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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马鸣远与王铭钰

当博物馆遇见 95 后，历史不再是静默的标本，而成了流动的盛宴。
吴文化博物馆，这座系统研究、全面展示吴地文化的“全国最具创新力
博物馆”，正被这群青年们洋溢的生机和活力充盈着、推动着，用新的方
式诠释着。或许，这就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模样：历史从未老去，它只
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每一代年轻人重逢。

当博物馆遇见这群“95后”
文物重新被诠释，藏品成流行的符号

工作中的姬美娇（左一）与陈辛羽（右一）

主持悦读沙龙活动的袁炜

文物修复师王铭钰和马鸣
远是吴文化博物馆的“文物医
生”，每天在书画装裱修复室忙
碌结束，他们就会在博物馆“医
疗日记”里记录下当天的工作
进度。

书画装裱修复室在博物馆
一楼开放区域，实时向观众展
示博物馆的书画修复内容。

面对记者的镜头，马鸣远如
数家珍地展示他的“宝贝”：分
析测定文物的X荧光光谱分析
仪、清洁文物的超声波清洗器、
细致观察文物表面的超景深显
微镜……这些都是馆里文保部
门的设备担当。

大部分工作时间，这两人都
泡在书画装裱修复室里。

“书画类修复按洗、揭、补、
全的步骤来，马虎不得。”据他

俩介绍，“揭”是整个修复过程
中最危险的一环，得把要替换
的命纸（紧贴绢背的一层纸）和
覆褙纸（画幅背面的纸）小心揭
开，最考验耐心和专注力。尽
管是95后新生代文物修复师，
但长时间的浸淫修复工作让他
们熟能生巧，浆水成了“麻醉
剂”，针锥成了“手术刀”，每次
都能精准找到文物“病灶”完成

“手术”。
谈及书画补色，王铭钰和马

鸣远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讨论哪
个颜色更贴合原著、提醒对方避
免失误等，滔滔不绝。“历代书画
会经过前人的修复贴补传承至
今人手中，所以，书画修复是一
场接力赛，我们握着的是时代的
接力棒。”说话间，王铭钰的眼神
中充满对历史的敬意。

“95后”在博物馆做“医生”修复书画

当“白大褂”成为场馆内的一处风景，当武周铜镜遇见
赛博朋克滤镜，当中意两国成为展览中的挚爱亲朋，博物馆
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吗？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有一群“不
按套路出牌”的95后青年，他们给文物做“体检”，把江南风
物、吴地文化送上超市货架……在他们的视角下，每件文物
都能用新颖的叙事和别开生面的方式重新被诠释，每件藏
品都有机会成为流行的符号。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晓安
吴文化博物馆供图

配合默契的“姐妹花”，让县区级博物馆走国际范儿

博物馆“元老级”员工，把江南风物搬上超市货架

同属95后的袁炜，是建馆时
便加入博物馆的“元老”，他善于
打破常规，将奇思妙想引入博物
馆对外宣传。在博物馆工作的5
年中，他常常打破“次元壁”，将
他钻研且热爱的江南文化带到苏
州各地。

“年轻人喜欢逛吃，就把江
南风物带到超市吧。”于是，与盒
马鲜生合作的“鲜生博物展”是
袁炜带着吴文化走出博物馆的
第一次尝试。风趣的知识科普
及江南百态与生鲜百货同时被
陈列在货架上，让市民购物的同
时也能感受文化的浸润。

“如果可以，我想让每件藏品
都成为流行的符号。”袁炜这么
说，也一直这么做。

此后，他将博物馆优质宣发
内容，以展览的形式引入西交利

物浦大学校园、苏州国际博览中
心等地，用别开生面的方式，展现

了年轻一代重构传统文化的传播
范式。

陈辛羽，外语专业出身的她
在博物馆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天地，面对丰富的对外交流合
作，她游刃有余。姬美娇，吴文
化博物馆“最正统的周王室”员
工，当她的姓氏和所学专业——
商周考古结合起来，一切都显得
格外顺理成章。自 2022 年“伊
特鲁里亚人——古代意大利的
贵族”展览开始，两位95后女孩
就绑定在了一起。

这是吴文化博物馆第一次与
意大利合作的展览。当时，姬美
娇作为项目负责人，撰写大纲、文
物说明，文物借展，跟进展览项目
的各类流程等；陈辛羽则负责与
外方策展人及相关合作机构沟
通，跟进对外流程并钻研处理展
览的细节。

有趣的是，每当展览大纲及
文物说明确认，庞大的翻译量涌
来时，楼下的咖啡外卖也会随之
到达。据吴文化博物馆相关数据
统计，博物馆西南门员工通道的
咖啡外卖量，总会随着布展进程
的推进而增长。这其中，少不了

这对“姐妹花”的贡献。
“在和国外联系人沟通的过

程中，我们时刻保持着理解和尊
重。与外方一起工作，磨合是必
要的过程，也是我们相互学习的
过程。”陈辛羽说。后续，博物馆
与意大利又继续合作了“艺术的

帝国：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古罗马精品”“马——从地中海到
江南的千年权力象征”两个大展，
她们合作起来更加游刃有余。

特长在合作中被放大，默契
始于磨合沟通，每个展览都能看
到这对“姐妹花”忙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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