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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飛逝，在歷史博物館實習的兩個星期時光轉眼間便過去，回顧這段時間，

我在博物館裡不單學會了工作上的技巧，亦開拓了自己的人際網絡，確立了自己

將來希望走的道路。回想自從中學開始，我的夢想一直是希望進入博物館工作，

因此得知自己成功被分派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工作時，我已感到十分興奮。 
 

在這次實習期間，我被分派到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推廣服務組。在一般人眼中，

在博物館工作，應該是經常接觸文物，籌備展覽，

或是帶領導賞團，介紹博物館的館藏等等。的確，

博物館裡有不同的部門，藏品組、自然歷史組、都

市及口述歷史組等這些部門，他們分別負責管理及

籌劃博物館裡設置的展覽，然而推廣服務組的工作

卻與他們有所不同。推廣服務組的工作比較特別，

他們平日需要配合不同的展覽，設計及籌備不同的

活動供公眾參加，大型活動如歷史專用研習比賽、

國際學術研討會；小型活動則包括一些學校推廣活

動，制作展覽的工作紙供中小學生使用等等，因此

每一次展覽，他們都需要參與其中。雖然最初我對籌備展覽比較感興趣，但是在

推廣服務工作兩個月後，我發覺原來推廣服務組的工作也十分具挑戰性，絕非想

像中的單調。 
 

這兩個月的實習當中，我主要協助推廣服務組處理幾項活動。第一項是籌備

八月中舉行的「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這項活動是配

合現正舉行的專題展覽——「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而舉辦的，我的工

作主要負責協助校研討會論文集的文稿。一開始我沒料到原來博物館的工作也包

括編輯和校對的技巧，後來才發覺原來博物館對於語文和印刷品的格式有非常嚴

謹的規定，無論是出版的書籍或是展品的簡介文字，都不能出現任何錯漏。除了

極為嚴格的規定外，論文集的出版時間亦十分緊迫，我只有一個月的時間校對十

五篇文稿，這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挑戰，因為我必須非常細心，小心而快速地校對

所有的文稿，這是我從未做過的工作。 
 



在校對論文集時最深刻的印象是整理不同作者的註釋，由於海外，內地以及

香港的學者落註方式各有不同，因此我在整理時花了

大量時間重新編寫註釋，雖然這項工作很辛苦，但也

加深了我對註釋要求的認識。除此以外，因為我個人

對考古的課題特別感興趣，所以在校對的過程中，通

過閱讀不同學者對嶺南地區的研究成果，我從中亦認

識到很多考古研究的知識。而且展覽中不少展出的文

物展品就是由這些學者發掘和負責研究的，我不單對

這些平日在學校較少接觸到的範疇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更對嶺南考古產生了不少興趣。 
 

