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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刘雯文 让传统盘绳技艺融入现代服饰文化
本报记者 郭晓莹

国博第一代讲解员
聊文物讲解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孙瑜

日前，2024年桂冠童书“百强名单”在天府书展上发布，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新蕾出版社《一词一世

界》入选“百强名单”。该书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终身研究员齐吉祥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

一本词汇溯源录，书中的内容贯穿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

博物馆讲解员被誉为“博物馆、纪念馆与社会交流的桥梁”，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社会

对博物馆讲解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从

事博物馆讲解工作四十余年，亲历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与变迁，接触了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他认为

博物馆讲解员要主动承担起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盘绳技艺与传统盘扣技艺同根

同源，是中国传统服饰的标志性元

素。“85后”的刘雯文，不但成为非遗

项目“明匠盘绳技艺”第四代传承

人，还将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

展作为自己的事业。清末民初，“明

匠盘绳技艺”这项传统技艺起源于

天津估衣街，创始人就是在估衣街

上练就了精湛的盘扣技艺。如今，

刘雯文将“襻花”样式运用到了盘绳

饰品上，将各式盘扣深刻的文化寓

意、含蓄的风格特质在盘绳饰品上

体现出来，将盘扣技法和文化精髓

传承下来。“我的工作室在古文化街

中，这里每天都有许多来自全国和

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希望在这座有

着‘沽上艺苑’之称的5A级景区中，

能够更好地将‘明匠盘绳技艺’传承

下去。”刘雯文说。

追踪热点

从“盘扣打纽”做到“结绳为饰”
记者：作为非遗项目“明匠盘绳技艺”第四

代传承人，谁对您走上非遗技艺的传承之路起

到了关键性影响作用？

刘雯文：在盘绳技艺的传承上，对我影响最
大的就是我的姥姥张树芝，她是“明匠盘绳技艺”
的第二代传承人。姥姥的技艺当年师传于自己
的婆婆，即第一代创始人李占荣。“明匠盘绳技艺”
起源自传统服饰的盘扣、襻花。在我的记忆中，盘
扣、打结、编织，就是姥姥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从
小耳濡目染，我对这项传统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也开始由简入繁，学习钻研盘绳技艺。

在我的家中有很多与结绳相关的资料和书
籍，都是我母亲即第三代传承人周宝敏收集整
理的。身为教师的她，虽然没有以家传技艺为
业，但在这项技艺的文化和历史研究整理方面
作出了很多的贡献。这些关于“绳”的传统文化
资料，也对我继承和发扬“明匠盘绳技艺”有着

非常重要的帮助。
2012年，我接触到了文玩珠宝。我发现绳

艺的展示还有很多方式和可能。于是我将传统
的盘绳技艺，从“盘扣打纽”做到“结绳为饰”，在
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让它焕发新生。

记者：在传承的基础上，您对这项非遗制作

技艺又做了哪些创新？在技艺上或产品拓展方

面有哪些创新？

刘雯文：“结绳为饰”是我对盘绳技艺的全
新定义。盘绳技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灵动且
多变。以绳艺搭配金银翡翠、珍珠美玉，让绳成
为新中式珠宝设计的载体。绳艺饰品不仅可以
做项链、手链随身佩戴，还可以设计成包挂、车
挂、压襟、软装摆件等多种形式，无论是名奢大
牌，还是豪车雅舍，绳艺作品都可以完美百搭。

为了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明匠盘绳技艺”，
我们还和其他非遗项目合作，共同研发“双非
遗”产品，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用绳艺制作扇
箍扇坠，搭配非遗折扇，增加了作品的美观性和

实用性；以绳艺为载体，将非遗押花葫芦设计成
挂件，呈现出更加古雅灵动的作品；和非遗制瓷
合作，以花结流苏为仿古陶瓷作品增添古意，更
具有宫廷风韵，效果很好。这种非遗的合作，将
传统非遗技艺，赋予新时代的生命，让更多年轻
人了解并喜欢盘绳技艺，这就是我对项目全新
的定义。

