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玩转故宫，带上这本寻宝秘笈

责编：陈曦
美编：陈恩武

R E V I E W读品 周刊 2024.11.24
星期日

理想国B05

陈乐

昵称阿乐，故宫博物
院员工。闲暇时间喜欢
四处旅行、画小画儿记
录生活，曾出版三本旅
行绘本。于 2017—2019
年间为月刊《紫禁城》杂
志撰写并绘制《阿乐画
故宫》专栏。绘制的故
宫“小确幸”笔记本于故
宫各个平台销售，广受
欢迎。从 2017 年 3 月至
今运营微信公众号“我
在故宫画小画儿”，分享
手绘的故宫风景与故宫
各类知识科普。

里忽略的细节，比如画陶瓷馆的三
彩胡人俑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原来
胡人的肩上坐着一只猴子。

读品：你的画作有一种日记的
风格，你形容是“画日记”。比如有
一幅画上写道：“2022.7.7 雨后阳光
灿烂，早上打水时发现英华殿的门
开了”，你记录了你那一刻的感受。
你说自己实在算不上画家，只能算
是个记录者。你怎么看待记录这件
事情的价值和魅力？书里也有很多
你的私家记忆，比如你分享应聘时
的糗事，“来应聘的时候，通知在神
武门集合，路痴本人竟跑去了午
门。”你会怎么权衡“私人记忆”和大
众分享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阿乐：我没有仔细思考过价值
和魅力这件事。但最近几年里一
直很喜欢看回忆录和口述史这两
类书，我的一位50后好友曾经说：
想要去了解一个时代，就去看上述
题材，通过阅读很多人的诉说与叙
述，那个时代的风貌便也在脑海中
逐渐清晰。这样看来，可能朴素的
记录如我的“日记”也有了它存在
的意义，也许还原了一段时间里故
宫的四季风光？其实没有也无妨，
只是记录了我便很高兴。我也不
会去衡量“私人记忆”和“大众分
享”，我经常什么也不想就闷头做
能做的事，可能有点无脑之嫌，但
我很开心身边退休的老同志们（我
的好朋友们）能从书中获得快乐与
亲切感。

读品：对故宫的植物和动物，
你也花费了很多笔墨。比如断虹
桥北面著名的十八槐、永和宫的紫
藤萝树、御花园的古树等等，还有
故宫的猫、狗……相比建筑的凝
固，它们是有生命的，你怎么看待
故宫里的动与静？

阿乐：动静各有特色，动静皆
美好。就如同有时候很喜欢安静
的风景抑或是独处，但是游人如织
的画面、朋友相逢这种热闹也有它
的美妙。

乾隆花园，很多故宫
人的最爱

读品：多数人到故宫，可能都
是走马观花。网络上也有各式各
样的导览，大多都是走中轴线以及
逛东西六宫的路线，有太多错过的
区域。比如你说慈宁宫，不论宫殿
主体还是建筑细节都比其他地方
要精致不少，整个故宫的亭子在慈
宁宫花园里坐落的数量最多，翠芳
亭内还有一处流杯渠……这些都
是故宫的“秘境”。如果让你推荐，
你会推荐怎样一条躲避人潮的小
众路线？

阿乐：我觉得推荐都是具备一
定的个人喜好或者是结合了当下
的心境，就如我此刻想到的是从午
门入口进来往东穿小路直达箭亭
广场，而后右转进入珍宝馆后直奔
乾隆花园。因为花园一直在维修，
很久未开放，就很想念古华轩、遂
初堂、矩亭……据说乾隆花园也是
同事们最喜欢的一处。

书中还附了一张私房故宫游
览路线图，剧透一下，有武英殿、断
虹桥、慈宁宫花园、慈宁宫、翊坤
宫、御花园、永和宫、宁寿宫区域、
畅音阁、文渊阁10个地点。感兴
趣的读者，可以来寻找书中描绘的
10处宝藏。

读品：你也毫不保留分享了你
最爱的故宫风景，我看到有这么几
处，一个是乾隆花园，一个是倦勤
斋，一个是图书馆，它们的共通点
似乎就是安静。这是不是也体现
了你的性格？

