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 拥有三
千多年的建城史， 八百多年的建都史，
城市文脉的渊源之深， 在世界各大城
市中都是罕见的。 但城市文脉要得以
延续， 就得靠忠实的守护者。 在北京
的文博圈里， 活跃着一群特殊的义工，
他们都是外行出身， 搞文保不是他们
的专长， 但他们志愿投身文保事业，
恪守职责而不取分文， 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信念———“让北京的文脉延续下
去！” 这群特殊的职工各自有怎样的所
思所想， 本报记者近日对他们进行了
贴身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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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存
文物保护巡查志愿者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用志愿服务
守护城市记忆

“我从小对文物古迹有朴素的感情， 就是这
种感情激发了我 ， 让我退休后开始从事文保工
作。” 今年61岁的刘凤存是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
文保志愿服务总队文保办公室主任， 负责巡视文
保单位， 及文保志愿者的登记、 培训等工作。

刘凤存从小就住在先农坛旁边， 小学、 初中、
高中都在育才学校就读， 可以说他亲眼见证了这
片土地的变迁。 “学校当时一召集大家开会， 就
是在这个大殿里。” 刘凤存带着记者走进了先农坛
的太岁殿， 说正是因为在具有古代建筑风貌的皇
家祭祀场所里就学， 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55岁那年， 刘凤存办理了退休手续后， 开始
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第二年便加入了北京市
慈善义工联合会文保志愿服务总队。 志愿者可以
自己认领日常巡查的文物景点， 于是他选择了自
己最为熟悉、 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劝业场。

“如今， 劝业场已经改名叫北京坊了。 按要
求我每个月至少要去一次， 看看消防器材是否齐
备， 有没有火险隐患， 有没有文物坍塌、 损毁的
情况， 如果发现问题要立即上报到文物局。” 刘凤
存对自己的志愿工作流程十分了解。

刘凤存说， 作为志愿者的日常巡查， 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查火灾隐患， 因此他每次都会认真的
打开消防器材箱， 拿出里边的灭火器检查有效期。

古建筑里都不允许吸烟， 他也会查看禁烟的
标识是否悬挂。 消防通道也是重点巡查内容， 尤
其是节假日期间， 或者有活动的时候， 来的游客
比较多， 他总会多留心消防通道是否顺畅。 除了

防火外， 他也会细细查看文物建筑是否有被人为
破坏、刻画的痕迹。“除了文物的安全， 还有人的安
全， 对游客来说这里是文物景点， 保护人的安全
也是很重要的。” 刘凤存说， 就像开汽车， 不同的
道路有不同的提示牌， 文物景点内也有各种提示
牌， 有的游客看不懂， 他就会向游客解释清楚。

作为志愿者， 在巡查中发现问题， 提出合理
化建议， 对方及时改进的时候， 刘凤存说这就是
他和同事们感受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时刻。

虽然毕业后一直在劝业场工作， 后来的几家
单位也没有跟文物保护工作相关的， 但刘凤存的
大学是在人大二分校读的历史档案系， 学习的课
程里不仅有历史， 还会讲到古代建筑。 “我的专
业还是跟文物沾边的。” 刘凤存爽朗地笑着说。

除了参加文保志愿服务总队外， 他还主动报
名了于谦祠的志愿者讲解员工作。 “这个就需要
对明朝历史有了解， 不然就容易断片， 或者解答
不上来别人提的问题。”

刘凤存所在文保办公室志愿者最多的时候有
30多人，长期坚持下来的现在有20多人。 刘凤存的
父母从小就教育他说：人不能枉来一遭，不要虚度
一生， 要做对国家、 对集体有贡献的事情。 “正
是因为受到这种教育， 坚持对我来说非常容易，
可以说直到我不能动为止， 我都会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文物讲解
是件美妙的事儿

张燕萍
孔庙国子监志愿讲解员

张燕萍原来是一位数学老师。 从数学老师到
文博圈的志愿讲解员， 张燕萍说： “跨度还是挺
大的， 我原来是理科生啊！”

“国子监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 建于中
轴线中心一座圆形水池中央的四方高台上 ， 是
一座方型重檐攒尖顶殿宇……” 正月十五， 孔
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 几十位游客围绕着张燕萍，
听她将文博历史娓娓道来。 张燕萍从2014年就开
始做义工， 最初是山区教学， 到河北山区助学；
到了2016年， 她加入到康复中心陪伴心智障碍孩
子的义工队伍中； 成为孔庙国子监志愿讲解员，
是2017年7月。

“2017年开义工交流会， 在孔庙， 当时就挺
喜欢这里的氛围， 知道博物馆招志愿讲解员， 特
别想参加。” 与之前做义工不同， 文博讲解志愿
者， 并不是张燕萍的特长， 她为此下了苦功夫。

“当时， 国子监的老师把考试材料发下来，
三页六面纸， 密密麻麻的字， 一开始记得确实有
点费劲。” 张燕萍说， 几十年不考试不背书， 真的
不像学生时代背东西那么顺畅。 但是自己喜欢这
个， 所以愿意拿出时间来学习， 多看多记。 她还
自己查找相关资料， 帮助加强记忆。 家人在的时
候， 她把家人当听众， 强化记忆。

不过， 第一次考试， 张燕萍并没有通过。 那
是面对国子监的老师， 一对一讲解， 张燕萍特别
紧张， 她知道， 稍微有一点儿错误， 老师立马就
能发现。 讲解和自己往常讲数学课不一样， 讲课
可以发挥， 可以展开， 可以每人一个解题方法。

但是讲解， 必须一字一句按照讲解词， 不能随意
发挥。 因为一个发挥， 可能就讲错了历史。 那次
考试， 最后变成了老师对张燕萍的单独辅导， 张
燕萍干脆心一横， 把自己心里的问题全抛出来，
老师领着她，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都能感觉到老师想我这个人不会再来
了。” 但是老师想错了， 张燕萍回家又继续背， 有
空时就自己跑到国子监实地走一圈， 拿着讲稿边
走边练。 “这是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走过几遍后，
就明白了。 也幸亏孔庙国子监不是特别大， 要是
故宫就麻烦啦。” 张燕萍开着玩笑。

考试通过， 张燕萍立刻上岗了。 9月古建院落
中的蚊子， 叮得人难受， 即使全身喷满防蚊水 ，
依然被叮得满腿大包。 张燕萍忍着痒也会把全程
讲完。 讲解中， 经常会有听众提问， 内容也与孔
庙国子监关系不大。 这时， 张燕萍就把问题记下
来， 回来向老师请教， 历史知识也慢慢丰富起来。

现在， 面对五六十名听众， 张燕萍也能从容
讲解。 这个春节， 从初一到十五， 她值了四天班，
坚持为游人讲解。“春节期间不光外地游客，北京游
客也特别多， 从雍和宫出来就到国子监， 给大家
讲讲文博知识， 好多人给你鼓掌， 跟你说谢谢，
这么美好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呢？” 张燕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