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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在手机上读到一篇并不算“新”
的新闻——

7 月 28 日，一位名叫胡雷的残疾拾荒男
子，在得知河南遭遇洪涝灾害后，专程从宁夏
回族自治区赶到河南省新乡市，用自己平时捡
垃圾积攒下来的几乎所有积蓄，购买了两车价
值2万元的物资，捐赠给灾区。

曾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只有
两件有价值的事，第一件深感惊喜，第二件使
他人惊喜。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世界上只有两件有
价值的事，第一，我幸福地生活；第二，帮别
人幸福地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一群自带光芒
的人，他们就像胡雷一样。谁若接近他们，谁
便是接近光；谁若接近他们，谁便会得到温
暖。

这种发光与他们的处境并没有直接关系
——站在阳光下会发光，处在黑暗里也会发
光。因为对他们来说，发光本身就是一件幸福
的事情。

这让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次采访。
采访对象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和妻子

因大面积烧伤住进了医院。这位父亲既要四
处筹集高昂的治疗费用，还得精心照顾两
位亲人。在这个时候，医院、病友向他们伸
出了手。医院减免了部分医疗费用，病友们
不但为他捐款、捐物，还接力帮这位父亲照
顾两个病患。

好心人无私的帮助，让这家人心里暖洋洋
的，也让他们看到了一束光，帮他们度过了人
生的至暗时刻。

更让人欣慰的是，这家人在走出困境后，
也成了照亮他人生命的一束光——将术后剩余
善款捐了出来，用于有着同样遭遇的困难家
庭。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
好的人间”，这首歌唱了几十年，这句歌词被
提起过无数次。但在这一刻，还是忍不住把这
句话搬了出来。

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束
光，在别人最需要关心和关爱的时候，帮助他
们，给他们温暖，那这个社会一定会像歌中所
唱的那样，到处都是爱和温暖，每个人都被爱
和温暖包围着。

知 言

好消息接二连三传来，连郭萍
萍自己都有些应接不暇——

她先是被国家文物局、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评选为

“全国革命文物百佳讲述人”，成为
全省仅有的4个、沧州唯一获此殊
荣的博物馆讲解员；随后又荣获

“河北省专业组十佳红色故事讲解
员”称号、入选河北省百名红色讲
解员宣讲人员库；参与讲解的宣传
片《民族英雄马本斋——革命英雄
长存》，在新华社官方网站展播……

37岁的郭萍萍是献县博物馆
的一名讲解员，她常调侃自己是个

“半路出家”、入行刚刚1年的“新
兵”。

博物馆中的温情驻留

博物馆里，一群初中生模样的
孩子，吸引了郭萍萍的注意——

他们站在馆藏的一件牛皮公文
包前，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件革命文
物，一边举着手机，听视频里的讲
解员介绍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这件牛皮公文包，是抗日民族
英雄马本斋，带领八路军回民支队
在康庄伏击战中缴获的战利品。而
视频里的讲解员，就是郭萍萍。

3个月前，郭萍萍正是凭借根
据这个公文包背后故事录制的宣传
片《康庄伏击战》，获得了“全国
革命文物百佳讲述人”称号。

入职一年来，像这样的宣传
片，郭萍萍先后录制了4部，每一
部都为她赢得了不小的荣誉。

可在她眼里，和这些荣誉相
比，她更看重观众的反馈。

这段时间，经常会有像这群孩
子一样的观众，一边听着宣传片
中郭萍萍的讲解，一边欣赏馆藏。

对郭萍萍来说，在博物馆里，
再没有比这一幕更令她欣慰的事情
了。

而成为讲解员之前，郭萍萍觉
得博物馆只是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
的殿堂。

如今在她心里，评判一座博物
馆的标准，不再是馆藏了多少稀世
珍宝，而是能否打破“高冷”形
象，成为让普通观众终身学习的地
方。

“博物馆的作用不应仅仅是展
出藏品，而是能够通过展览传达思

想，把观众感受放在第一位。”在
郭萍萍看来，如果文物标签上仅
仅写着名称和所属时期，这对观
众来说是冷漠的。“以前博物馆功
能主要是三大块，藏品保护与管
理、学术研究、陈列展览。现在
博物馆的定义不同了，它首先要
服务公众，是终身学习的场所，
各年龄段的人都能在这里学到需
要的东西。”

最美的相遇是重逢

郭萍萍是献县人，成为博物馆
讲解员的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不
过一年。

在这之前，她曾是北京通州电
视台的一名出镜记者，在外地工作

生活了10余年。
2019年 10月，一通来自家乡

的电话，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那一年，沧州举办第三届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献县是分会场之
一。