阿乐：乾隆花园的喜爱理由刚
刚提及过，就不赘述了；喜欢倦勤
斋其实是因为它的建筑本体很有

趣：小二楼的设计、镜子背后是暗
门，还有小戏台……喜欢图书馆在
书中曾提及过，主要是因为人——
好友曾在那里工作。我的性格中
确实有安静的成分，否则也不可能
自得其乐地画画是不是（笑），但它
不是全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安
静的环境适合画画。

读品：收录在书中的画作有数
百幅，书中目前做了三个系列的分类
（上、中、下编），这是你在作画过程中
就想好的，还是整理画作时候做的分
类？接下来，你还会画哪些系列？

阿乐：我在作画过程中并没有
去想什么，也没有什么计划：闲暇
时间还要对自己的爱好做规划感
觉有点残忍，于是就由着自己的喜
欢去画。其实我平时也是如此，就
是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并不多去想
些什么。

系列的分类是在编辑们的帮
助下逐渐整理出来的，所以也确实
没什么宏大目标。前两天看到打
扫的师傅们在将落叶清理聚拢在
一堆，再用一个大麻袋收集装车，
很有趣，我很想记录一下。

故宫人对故宫，是一
种深沉的爱

读品：你通过画笔来体察故宫
的朝朝暮暮、四季轮回，并且相看
两不厌，还常常能发现新的视角。
在时间的沉淀中，你对故宫的感受
和情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阿乐：可能我自己活得比较粗
糙，并没有觉察到什么情感上的变
化。但我喜欢观察自己周围、出生
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代的
故宫人的做事态度与行为准则。
他们通常不苟言笑，但是认真务
实，默默无闻地努力将自己的分内
事甚至分外事做好。我没从他们
口中听到过他们去诉说自己对故
宫有多么的喜爱，有时反而会提出
一些问题。但可能对我而言，这是
一种深沉的爱。我也希望我对故
宫的情感能是如此。在此处也要
特别感谢那些素不相识却总提供
帮助的同事们，这些来自陌生人的
善意时常让我内心倍感温暖。

读品：其实你不仅是在故宫画
小画儿，书中大量的笔墨也关乎故
宫历史的梳理。你对故宫的认识
肯定也是一天天积累的，你其实也
在不断地扩充你的故宫知识体系，
为此你做了怎样的功课？我看到
你也在书中给读者推荐了很多了
解故宫的历史书籍。

阿乐：其实我并没有梳理历
史，其实一切都是从兴趣爱好出
发，喜欢什么就去关注什么，一切
由着心。就如同喜欢吃的人就不
自觉去关注袁枚的《随园食单》，喜
欢养生的人就会好奇并翻看皇帝
的进药底簿。大抵如此。

读品：你的画作也在杂志和公
众号上做过连载。作者和读者（受
众）的互动，对创作者来说其实也
非常重要。和读者之间有哪些可
以分享的记忆？

阿乐：一直以来都特别感谢读
者们的温暖支撑，大家有时会七嘴
八舌地讨论想要在这个公众号下
看到的知识与内容，但并不会对我
有过多要求。有点像户外爬山，虽
然常有风吹雨淋，但是遵循的是：

“老天爷给啥看啥”的随缘心态。
对此深表感谢。

读品：故宫是一个持续火爆的
IP，以一个故宫人的视角来看，你
认为怎么把故宫所承载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阿乐：我的文化水平其实很有
限，格局也不大，如果能把本职工
作做好，偶尔画画小画儿，就很满
足了。

到故宫，怎么个玩法？“走太和殿、中和
殿、保和殿的中轴线啊！”

这个答案太传统。游览故宫，可以走
一条宝藏路线，带你发现各种故宫秘境。

近日，《我在故宫画小画儿》由译林出
版社出版，作者陈乐（阿乐）是故宫博物院
的一名普通员工，她将故宫人眼中的风景
凝结在一张张小画儿之中，用一笔一画记
录下属于故宫人的角角落落，对那些容易
被人忽略的小细节情有独钟，比如断虹桥
上一只憨萌的小狮子，比如慈宁宫花园的
槐柏合抱，比如翊坤宫里一只桀骜不驯的
铜凤，比如御花园里的怪物喷泉……在一
草一木、一砖一瓦的细节摹写中注入温情，
使得故宫因此跳脱出往常印象中的宏大气
象，展现出日常、可爱的一面。