记者：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您在制作中是如

何与现代潮流相结合，迎合年轻人的需求和喜

好的？

刘雯文：传统工艺的传承并不是一成不变
地复制过去，而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审美相结合，
创造出更多具有现代感和时尚感的作品，使传
统工艺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随着现代穿衣习惯的改变，新中式风潮来
袭，绳艺需要以更多元化的形式，出现在现代人
的生活中。我把它设计成寓意丰富、造型美观
的手绳、项链，方便随身佩戴；把传统花结造型
设计成胸针、压襟，可以搭配现在流行的新中式
服饰；把它做成古朴的车挂、造型精美的摆件，
让盘绳作品可以挂在车里，摆在家中。让传统
技艺融入新时代的场景，把古老、神秘的非遗文
化用年轻大众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迎合他
们的审美和需求，让非遗技艺处处伴随着现代
人的生活，兼具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让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喜爱。

记者：在产品开发上，您是如何平衡传承传

统与适应潮流的？

刘雯文：我觉得如今正是一个传统文化复
兴的时代，国潮国风就是当下最好的时尚风
潮。非遗不仅能够在传承中保持其独特性和价
值，还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引
领时尚领域的发展。传统技艺的设计和创新，
首先要以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为基础。

绳艺作品不仅要好看，还要具有独特的含
义。花结的样式有几百种，“祈愿美好”是绳艺作
品的核心，不同的花结代表不同的意义，寓意、历
史皆有讲究；在色彩的搭配上，不仅蕴含了中国传
统色的东方美学，还兼具了五色五方的损益之
理。为不同的客人，设计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时
节，推出应时应景的作品，这些都是打造新时代爆
款产品必须要兼顾的。我制作短视频来讲解我的
设计理念，让更多人了解“明匠盘绳技艺”作品的
创作初衷和内涵，引发共鸣，是对传统技艺非常好
的弘扬方式。

通过自媒体“云授徒”
记者：在网络新时代，您对市场开拓采取了怎

样的新模式？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刘雯文：对推广弘扬非遗技艺来说，网络自媒
体是非常好的平台之一。我通过短视频、直播等
方式，将非遗传统技艺推广到全国。我将编绳教
程录制成短视频并发布到网络平台，收藏量达到
数十万，以“云授徒”的方式，让不计其数的爱好者
通过我的教程打开了通往绳艺世界的大门。这种
新兴的技艺展示方式，吸引了源源不断的人前来
咨询和学习，成功打破了传统收徒方式的限制。
很多外地的朋友打电话来，表示对“明匠盘绳技
艺”的设计理念和作品风格非常感兴趣，想来天津
学习这项传统手工技艺。

癸卯岁末，我制作的“甲辰龙绳”短视频发布
仅一天，播放量就破百万，订单量过千，同时达到
了技艺传承和市场宣传的目的。有一位在马来西
亚工作的客人，在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了我这款龙
绳，非常喜欢，想要定制。但由于这个平台我不经
常登录，这位客人在网上联系了半个多月也没有
联系到我。后来几经周折，通过其他途径终于找
到了我。当时他还开玩笑说：“再联系不到你，我
就要坐飞机回国，去店里登门拜访了。”这位客人

当时和我定制了将近两百条龙绳，给自己公司的
员工做年会的伴手礼。

记者：目前这项非遗技艺的市场情况如何？

您对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是怎样的？

刘雯文：随着国潮新中式的兴起，绳艺饰品作
为新国风重要的元素，其市场潜力不可小觑。雅
致茶室中摆放的中国结，旗袍襻侧佩戴的压襟，汉
服腰间悬挂的绦子、流苏，搭配新中式服饰的胸
针、项链，绳艺作品处处可见。在未来，我将坚持
贯彻“结绳为饰”的理念，让绳艺作品更加多元化，
更加大众化。在发展结绳中式珠宝的同时，尝试
开发其他风格的绳艺主题文创产品。