是次實習期間，最令我感受最深的便是我的兩位主管，他們非常友善，當我

在工作上有任何疑難時，他們都會抽時間解答。他們亦在空餘時間向我介紹及解

釋博物館不同部門的運作。當他們知道我將來有志投身博物館界後，更會跟我分

享他們工作多年的經驗和體會，例如他們曾提及到自己第一天上班時才發覺原來

博物館的工作並不是想像中輕鬆，其中一位說他第一天上班，便被派到新界的祠

堂，負責抄寫不同的「神主牌」以作記錄之用，所以他們的工作有時需要奔走於

香港不同的地方進行研究。他們又曾經向我

分享一個工作經歷是有關在博物館中設立一

棵許願樹，讓參觀的人士可以寫下自己的願

望。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他們親身前往林村

許願樹觀察和資料搜集，務求令這一個活動

區的計劃能夠順利獲得通過。這些對談的機

會都令我獲益良多，亦更有決心將來要從事

博物館的行業。不單這樣，他們更為我爭取到在論文集的編輯小組名單上加上我

的名字，令這本論文集成為我人生上第一本附有我姓名的出版刊物，這種經歷非

常難得，因此最後我亦購買了一本論文集作收藏紀念。 
 

除論文集外，他們有時會安排我處理行政上的文件，例如整理學者出席的回

條、酒店及航班的資料，有時更會讓我嘗試撰寫給學者的電郵，然後逐句教導我

怎樣選取更得體的文字進行修改，這些機會令我學會如何與不同學者聯絡的方法，

當中所採用的文字，使用的語氣都是我在課堂上難以到的職場技巧。這是我第一

次體會到職場上與同事，以至與其他部門，學者溝通時的技巧和手腕。畢竟職場

與學校不同，在學校我們犯了錯誤，比較容易得到原諒。可是假如在工作時出錯，

就會連累博物館的印象受損，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原諒與否問題。因此做每一件事

都必須小心、細心。這亦是我的主管教導我的第一個守則，在上班的第一天，他

就提醒我工作上必須注意的事項，要記住小心、細心、專心。雖然在實習的過程

中，我亦曾經犯過些小錯誤，例如在校對時沒有注意到文中的錯別字，結果一改



再改，最後總共修正了七次以上才校對完畢，雖然主管並沒有怪責我，但我自己

亦感到過意不去。雖然在工作上曾經碰壁，然後我仍認為這是寶貴的經驗，因為

有這些經歷，將來我再負責校對的工作時，一定會十分小心留意一字一句，以減

少犯錯的機會。 
 

在研討會舉行的兩天，我亦有

在現場幫忙。那是我第一次協助舉

辦這類型的活動，因此心情特別興

奮。在研討會的前一天，我和中大

人類學系的實習同學一起前往機

場迎接大英博物館遠道而來的

Sascha Priewe 館長以及中國社會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劉瑞博士，平

安送他們抵達酒店後，我便幫忙佈

置會場和作最後的準備。在研討會的兩天，我的工作主要是負責協助各講者開啟

電腦簡報以及更換座台名牌。雖然只是簡單的工作，但由於時間緊迫，因此每次

只能爭取在講者上台前的數十秒時間中完成我的任務，幸好最後我能夠平安地完

成工作，而研討會亦順利完滿結束。在研討會閉幕時，最令我驚訝的，是我早前

所撰寫的閉幕講稿，竟然有一部分被採用了。當時在現場聽著歷史博物館的總館

長親口讀出我所寫的文字，那種感覺十分奇妙，亦十分高興。這件事令我了解到

無論我們的身份是什麼，就算只是一個實習生，如何盡力完成每一份工作，其實

其他人都會看見我們的努力，並且願意將更重要的工作交到我們手上。在這次的

實習，能夠得到主管的信任，是我最大的榮幸。 
 

而第二項我有幸能參與的工作便是協助構思推廣下一次專題展覽的方法。今

年十月，歷史博物館將會舉辦俄羅斯的瑰寶展，當中會展出過百年從聖彼得堡沙

皇村運送而來的俄羅斯珍貴文物。雖然這個展覽仍在籌備階段，但推廣服務組已

經要開始設計網絡上的宣傳。推廣組選擇的

其中一個推廣媒體便是臉書，透過設立臉書

的專頁，吸引更多市民對展覽的關注。這次

並褂博物館首次使用臉書宣傳展覽，早在

2010 年的「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

展覽進行期間，他們便已利用過臉書，由於

當時反應良好，因此是次展覽亦會採用相同

的方式推廣。然而不同的地方是這次的展覽

與俄羅斯歷史相關，對香港的市民而言這些歷史距離生活太遠，假如以太抽象的

形式解釋，或是過於側重資料性的文字介紹都是難以吸引市民的目光，所以主管

在一開始便已告訴我們，設想的方向應該以生動、活潑為主，吸引不同年齡層的



人為主，不能過於單一及只有純文字的描述，避免沉悶冗長的敘述。在親身構思

不同的推廣方法時，我才真正發現原來要將歷史簡化、打破歷史向來高屹的圍牆，

將它帶到市民面前絕對不簡單。我和實習的同學從俄羅斯沙皇村博物館的照片以

及展出的文物列表當中，選出一些別具意義，或是特別有趣的部分，構思了很多

問答題目，希望在臉書專頁正式公開以後，能夠透過與公眾一問一答，增加他們

對俄羅斯史的認識。另外我們亦設計了一些歷史列表，解釋在展覽期間，歷史上

俄羅斯曾發生過的大事。雖然在實習期完結前，專頁仍未公開，但我仍十分期待

未來在專頁上看見自己努力過的成果。 
 
這次籌備俄羅斯展覽推廣專頁，令我接觸了很多十七至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歷

史。俄羅斯一向給我一種神秘的感覺，由於語言不通，因此我對她的認識不多。

然而在這次的機會下，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看了很多俄羅斯相關的書籍、網

頁和照片，不單增長了自己的知識，亦令我明白到其實博物館的工作並不一定是

關於自己以往學過，或是熟識的中國歷史。其實很多時候由於不同展覽的需要，

博物館的人員需要對不同的課題進行深入

而詳細的研究，才能籌備出一個令人讚賞，

吸引遊客前來觀看的展覽。因此每一次的展

覽，都是一次新的學習機會。如果不是有這

次實習的機會，我是不會了解到博物館人員

背後所付出的努力。 
 
經歷是次實習後，我對於將來要從事博

物館工作的決心增加了。以往的我其實希望

能夠於博物館從事與籌備展覽，管理展品有

關的工作，但現在我明白到博物館的工作非常多元化，將來我會非常願意負責不

同工作，開拓自己的眼界。我希望這次實習的經驗能成為一道橋樑，指引我繼續

堅持博物館工作這條道路，將來有一天能夠為香港的博物館界出一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