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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其间，第一次到“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两舘现统称“国家博

物馆”）、 “农业展览馆”参观。丰富的舘藏增加了我的知识，同时，讲解员不

同风格的解说，更给我以启示。我毕业后的工作是教书。教师与讲解员都是吃开

口饭的，只是讲授对象各异，都应具备一定的演讲素质及个人讲授的风格。有机

会能体验一下讲解员的工作，提高讲演的才能，为今后当教师上讲台先练练也是

不错的。 

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寒假回乡，到初中母校佛子庄中学看望朱树宽老师，

见几位公社领导与朱老师正在教室里研究雷锋先进事迹图片展览事宜，我与朱老

师打过招呼在门口等候。一位领导最后对朱老师说：一切具备，只欠东风，公社

能抽出来做讲解员的只有三人，还缺一位，能不能从教师中找一位？朱老师有些

为难。现时正是寒假其间，中小学教师几乎是城里人，已回城休假。我听到朱老

师的话，马上进屋对朱老师说：“我试试，能行不？”朱老师忙对领导介绍我，

是本校考上通师的学生，经常代表学生上台发言，口才很好。公社领导听了介绍

非常高兴，让我明天来校一起布置展室。然后，四位讲解员分了工，每人在一个

教室里讲解。回家后，我把手头有关雷锋的日记、诗歌、题词、文章等找出来重

读，整体理解雷锋事迹的精神。根据自己讲的内容，在语言节奏、声韵气息、情

感施放、肢体语言等设计如何去拿捏。并把解说词进行梳理，长句变成短句，确

定关键词，轻重音，做好了充分准备。 

 班各庄公社有 14 个自然村，分成两天来参观，参观的秩序很好。村民是

第一次参观大型图片展览，觉得很新奇，又被雷锋感人的事迹所吸引，个个表情

严肃而深沉。开始，我有些紧张，几分钟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讲解的内容上，也

就不紧张了。当讲到雷锋要为灾区捐献 200 元钱，公社没有收时，雷锋动情地说

我是孤儿，是人民把我养大的，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哪有儿子给父母钱，父母

不收的呀！雷锋这种对党、对人民的真挚感情，确实打动人。我讲到此声情并茂，

句句感染了每个社员，有些人流下了热泪，受到了教育。 

一天讲下来，嗓子有点哑。那时没有草珊瑚含片，金嗓子喉宝之类的药，

晚上母亲给我泡一碗大黄水去火，第二天继续讲解。展览结束，我的讲解让群众、

领导很满意。还跟我说：毕业一定回咱公社来。果然，1967年 11月分配工作，

公社文教组从房山县第一指挥部（文革时的机构）把我要回班各庄公社，在班各

庄中学任教。 

1965 年寒假，班各庄公社在佛子庄中学举办农业学大寨图片展览，我又被

邀请做讲解员。除了熟悉所讲部分的内容，还做了物质准备，从村中诊所买了几

个胖大海，用搪瓷杯子泡上，放在教室后边的炉子上温着，随时喝口润嗓子。当

讲到陈永贵、贾进财、郭凤莲等带领社员扎沟垫地，休梯田，三战狼窝掌，治理

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情景，我模仿北京农业展览舘的讲解员，声情并茂，加上肢体

语言的配合，使整个展室 激情涌动，社员纷纷涌到我的面前，掌声不断鼓起。

一方面被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事迹所感染；另一方面我的讲解抓住事迹与观众，加

上我的激情引领与社员形成互动，情感交流。使展览效果达到最佳境界。一位北



窖村的社员走出展室，问旁边的人，里边的讲解员从哪找来的？讲的真带劲儿。

佛子庄村的人告诉他，是我们村老书记家在通州师范念书的大儿子。他听了说：

愿不得讲得好，是当老师的料。1973年，我去北窖村执教，这位社员见了我还

提起当年看展览、听我讲解的事。 

1968 年，我在班各庄中学分校 ——白湖中学任教，经常参加村中农业学大

寨扎沟垒坝，运土垫地劳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接受再教育。自然居住片外

河是第六生产队，的社员刘存果在山上取石材时，不慎滚下汕头，牺牲了。为农

业学大寨运动献出了生命。社员刘存果的事迹上报县，县报市。《北京日报》为

了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决定宣传报道刘的事迹。公社抽调我与《北京

日报》记者、公社宣传组一起到陈家坟村深入调查、采访刘的事迹。我分工的内

容是：刘在生前与四队的李庆银同是村里的果树技术员，俩人经常在一起规划如

何在东坡种植、嫁接优质杏树，在西坡种植百亩花椒林，把陈家村变成花果山，

为社员造福。一个半月后，《北京日报》一个整版刊载刘存果的典型事迹。 

任务完成后，公社领导没让我回校。革委会主任谢德元找我说，能不能把

刘存果的事迹搞一套图片，配上文字说明，到各村巡展？我说没问题，宣传组出

一个蓝本，分成几部分，请美术老师根据文字内容创造图片。很快公社拿出蓝本，

抽调佛子庄中学的王昱昭、陈家台学校的刘娜两位美术老师创作图片，我在图片

下用仿宋字写说明文字。完成后，公社领导谢德元、李德江、李顶荣、李贤、殷

茂祥等观看验收，提出意见改进。最后将图片表糊在三合板上，分别装在便于驮

运的木盒子里。我们三位老师由宣传组的付同志带队开始到村中巡回展览，三位

老师担当解说员，付同志负责各项后勤事宜。 

巡展工作是艰苦的，运图片是用马车或毛驴驮，村里没有可供展出的屋子，

一般在队部的院子或宽点的街道上。为了不影响生产，白天要安排家庭妇女观看，

早晚出工的劳力看，一日三餐吃派饭，晚上我和王昱昭、付同志睡队部，刘娜给

找一户干净些的，有姑娘的人家搭伴睡。虽然生活、工作艰苦，但很充实。 

纯朴、善良的村民把最好的饭食让给我们吃。知道我们讲话多了口渴，老

太太主动抱着暖水瓶给我们送开水。有的拿出核桃、柿子干等让我们吃。我们去

英水沟五个自然村、北窖、北峪出展都要走山路，累了就骑一段毛驴。王昱昭、

刘娜是城里人，没骑过驴，尤其刘娜不敢靠近毛驴，总怕被驴踩着。我鼓励她勇

敢骑上驴背，赶驴的社员前面抓住缰绳，昱昭和我左右护驾。几次实践，刘娜坐

在马鞍上，身体随驴的脚步很合拍，有点悠然自得的样子，边走边说笑。我开玩

笑地说：“等你出嫁时，就用毛驴接新娘。”她说：“那在城里可是新鲜事了。”三

周时间，我们完成了巡展任务，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做出了贡献。 

1978 年，我调到河南中学 （原北京 69 中）任教，2004 年河南中学 50 周

年校庆。学校办了校史展览，领导委派我的工作是培训 6名高中学生做展室讲解

员，校庆那天负责组织来宾到展室参观。用一周时间培训讲解员，我亲自传授有

关讲解员的知识、技能，言传身教，在展室给他们做示范讲解，安排全校师生看

展览，让 6名讲解员现场练兵。 

校庆那天，6 名讲解员从装束到精神气质，完全是专业水平的样。凡是从展

室出来的人都说展览的内容、形式好，讲解员讲得也好。胡振常老领导走出展室

对我说“从哪儿请的讲解员？”我说：“不是外边请来的，都是本校的高中生。”

胡老一个劲地点头，连说好！好！               

现在回忆几次作讲解员，从一个侧面追寻到历史的印痕。另一个意义，对

我的教学工作大有益，相辅相成，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