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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成为博物馆的志愿者

　　潍坊，物华天宝、文脉悠长。博物馆作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件件文物让
潍坊走向全国，让世界看见潍坊。近年来，随着博
物馆热潮不断升温，志愿者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中重
要的力量。
　　如果您喜欢参观潍坊各大博物馆，可能经常会
看到一位精神矍铄、面带微笑，身着红色志愿者马
甲的老人，他就是李道光。近日，在潍坊市博物
馆，记者见到了李道光，跟随他的脚步穿梭于各个
展厅，听他讲述文物的故事。
　　“郑板桥的诗、书、画各有特点，作品布局独
特巧妙。”讲解是李道光志愿服务中的重要一项，
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稚嫩孩童，他总会不断激发
大家的参观兴趣。讲解之外，李道光还会提醒游客
拍照勿开闪光灯，提醒小朋友不要触摸展柜等，言
语温暖和善，让人如沐春风。
　　李道光与博物馆的结缘，要从他自幼喜爱书画
说起。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促使李道光不断学习进
步，工作后，他研习了很多书画方面的知识，对书
画鉴赏有一定见解。闲暇时，他还会去全国各地的
博物馆开拓视野、增长知识。2014年，已经退休的
李道光在参观潍坊市博物馆时，对潍坊的历史文化
产生浓厚兴趣，得知正在招募志愿者，他果断报
名，凭借丰富的知识积累从众多报名者中脱颖而
出，自此让退休生活焕发新光芒。

通过讲解让潍坊故事传播更远

　　在李道光看来，每件文物背后都承载着独特的
历史故事，彰显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和艺术审美。李
道光的目的便是让游客在短暂的参观中，通过他的
讲解了解灿若星河的潍坊历史。
　　前不久，李道光接待了一名从烟台莱州市远道
而来的游客。他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起，通
过对一件件书画真迹的介绍和讲解，让游客了解到
郑板桥与潍坊文化的渊源。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
多。在为游客服务的过程中，李道光不仅有效宣传
了潍坊，还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十多年来，李道光每年到博物馆服务100多
次，志愿服务总时长已超过4000个小时，先后被中
国博物馆协会授予“十佳优秀志愿者”称号，被潍
坊市博物馆授予“功勋志愿者”称号。在他的影响
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宣传潍坊文化的一
员，为更好潍坊建设贡献力量。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专业知识，不断
学习、丰富自己，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
李道光说，每次讲解结束，总会有游客自发鼓掌，
夸奖他把文物“讲活了”，这让他感觉自己的付出
非常有意义。
　　什么样的退休生活才是幸福的？什么样的人生
才有意义？李道光在志愿服务中找到了答案。未
来，他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个人余热，讲好文物故
事，传递潍坊之声。

李道光：用走心的讲解让文物“活起来”
　　“对文物要有敬畏之心，我们希望通过讲解让博物馆中冰冷的文物‘活起
来’，让历史的脉络在游客心中清晰呈现。”在潍坊市博物馆，73岁的志愿者李道
光说。李道光从2014年开始投身志愿服务，面对天南地北的游客，日复一日讲述潍
坊文明璀璨而辉煌的故事，以实际行动诠释退休不褪色的榜样力量。

□文/图 本报记者 郭超

　　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服务中心
业务干部桂三超与二胡结缘29年，她以琴弦
为笔、音乐为墨，将传统民乐融入城市日
常，通过公益演出、互动教学，利用传承与
创新的艺术融合，让二胡艺术走近更多市
民，用音乐传递文化温度。

□文/图 本报记者 隋炜凤

广场奏响民乐，花下雅集引来围观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4月7
日，在市人民广场的花海里，38岁的桂三超轻握二胡
弓杆，指尖在弦上跳跃，全情陶醉于《我的祖国》演
奏中，韵味十足的演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
　　随着琴弓翻飞，《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流淌
而出。两位围观的市民被音乐感染，跳起了交谊舞；
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接受音乐熏陶，桂三超又即兴演
奏了一曲《小星星》。
　　当花海遇到二胡，桂三超的“小型演出”成为春
日里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感觉很不错，市井舞
台也可以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有机会也带着
我的学员，去风筝广场等公园、景区表演。”桂三超
表示，这种“零门槛”展演满足了公共文化需求，打
破剧场边界，让民乐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桂三超与二胡结缘于1996年。当时，学校组建民
乐团，她被分到二胡组。从完全不懂到爱上二胡，琴
弦震颤间，桂三超逐渐体悟到民族乐器承载的千年文
化底蕴与艺术魅力。多年来，她始终保持学习习惯，
多次参加专业培训课程，并到多个城市欣赏大师演
出，精进二胡技艺。

探寻艺术融合，奏响潍坊文化赞歌

　 2017年成为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服务中

心的文艺骨干以来，桂三超从面向基层一线的社区舞
台，到高雅的新年音乐会，参与了各种文艺演出。
　　“演出可以弘扬二胡艺术，让潍坊的不同人群近
距离了解、欣赏传统民乐，我很珍惜每个演出机
会。”桂三超说。除了演奏经典二胡曲目，桂三超还
十分注重二胡与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用手中的琴弦
拉响潍坊文化赞歌。桂三超和团队以潍坊民歌《对
花》旋律为素材创作的《对花主题民族管弦乐合
奏》，在山东文化艺术节全省优秀新创群众文艺作品
汇演的舞台上，展现了潍坊民歌的独特魅力；她与同
事任健参与创作的大鼓戏《翠兰搬兵》，将二胡等传
统器乐作为伴奏融入地方曲艺中，让作品呈现方式
更加丰富，展现了山东曲艺的创新与融合，获得
山东省“泰山文艺奖”。
　　作为二胡演奏员，桂三超曾参与大型现
代茂腔《失却的银婚》的乐队伴奏，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三场。桂三超独奏
的原创作品《春天的渴望》，生动地演
绎了潍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欣欣向
荣的景象。“二胡与潍坊文化元素的
融合，让传统民乐走到人们的生活
中，让古老的乐器变得更加多元。”
桂三超表示。

通过公益培训教授二胡

　　近日，潍坊市文化馆公益培训课
程开课了。在二胡公益课上，桂三超现
场指导学员，从持琴姿势到握弓要领，
从音符、音阶到演奏技巧，让学员们学习
体验国乐之美。
　　培训教学是她十多年来热衷的事情。2011
年，她便开始参与潍坊市老年大学二胡课程教
学工作，市文化馆的公益培训几乎每年都参与。她
教过的学员中，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5岁。“看
到他们对二胡的热爱和执着，我非常高兴。他们有的

想登上舞台，有的想丰富生活，我也乐意帮助他们实
现这些小小的愿望。”看到学员学有所获，桂三超内
心成就感满满。
　　桂三超还经常参加文化艺术进校园巡演活动。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孩子了解和喜爱二
胡，让这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桂三超说。

桂三超：将传统民乐融入城市日常

桂三超在市人民广场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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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李道光正在为游客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