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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达人更是向导

他在紫禁城为您带来一场时空导游 ◎ 记者 刘 青 图片 夏 凡

旅行者们未像过去 10年那样成

长：文化、历史、建筑、民俗、登山、潜水、

滑雪、房车……每种类型的出游形式，

一次次的出行和见闻中，人们经历最初

走马观花的新奇，也产生了更深层的旅

行需求。故此，也涌现出不少身份不再

单一的“普通导游”群体，在这类新导游

的成分中，他们常常具备某种其他身

份：厨师、艺术家、文化探寻者甚至是音

乐人，各行各业的人才都加入进来，而

成了深度旅游层面的“向导”。

本期的夏凡老师，他本身是北京

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多年从事北京历

史文化研究的写作。作为世代居住于

此的老北京，他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

的情感和体察，在讲解中会以文史资

料为基础，结合地图、宫廷画和老照

片，图文并茂。

夏老师擅长的是“中轴线+东六

宫”经典路线：这条线集结了紫禁城的

“前三殿”与“后三宫”，是整个故宫中规

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组团，也是明

清历代帝王统御天下、最高权力中枢的

所在地。在这里，上演着王朝的更迭、

时代的盛衰，帝王的荣光、也有近代外

来入侵的屈辱……夏凡以文献史料为

基础，在历史和游客之间“搭桥”，带大

家完成一场回到发生地的时空之旅。

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皇家宫殿，

但保留下来完整的宫城，只有紫禁城。

和各地常见的传统民居一样，故宫也采

用了院落的形式——中间是广场，四周

环绕建屋，这一个个院落就是游览它的

线索。清朝最讲究过三大节日，元旦、

冬至和皇帝的生日，都会在太和殿广场

举行隆重的大朝贺。地面上让人好奇

的另类地砖，两溜儿对称，有着 1米间

隔，正是当时的“气氛组”。

在夏凡的讲述中，庆典并不是冰冷

的两句简介，是一个生动的场面：在他

展示的图上，台下从正一品、从一品，正

二品、从二品逐次排队，有的官员还排

不到，像《万国来朝图》中所画的，和带

着琳琅满目贡品云集在太和门外的使

节一起，等候皇帝的召见。那些写着荷

兰、英吉利、法兰西、缅甸的旗子，隆重

的车马、器乐队、伞扇浮现眼前。此时，

他还会念上一段古文翻译的念白，如何

三跪九叩、皇帝升座、鸣钟鼓，这些细节

中，让 200 多年后的人们沉浸式地观

礼，如临其境。

丰富的知识，还为那一扇扇近乎雷

同的红门诠释了身份：翻书房是满族要

学习汉家典籍设立的翻译区，体仁阁是

储存先皇和皇后衣饰的衣帽区；在隆宗

门旁，一排窄小的房子会被一般游览者

忽略，夏老师指明——才道出它竟是大

名鼎鼎的军机处。

在夏老师的讲解中，辟谣也是个重

要任务：比如影视剧里在太和殿上朝就

是一个误解，明清皇帝采用的是御门听

政——在几乎露天的廊檐下接见大

臣。当人们顶着北京的大风，聆听雍正

帝位于承上启下的朝代，几乎天天办

公，实施改革以充盈国库，批阅的文字

有上百万；不像康熙和乾隆都六下江

南，而勤勉朝政时，褪去戏说的外衣，像

和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产生了联结。

在一趟漫游中，有时他陪伴游览者

花时间寻找红墙上长方形的花砖，了解

它是为了保护殿柱留的气口；如果是冬

天游览，夏凡话题又一转，聊到了宫里

的“供暖季”……无数次进宫的夏凡对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早已熟悉，

让每个好奇的问号都件件有着落。

人们眼中空旷的故宫，也由此“满”