《我在故宫画小画儿》是凤凰出版子品
牌“方尖碑”书系“在故宫”丛书中的一本，
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与译林出版社
合作推出。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该
书序言中所说，“在故宫”丛书通过“故宫人
讲故宫”，介绍故宫人的学术研究和工作日
常，既体现故宫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最新进
展，也积极回应公众的好奇与关切，以亲历
者极具现场感的讲述，传递故宫人的精神，
也传播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书出版之际，现代快报记者专访
了陈乐，听她讲述故宫情缘，讲述故宫人的
可爱、坚守与执着。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凡
本版图片均为陈乐画作

在神武门城楼上平视堆秀山上的御景亭

故宫办公区域城隍庙一角

《我在故宫画小画儿》
陈乐 绘著

译林出版社

翊坤宫前的铜凤

把我们共同走过的地
方画下来

读品：请分享一下最初是怎么
和故宫结缘的？大学毕业之前，故
宫是你心向往之的工作地吗？你
在故宫从事的也是艺术相关的工
作吗？

阿乐：最早对故宫有记忆是在
十岁的时候，由爸爸妈妈带着参观
故宫。我觉得对于很多人而言，能
来故宫工作都是向往之事，我也不
例外。但能在大学毕业后与它真
正结缘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幸运，即
便我在其中从事的就是一份默默
无闻的普通工作，只是一枚小小的
螺丝钉。

读品：在故宫上班这件事会让
很多人羡慕且好奇。每天在故宫上
班，是一种什么体验？在故宫上班的
人，是不是特别没有“班味儿”？会时
不时地产生穿越之感吗？

阿乐：可能读者会有些失望，
因为据我对自己和周边人的观察，
同事们好像和普通上班族无异：不
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里，都有酸甜
苦辣和喜怒哀乐，面对的人生问题
也都差不多，并无一例外。唯一的
区别大概是：工作地点不同。说到
底这还是幸运，所以也很希望自己
能时时感恩。并没有穿越感，但特
别愿意去了解相关知识。书的最
末部分推荐大家去读的书单里有
一本橘玄雅的《清朝穿越指南》，书
中科普了清代的礼教、服饰、生活、
饮食、文化……相信大家了解后，
真穿越了亦不会露馅。

读品：书的最开始就写着，“谨以
此书献给 LX”。这一定是你书中提
及的已经退休的那位同事。可以讲述
一下你和LX之间的友情故事吗？

阿乐：LX是我曾经的同事、也
是我的好朋友的名字缩写。自我
入职不久便认识，办公室曾相邻，
共用一间休息室，两个科室午休时
间都聚在这里。对她的第一印象

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隅——一边
吃饭一边读报。这画面于我仿佛
就在昨天，但现在一晃就要迈入第
十五年。曾有工作交集也曾一起
度过很多时光，快乐的刹那、艰难
的瞬间大多有她相伴。大概在
2017年，听她说起想要提前退休的
想法，我便萌生了把我们共同走过
的地方画下来、给她留存的念头。
没想到时光一晃又过去了七年，如
今总算如愿以偿。虽然也担心写
在卷首有点矫情或给她带来困扰，
但这也确实是我画故宫的初衷之
一。总还是要有始有终。

一笔一画的记录虽笨
拙，但笃定、踏实

读品：故宫风景常有，而画风景
的人不常有。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
一直坚持用画画的方式来记录故
宫。当下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大多
数人可能都会选择用手机拍照的方
式，而你选择用画笔。用画画来记录
故宫的特别之处在哪里？你说不太
喜欢宏大的建筑题材，更关注小细
节。请你做一个总结的话，哪一些细
节是格外动人的？

阿乐：可能就是因为喜欢。我
从小就很喜欢画画，也有写日记的
习惯，后来两者合二为一，成了画
画日记。虽然画技水平一般，但记
录周围的人和事、偶尔的旅行见
闻，对我而言是一种日常与习惯，
不需要动力。一笔一画的记录虽
然在速度上有点慢甚至略感笨拙，
但是也给人笃定与踏实之感，似乎
证明了时间并没被荒废。其实我
最喜欢画的是一些不被注意但也
自成美好的事物，倒也不全是因为
宏大建筑画着费力，只是比较容易
对小细节产生情感。比如二月兰，
学名诸葛菜，是一种淡紫色的小
花，以前在我们单位的院子一片片
地野蛮生长、到处都有它的身影。
花朵开得很不张扬，但也依旧有它
的动人。画故宫能发现一些平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