凭借着过硬的播音主持功底，
郭萍萍受邀担任单桥景区的讲解工
作。

接到电话时，距离旅发大会开
幕只剩不到一个星期，而交到郭萍
萍手里的讲解稿却长达 1万多字。
她不但要把讲解稿全部记在心里，
还得声情并茂地讲述出来。更难的
是，在这期间，讲解稿数易其稿，
直到旅发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深夜，
才最终敲定下来。“那个星期，我
走到哪儿背到哪儿，像神叨了一

样。”
郭萍萍记得特别清楚，2019

年10月19日，天又阴又冷。
那一天，沧州市第三届旅发大

会献县分会场单桥景区，正式在世
人面前亮相。

在现场，数百名观众边走边
看、边看边听。沿途 19个人文景
点，每到一处，郭萍萍的讲解都精
彩至极，得到观众连连称赞。

讲解工作结束了，大家纷纷前
来与郭萍萍作别，而她却笑了。

在准备讲解稿的过程中，郭萍
萍对家乡有了新的认识：“不知不
觉中，家乡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
的变化。”最美的相遇是重逢，那
一天，郭萍萍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辞职返乡。

那一刻，她被文物点亮

2020年 10月，郭萍萍辞掉了
北京的工作。

当时，献县正在筹建博物馆。
郭萍萍在网上看到博物馆招聘讲解
员的公告。因为有了在旅发大会上
担当讲解员的经历，她自然而然地
报了名，并最终通过了考试。

一开始，郭萍萍觉得博物馆讲
解员是个特别简单的工作：“照着
讲解词念就好，一套词可以讲几十
年，就像复读机一样。”

可没多久，她就打消了这种偏
见。

那是在全省红色讲解员培训会
上。培训老师为学员们进行模拟讲
解，他先后扮演了儿童、学者，从
特定人群的视角出发，对某一件文
物进行提问，那些只准备了一套解
说词的学员被问得哑口无言……

郭萍萍这才认识到：“讲解员
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对组织
能力、沟通能力、知识储备等方面
都有很高的要求，需要不断地学
习、研究、提升。”

为此，郭萍萍把大把时间用在
了学习上。她常常为不同人群准备
不同的讲解词：“面对儿童时，解
说要生动有趣；为有一定基础的观
众解说，要专业有深度……”

工作中，郭萍萍经常会接待一
些老战士、老党员，他们中有许多是
坐在轮椅上由家人陪伴着来参观的，
他们认真、庄严地参观着我党的光荣
历史，这让郭萍萍非常感动，也让她
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对
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信仰。我必须认
真对待！”

在 36岁的年纪，转行从事一
项既不熟悉又颇具难度的工作，这
需要极大的勇气，但郭萍萍坚持了
下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也是郭萍萍参加工作以来最忙
的一年。

除了博物馆的讲解工作外，她
还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红色文化进
校园活动，走进全县近 20 所学
校。在她的讲述下，许多学生留下
了感动的泪水，许下了立志报国的
心愿。

博物馆里，郭萍萍侃侃而谈。
在她面前的，是一件件从历史中走
出来的珍贵文物。在她的讲解下，
这些文物仿佛又回到了它们所属的
那个年代。郭萍萍眼里闪着微光，
那一刻，她被文物点亮。

在成为讲解员之前，郭萍萍一直觉得博物馆是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的殿堂。

而今在她心里，评判一座博物馆的标准，不再是馆藏了多少稀世珍宝，而是能否打破“高冷”形象，成为让普通观众

终身学习的地方。

孙国瑄的中秋假期是在读书中
度过的。

清晨，沧州植物园一角。49
岁的孙国瑄支起手机架，与父母、
妻子视频连线，4人手捧书籍，轮
流朗读起来……

孙国瑄的父母在威海居住，妻
子在济南做生意。虽然一家人不在
一起，但一起读书的习惯没变。读
书，也成为一家人沟通的纽带。

书香战疫情

“读书啦！”6时许，孙国瑄在
家庭微信群里一声招呼，亲友们纷
纷上线，5组家庭开启一天的朗读。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阅读成为孙国瑄和家人生活里
的光。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由孙国瑄
起头，三两句读毕，接着是父亲、
母亲、妻子、儿子。孙国瑄家读
罢，换屏幕那头的亲友接着读。轮
流读完一章节后，大家结合生活谈
感想。读书后，孙国瑄又带领亲友
们做健身操。一套程序下来，大家
感觉身心畅快。

其实，孙国瑄最初的目的是
为了帮亲戚家孩子摆脱抑郁情

绪，却意外唤起一众亲友读书的
热情。

一次，当读到“弟子，入则
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
亲仁”时，孙国瑄提议给父母一个
拥抱。这个孩子听后，抱着身边的
母亲，掉下了眼泪。渐渐地，他话
多起来，在读书会上主动谈自己的
想法。