了起来。

和有形的宫殿相比，向导带大家

看到的更是藏在时光中的历史。为了

讲述真实丰满的人物，夏凡查考了许多

文献，为重要的人物梳理小传。这让他

口中的珍妃，不像民间故事里的单一，

而十分鲜活。在 13岁入宫前，她是个

明媚的少女，自小在广州长大，由于大

伯父是广州的将军，早早接触到很多西

式生活。珍妃，应该算紫禁城中第一代

摄影师，她古灵精怪、不爱约束，常扮小

太监从东华门溜出去，买各样的服装回

来拍照，在古籍中都有记载，光绪也十

分中意她。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

发，前线的将士奋勇杀敌时，在珍妃所

住的景仁宫查出了一本账册，是她勾结

哥哥卖官的记录。

据当时的侍卫回忆，宫里还发现了

大筐大筐的照片，“那时还是干板摄影

年代，是冲印在玻璃上的。侍卫去问李

莲英该如何处置，他说‘赶紧烧了吧，

别惹老佛爷再生怒气。’到最后，光绪

帝也未曾留下一张照片。”夏凡娓娓道

来。后来，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光

绪也曾为珍妃求情，但 1898 年，她又

支持皇帝变法，被关进了冷宫。直到八

国联军入侵时，慈禧告诉她，我不能让

你留下受辱，也不能带着你，珍妃被太

监扔进了宁寿宫北面的井里溺亡——

她的美丽机敏、接受新鲜事物是真，贪

图权钱、串通卖官也是真，人性正是复

杂而矛盾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过去，夏凡大多数

时间泡在文献书籍里，有时五六点起床

就开始看书、记笔记，去发现盲区，弥补

缺失的知识。在大量准备之下，历史

人物变得更加可信，消解了过度娱乐

带来的偏差。慈禧背负着加速清朝灭

亡的罪名，也是她派左宗棠收复了新

疆；鳌拜专权被擒获，但他曾是满清第

一巴图鲁，是清朝开疆拓土的第一重

臣；人们记住了雍正九子夺嫡的冷酷，

可他平西北、减赋税，把清朝带进了最

后一次盛世……充满血肉的人物让故

宫成为一个载体，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历

史中。

【Q&A】

Q：最初，您为什么想做向导？而且

导游的地点又是紫禁城路线？

夏凡：2014 年，我和我爱人是最早

加入到爱彼迎的房东。当时接触了很多

外国游客，发现他们听到的讲解有许多

错误和夸大的成分。作为文物保护协会

会员，我的日常就是和资料文献打交道，

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就在想为什么我们

自己不去做呢？

我带大家游览现代紫禁城，更是一

个时间的带路者。比如朱棣建北京城，

是他有着天子守国门的执念，北京旁边

就是长城，是中原和游牧民族的交界，相

当于皇帝做了边关守将，这其实和明朝

的覆灭也非常紧密。在讲解时，我会把

这些大背景融入其中。故宫的院落只是

它的骨架，讲得丰富一些是把血肉嵌进

去，让大家能想象当时的场景，产生一种

神思。

Q：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故宫的兴趣

源自一些热播剧，这是个好方式吗？

夏凡：影视剧是让这些古迹成为网

红的一个诱因，它让你知道这儿有个延

禧宫，也是很重要的。但真实的延禧宫

其实在道光年间就烧掉了，后来没几年

清朝就灭亡了，现在是一座西洋的烂尾

楼。看剧把大家的兴趣拉入到历史领域

很好，但不能全信，考证它还是要看文

史。积累要去拓宽视野，不能只关起门

来自己挖掘。

Q：您的职业生涯有没有印象特别

深的事情？

夏凡：我曾接待过一位 92岁的犹太

客人，他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他

坐着轮椅，去哪都是由女儿推着。这个

老人有本厚厚的册子，里面都是他的攻

略和笔记，他的行程、机票、酒店，都是自

己定的。当时我们也问他：“您年龄这么

大了，为什么会选择旅行呢？”他的回答让

我印象很深，他说“I want to die in beau⁃
ty trip（我希望死于美好的旅程中）。”

其实很多外国人来旅行，他们见到

的更多是空姐、服务员礼貌性的微笑，对

真正中国人的性格、秉性一无所知。我

们向导就像一个窗口，除了介绍原汁原

味的文化，也要展示出最好的国民形象，

每件小事都挺重要的。很多时候向导就

超越了单纯的服务，成了人与人之间的

纽带。

Q：北京还有哪些有趣的文化路线？

夏凡：那多了去了。永定门和天坛

是很好的组合，永定门是中轴线的南起

点，虽然只建了城楼、没建瓮城，但能看

到真正当时的城墙风貌。逛完从西门进

天坛，可以完整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

礼仪。

第二条是景山和钟鼓楼一线，景山

是北京城最高点，登到山顶可以俯瞰故

宫和整个北京。向北走大约十几分钟就

到了钟鼓楼，鼓楼也是能上去的，可以了

解传统建筑、古人晨钟暮鼓的报时系统。

两条线都是3小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