我们在津、京地区多次开展特色鲜明的文化
遗产展示、宣传、推介活动，具有历史性、艺术性、
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的非遗文创、文博衍生品
再次“圈粉”无数，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记者：您认为，把这项非遗项目传承发展下去

的关键在于什么？在传承发展中是否遇到困难？

刘雯文：传统手工技艺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困
难，就是难以量产。产品批量化需要人力的支持，非
遗技艺传承人的培养就成为发展的关键。盘绳技艺
之艰辛，绝非外行人所能理解。从艺者不仅要有很
高的审美，还要有足够的力量去环结缠绕，往往一个
结扣，就要反复抽动、调节，反复四五遍，才能保证作
品的紧实工整，而且制作一件作品，需要一气呵成，
中间不可停顿。复杂的作品，有时一干就是三五个
小时，这就需要匠人有足够的耐性和坚忍的意志。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热爱绳艺，兼具耐心和审美的朋
友，加入“明匠盘绳技艺”的传承。

记者：在这项非遗制作技艺的人才培养上您

有什么新举措或新理念？

刘雯文：我认为要通过自媒体搭建视听平台，
提高非遗传播表达能力，让非遗资源走上“云端”。
除了利用自媒体在网络平台宣传和传授非遗技艺，
我也会经常开展非遗体验活动，走进校园、走进社
区、走近留学生群体，不仅培养了青少年对传统技艺
的兴趣，还将中国的非遗技艺推广到全世界，让更多
人了解绳艺的魅力。在我看来发展非遗的关键在
于，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让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
活。例如与社会机构、品牌企业等合作，在社会范围
内推广非遗技艺；通过“研培计划”等措施，提供创新
动力，增强非遗传承人群的创新活力；设计开发绳艺
文创产品，将非遗和文创融合起来。促进非遗传承，
根本上是要推动非遗创新发展。

●每个词语的发展演变
都呈现一幅历史画卷

《一词一世界》这本书精心遴选大众耳熟能
详但古今含义已发生重大变化的词语，从博物
馆中的珍贵文物入手，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和深
入浅出的讲述方式，将词语的发展、演变一一呈
现。词语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词语的产
生和使用的场景，都在一个个小故事中被巧妙
揭示出来。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齐吉祥就有了要创作
《一词一世界》这样一本书的想法。齐吉祥说，他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展厅（中国国家博
物馆“古代中国”展厅前身）讲解文物时，有时会涉
及一些公众耳熟能详的名词，这些名词的本义与
现今的语义之间差距很大，将其来源或本义与文
物联系在一起后才令人恍然大悟，齐吉祥也由衷
感叹词语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

例如，由青铜器铸造引出“模范”两个字。
在做一个青铜杯子时，要先拿泥做一个杯子叫
做“模”，但是有的“模”不能铸造，需要把“模”变
成“范”。在“模”上贴泥而翻制成的外模或凹
模，被称为“范”。制作青铜器，第一步是制
“模”，第二步是制“范”，第三步是将“模”和“范”
合在一起才能够浇铸。

再比如由贝币引出“宝贝”。在四千多年前
交易是不需要用钱的，都是进行物物交换。伴随
着时代的变化，大家就需要找一个标准物来置换，
但是这样交换起来也不方便。人们还需要找更
方便交换的方式，于是海边的海贝就成为最早的
货币。因此，海贝衍生出一个词叫“宝贝”。本来
“宝贝”是一种货币，但是现在衍生出贵重东西可
以叫宝贝，小朋友也都被大人称为“宝贝”。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受内容和时间的限制，
在博物馆讲解工作中齐吉祥无法对文物涉及的
名词充分展开说明，对相关知识只能点到为止，
一些观众觉得意犹未尽，往往在讲解结束后，与
他就一些词语的生成、使用、变化以及衍生的故
事进行探讨。于是，齐吉祥萌生了一个想法：何
不结合考古发掘、文物知识和历史典故，将这些
词语做进一步的挖掘、梳理，既说明一个词是怎
么产生的，又自然导出和它紧密相关的文物、历
史知识，就像微缩景观小中见大一样，通过一个
词，讲出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这就是《一词一
世界》的由来。
《一词一世界》这本书涉及的知识面非常