那段时间，疫情令全家人揪心
不已。“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
烛照天烧。”亲人们互相鼓劲儿，
坚信疫情终究会过去。“迟日江山
丽，春风花草香。”“等闲识得东风
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孙国
瑄妻子又向大家描绘出一幅幅春暖
花开之景，心怀美好。

这小小家庭读书会，在一段段
有声的倾诉中，传递着彼此的情
感。

延展生命深度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的深
度。

每个人都在变化。孙国瑄的母
亲被儿孙们戏称为读书会的“学习
委员”。每次读书，老人都不会缺
席。她会提前预习第二天要朗读的

内容，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懂的
词，就查字典，记在笔记本上。虽
然有些地方读得磕磕巴巴，读音也
不标准，但那股认真劲儿，赢得儿
孙一致称赞。老人说：“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从读书中，找到了
生活的乐趣。”

当然，班长当属孙国瑄了。
他自创了一套读书方法：“挺直腰
背坐好，气沉丹田，情绪与诵读
的文字内容相匹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年
春节前，孙国瑄带领家人从市区
清风楼徒步至家乡盐山县。年轻

人体能好，凌晨开始步行出发，
老人们则晚几小时坐车追赶，中
途两组队伍汇合一起徒步。12个
小时的行进，大家抵达目的地盐
山县凤凰公园。

一路上，大家赏风景、唱
歌、朗诵诗句，让身体和灵魂在
路上。

传承好家风

无论身处闹市，亦或是他乡，
只要手中有书，便如同身在世外桃
源。孙国瑄无论去哪里，都会随身

带着书和手机架。
不录视频时，这手机架成了孙

国瑄的“戒尺”。看着手机屏幕中
自己的影像，他朗读时不自觉地挺
直腰背，声情并茂。

这个夏天，孙国瑄的父母到
山东威海小住，读书会也跟着搬
了过去。“人们走到街道的尽
头，就可以看见浩瀚的大海……
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沙滩
上遍地是各种颜色各种花纹的贝
壳……”威海的生活让老人们想
起《海滨小城》这篇文章，读起
来格外投入与深情。

孙国瑄的妻子正在济南，再
读老舍的《趵突泉》，别有一番滋
味。“池边还有数不清的小泉眼。
有的不断地冒泡，均匀的小气泡
连成一串，像一串珍珠随着水流
摇曳……”

长辈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
年轻一辈。孙国瑄的儿子在北京工
作，正处于事业上升期。闲暇时间
学习专业知识，他常以“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来勉励自己。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读
书，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家风。孙
国瑄与家人浸润其中，处处皆是风
景。

书香浸润好家风书香浸润好家风 本报记者 康 宁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孙国 的努力下，家庭读书会办得有声有色，家人们在一段段有声

的倾诉中，传递着彼此的情感。

逢年过节，关治红从不缺少祝福与问候。
40岁的关治红是黄骅中学的一名英语老

师。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学生们纷纷向她
致以问候。毕业多年的李丽（化名），更是在
电话里说出了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关老
师，谢谢你那80个美丽的‘谎言’。”

当了 16年老师，关治红教过无数学生，
但对李丽，她印象很深——

从高一到高二，李丽都是班里成绩最好的
学生。可到了高三，随着高考临近，学习压力
越来越大，李丽的成绩出现了波动，甚至经常
请假不来上学。

彼时，距高考只剩80天。
关治红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李丽父母

不太重视孩子的心理辅导，关治红就自己掏
钱，每周带着李丽去做心理疏导。她自己也学
起了心理学。

为了督促李丽上学，关治红每天5:30准时
起床，为的就是赶在李丽请假前，给她发一条
短信：“今天学校有活动，要早点儿来呀!”

“今天班里同学过生日，等你一起吃蛋糕！”
“老师在学校门口等你，一起去教室！”……

就这样，关治红每天都要编一个理由
“骗”李丽来学校，再千方百计把她留下来。

高考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每天5:30的短信，成了这对师生心照不宣

的默契。
李丽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些短信都是谎言

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赶在高考前，她从困
境中走了出来，并考入“双一流”大学。

在关治红身上，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
举。“用爱浇灌学生，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是让人幸福一辈子的事。”这是关治红矢志不
渝的教育初心。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 箐 张 帅 摄影报道

高考前的高考前的
8080个个““谎言谎言””

郭萍萍常调侃自己郭萍萍常调侃自己
是个是个““半路出家半路出家””的讲的讲
解员解员。。

在郭萍萍心里在郭萍萍心里，，博博
物馆应当成为让普通观物馆应当成为让普通观
众终身学习的地方众终身学习的地方。。

孙国瑄（左一）和家人一起读书

关治红关治红((中中))和学生们在一起和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