣云霞”展厅，郑州博物馆多次
号召工作人员融入博物馆的文化氛
围，加之孙宝菊心中本来就有多年前
埋下的种子，她便在工作之余旁听讲
解员与志愿者的讲解，遇到不懂的便
请教或上网学习。

“没什么别的诀窍，就是耳濡目染，
受博物馆文化氛围的熏陶。”孙宝菊认

为，在讲解过程中，自己也收获了信心
和成长，“刚开始我因为只有初中文化，
不是太有信心，但有学历高的游客跟我
说‘你这个就叫热爱传承’，这样的评价
让我觉得无意间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所以就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在每天接触的游客中，不乏来自各
地的男女老幼。有的孩子一进门就“撒
泼”，哭闹不止，孙宝菊会耐心地说：“奶
奶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好不好？”随后
便将孩子带到 3D投影的文物处，让他
们看“片”。如果是小女孩，孙宝菊还鼓
励她们试穿体验漂亮的云肩。“博物馆
也可以很好玩，我只有把小孩子安抚好
了，家长才更有心情观赏文物和了解传
统文化，能解答的，我一定会尽力解答，
不让游客带着遗憾离开。”

孙宝菊却有自己的遗憾。去年10
月，孙宝菊的母亲去世，想起自己小时

候，母亲给她做过猫头鞋、老虎枕头、
河南民间扎花之类的手工制品，而当时
却没有珍惜，孙宝菊便难掩悲伤：“老虎
枕头有着辟邪壮胆的寓意，是妈妈对我
满满的爱，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好好
珍惜。这个展厅我最喜欢的是云肩，因
为它也是纯手工制作的，看到它我就想
到了妈妈的爱，这也是我越来越热爱文
物、对它们有感情的原因。”

“热爱”，说起自己所做的事情，孙
宝菊总是提及这个词，她说：“我只是
一名普通的保洁，但我知道传统文化
需要大家传承、文物需要大家保护，在
这个方面，我想尽我的微薄之力，发挥
一点余热，希望能让大家更关注、更喜
欢这些文物，只有热爱，才能让它们更
好地传承下去。”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梁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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