广，创作难度很大。第一个难点在于选词有难
度。因为是立足文物讲词语，所以既要讲物又
要说词，讲的都应该是与文物有关的词语，从海
量词语中选取合适的词并非易事。另外，为了
增加可读性，作者还要尽量选取那些衍生了新
含义，甚至跟原义有巨大差异的词。

例如“牺牲”这个词，涉及古代的祭祀制度。
现在讲牺牲讲的是一种精神，而古代说的牺牲是
祭祀天地时的羊、牛等牲畜。而这些牲畜毛色要
一致，不能有一根杂毛，称作“牺”，不能有一点皮
外伤，要把最好的给天地，称作“牲”。“牺牲”这个
词就是这么来的。为了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让所
书所写专业准确，齐吉祥向北京天坛公园原总工
程师讨教了古代祭祀的规章制度。

人们都熟悉李白《静夜思》这首诗的第一句
“床前明月光”。在做讲解员时，齐吉祥问了很
多名小朋友，床前明月光的“床”是什么床？不
仅小朋友们不知道，就连很多老师也不清楚。
绝大多数小朋友说“床”就是睡觉的床。

其实，有一种解释为，这首诗中的“床”指的
是井床。齐吉祥表示，在古代水井对人来说非常
重要，由于人们要吃井里的水、要洗衣，所以需要

到井旁边打水，水井旁就经常能够聚集很多人。
有人看井边老有人，就把自家鸡和蛋拿来卖，还有
的人把自家织的布拿来卖。所以中国最早交易
的场所就在井旁边，市井一词就是源于此。后来
人们怕脏水流到井里头，在井口周围筑起一个台，
这个台就叫井床。因此李白诗中“床前明月光”，
很大可能是作者走到村口，看着水井周围的光想
到老乡们聚集聊天，才创作出来的。

齐吉祥介绍，这本书第二个创作难点在于，
该书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如建筑、冶金、
纺织、农耕、酿造、天文、体育、绘画等，是实实在
在的知识小百科。然而，其中不少知识，他自己
一开始也是一知半解，缺乏积累。为此他一字
一句认真推敲，为了弄清楚一个细节，常常翻
书、查阅考古发掘报告到深夜，向行家求教更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

另外《一词一世界》在整体设计时，还考虑
了词语之间的关联性，力求有系统性、有条理。
齐吉祥说，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就不会有
十足的把握，凡是不确定、有疑问的东西他是不
会写出来的。尤其是考虑到《一词一世界》这本
书是给孩子读的书，更不能有错，所以创作时他
慎重再慎重。

●有幸得到了众多著名专家指点
合格讲解员需不断更新知识库

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
亲历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变革。1959年，齐
吉祥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
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成为中国国家博
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刚进入博物馆，齐吉祥感
觉就像掉进了一个“专家堆”里边。当时，有很多
全国各地的专家来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设，其
中有来自研究机构的，也有来自各大知名学府
的。那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二十几位讲解员被
分成了四个讲解小组，分别负责“原始社会与奴
隶社会”“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内容的讲解，齐
吉祥被分配到“明清”小组。时任领导对年轻同
志非常重视，每个小组都有一位专家负责给大家
上相关的历史课。比如“明清”组，由中国人民大

学的李华讲师，主讲明朝、清朝的历史。
齐吉祥在做讲解员时，有幸得到很多著名

专家的帮助，使他快速成长起来。1959年，齐
吉祥有幸与沈从文成为同事，沈从文曾多次带
领他前往故宫参观，给他讲授书画、瓷器、丝织
品等方面的知识。齐吉祥也经常骑车到东堂子
胡同沈从文的家中，将自己不成熟的习作请沈
从文指正、修改，来来回回，这样的请教有二十
多次。由于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齐吉祥也没
办法预约，但沈从文平易近人，每次都是他一敲
门，沈从文就立即请他进来，不管多忙都会停下
手头的工作，用毛笔仔细修改齐吉祥的文章，一
手小楷工工整整。

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全
国两会代表委员安排了专场参观讲解。齐吉祥
站在隋唐展区入口迎接观众。大约上午10点，有
一位个头不高、身穿风衣的观众走了上来，齐吉祥
就迎上去给他讲解关于隋朝的内容，其中还指着
隋朝时期著名建筑之一赵州桥的模型，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讲解了大概半小时。当时博物馆内有
一个休息室，代表委员们可以进去喝水、休息。齐
吉祥陪同观众进去短暂休息，这个时候齐吉祥就
问了一句：“您贵姓？”这名观众说自己是茅以升，
齐吉祥一听吓了一跳，有些尴尬地说：“我给桥梁
专家讲解赵州桥，这不是在关云长面前耍大刀
吗？”茅以升笑了笑说：“你说得不错，讲的也没有
错误。”齐吉祥连忙说：“我就会这几句，再多了我
就不会了，您能不能给我深入地讲一讲？”茅以升
很干脆地答应了，当时就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和电
话，说齐吉祥可以到他家去，给齐吉祥一些学习资
料。当天晚上齐吉祥就骑车到了茅老家，茅老将
五六页用复写纸写的赵州桥的资料交给齐吉祥，
这些资料上还有茅老用钢笔改的内容。从这以
后，齐吉祥经常到茅老家里请教。茅老搬家后，他
还将新地址给了齐吉祥。

齐吉祥说：“这些专家有着真才实学，还非
常乐于帮助青年一代，才使得我有了更多学习
的机会，积累了丰富的文物知识。”

齐吉祥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不断更
新自己的知识库。在日常讲解过程中，他非常

注重记笔记和卡片。比如当讲解跟“谷”有关的内
容时，就会记录什么叫五谷、中国最早的五谷是哪
些等资料。齐吉祥记得，他背诵关于中国水稻的
最早种植时间，最开始是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过
了几年变成八千年前，而现在是一万年前。这种
变化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像这样的事情，齐吉祥只要知道了就会赶紧拿卡
片记下来。自制的读书小卡片塞满了一整个抽
屉，战国、秦、明、清……按照年代存放，泛黄的卡
片上，是蓝色钢笔字。齐吉祥说：“好记性不如烂
笔头，写卡片一方面可以加深印象，另一方面也方
便利用零碎时间随时记。”

齐吉祥要求自己每天要有8个小时阅读时
间，在上下班路上也会拿出知识卡片，边走边背。
在展厅工作时，齐吉祥每次等观众的间隙，都会从
兜里拿出一张卡片进行背诵，有时候没有带卡片，
就背诵展览陈列的说明。

知识和文化才是自己的底气，内心是一条丰
沛的大河，才能从容不迫地给观众端一杯水。齐
吉祥认为，博物馆讲解员这个岗位看似平凡，但对
人的文化素养要求极高，不仅要讲博物馆藏品的
价值、革命历史事件，还要讲文物背后的故事等，
要“授业”更要“传道”。

●博物馆讲解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要让观众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

在齐吉祥看来，博物馆讲解工作分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熟练背诵讲解稿；第二个层面是生
动地讲述给观众；第三个层面，是因人施讲。比
如，观众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是老年人还是青年
人，是国内观众还是外宾，讲解需求差别很大，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

齐吉祥表示，首先要在知识层面充实自己，弄
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有一次在讲解后母戊鼎的
时候，讲解稿就4句话：“商代的后母戊鼎，重875
公斤，商王为祭祀母亲铸造的，反映了商代高度发
展的青铜制造工业。”有观众问，为什么叫“后母
戊”，“后母戊”这3个字在哪里？他没法回答，齐
吉祥逐渐意识到，光背讲稿上的东西远远不够。
与观众不断互动的过程，也是齐吉祥下大功夫不

断学习、积累知识的过程。
“怎么讲观众才能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

齐吉祥不断摸索，形成了因人施讲的独特风格，如
今因人施讲已成为博物馆界的共识。在给小学
生、中学生等讲解时，齐吉祥都会根据孩子的年龄
有针对性地进行内容讲解，为了能讲解得更生动，
他每年都要自费购买学生的历史课本并进行研
究，找到课本内容与博物馆内容交叠的部分。比
如，课本上有些图片是博物馆里有的，半坡遗址中
的房子、秦始皇画像等在历史课本第几课第几页，
齐吉祥对此都了如指掌。每当有初中生来，他都
会先询问老师历史课讲到了第几课，讲到展厅里
与课本相关的文物时，就会根据课本内容进行拓
展，讲一些学生们感兴趣的内容。

在工作中与很多师生交流，齐吉祥发现，很多
中学历史老师的历史知识比较扎实和深厚，可是
明显欠缺文物知识。文物和历史是密切相关的，
于是，齐吉祥着手向各地的历史教师讲授文物知
识，足迹遍布我国30多个省份。

有一次，齐吉祥给几十名历史老师讲隋唐时
期文物的知识。他讲中国唐朝时发明的曲辕犁，
不仅有图片说明，还讲解曲辕犁的工作原理。他
讲唐三彩，特别讲了唐三彩是陶器不是瓷器，介绍
陶与瓷的区别；讲唐三彩的“三”不是三种颜色，而
是多的意思；讲唐三彩虽然漂亮，但是随葬品，作
为屋里的摆设是清朝以后的事情了。齐吉祥的讲
座非常专业、生动，与日常教学衔接紧密，受到老
师和学生的欢迎。

齐吉祥说，有一次接待的德国专家是专门研
究针的，这位专家在博物馆看到中国山顶洞人的
骨针，就希望齐吉祥讲一讲中国早期的钢针，那个
时候齐吉祥还不知道中国汉代就有钢针，于是就
介绍了北宋刘家功夫针铺印制的广告，这个广告
上有“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字样。德国专家
看了以后，惊讶于八百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用印
刷的方式去做广告推销针，说他还要来，要送齐吉
祥一本书，来继续讨论。后来，德国专家第二次来
博物馆参观，特别送给齐吉祥一本书。

此外，齐吉祥认为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特点，所
以他一直坚持做观众调查。他每次给观众讲解完
以后，都要跟观众聊一聊，然后写一个卡片，上面
记录今天接待的观众情况和交谈内容。下班以
后，齐吉祥会整理这些卡片，去体会、总结观众的
特点。后来他还总结出了一套统计整理方法：给
谁讲、讲什么、为什么、怎么讲。对于怎么讲，齐吉
祥往往还要多一些思考：怎么讲观众能听懂？怎
么讲观众喜欢听？怎么讲观众能记得住？

齐吉祥回忆：“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最开
始对历史、文物都不懂，完全是服从分配，甚至还
羡慕被分到中国革命博物馆讲李大钊、刘胡兰的
同事。随着讲解工作的深入，我感觉到这份工作
有价值，能够传播历史文化。后来，大部分同龄的
同志因为年岁大了，就转到了其他部门，继续做讲
解员的包括我在内就俩人。”那时候他不仅不想转
行，还遇到过两次做馆长的机会，但是他都毫不犹
豫地谢绝了。

齐吉祥一直在为了“把博物馆事业推上去”而
努力，近几年他还尝试在新媒体平台上跟大家分
享文物故事，一开始不适应新媒体，写文章或讲解
词一写就是一两千字，后来他发现新媒体上的读
者或是观众喜欢“吃快餐”，所以长话要短说，设法
将最精华的最吸引观众的内容告诉大家。如今，
为了推动文物的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耄
耋之年的齐吉祥还坚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发挥余
热，在《一词一世界》这本书出版后，他计划将书中
所写的五十个故事讲一遍，录制音频视频，这样孩
子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不仅能够看到文字和图
片，还能够感受到“作者在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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