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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声音”，还是“胸针”，都暗藏
着郑莺燕对于美的极致追求，对文化的深
度考究与传播热情。在郑莺燕看来，这与
她自小在福州的经历剥离不开。父亲，出
生于鳌峰坊状元道，浸润一身的文人气；
母亲，来自商贾云集的上下杭，满身爽朗
的江湖气；而郑莺燕，从小在福州军区长
大，多种典型气质杂糅于身，骨子里就带
着福州姑娘的骄傲和热烈。

有意思的是，虽然郑莺燕这些年主要
生活工作在北京，但她的“朋友圈”里，福

州元素满满。“如果你要逛老福州，我推荐
你一定要去看三个地方——三坊七巷、上
下杭三通桥和老仓山，因为旧时的福州城
主要集中于鼓楼、台江和仓山，我推荐的
这三处分别集三地‘秀、繁、洋’之精华。”

“在老仓山，有严复、林徽因的印迹，
有陈景润读书的学校，还有保罗·克洛岱
尔写《认识东方》时住的公寓，我姑父家就
在他们家斜对面。”除了家乡的景，郑莺燕
最为推崇的，还是福州的两个节庆，一是
元宵节，二是端午节。“若溯源花灯史，可

有得一说，福州花灯始于汉代，至宋代被
列为京都灯节的上品。一到元宵，三坊七
巷里必定张灯结彩。”

从放老酒的佛跳墙、撒胡椒粉的肉
燕，到栽有相思树的福道，郑莺燕对家乡
的美食、美景以及点滴变化如数家珍，“朋
友圈”成了她释放思念、外宣家乡的一个
重要窗口。

“福州的故事根本讲不完。”郑莺燕
说，当前她正积蓄力量，希望能有机会进
一步宣传推介家乡。

本期嘉宾
郑莺燕 福建福州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在中央电视台担任主持人18年。她是财经畅销书《货币战

争》系列的总策划、出品人，还联合140位知名主持人创建公益项目“美声图书馆”。作为中国古董胸针成体系
收藏第一人，郑莺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多地举办了特展“铭心——20世纪胸针艺术”，受到多方关注。

采访当日，记者与郑莺燕相约，在北京
福州会馆三楼喝茶。“喝什么茶？”“茉莉花
茶吧，有家乡的味道。”

在京 20余年，郑莺燕讲得一口带有京
味儿的普通话，但在聊天中，还时不时会插
几句地道的福州话，别有味道。

很多人熟知她，是因为央视《综艺快

报》里的主持人“小燕”。从主持人到出
版人、制作人，再到收藏家，这些年，她
不断刷新身份，自如地穿行于各个领
域，低调地打造了一系列“现象级”作
品。

她说，她没有“跨界”的概念。但她的
每一次抉择，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跨越。

2017年，郑莺燕从央视离职，过程无疑
是纠结的——继续播音主持事业，有聚光
灯、有光环，同时也意味着一直停留在这个
领域；要么就挣脱开来，勇于探索其他道
路。

敢于挣脱，因为她有的是底气傍身。
当年，在中信出版社老总朱鹤新眼里，郑
莺燕就只是个 30岁不到的小姑娘，但经她
跨界出手策划的畅销书《货币战争》却声
名大噪，销量超千万册，实力不容小觑。
后来因《货币战争》的机缘，郑莺燕总策划
了一档财经节目《鸿观》，播放量破亿，刷
新了当时优酷自制节目的播放纪录。

经手作品接连成功，让她在向内望时，
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离开央视后，郑莺燕并没有直接和“声
音”脱离关系——高昂时清越，低语时婉
转，这是属于“小燕”的声音。这般清亮悦
耳的声音，如今“收储”于喜马拉雅、蜻蜓
FM等各大音频平台，只要摁下播放键，《燕
子专列》《四季》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中小
学课文的朗朗诵读声就传入耳中。

除了郑莺燕，播放列表中还汇集了一

批“名嘴”的朗读作品：康辉的《小英雄雨
来》抑扬顿挫、刘芳菲的《桂花雨》充满感染
力、赵普的《鲸》活灵活现……这是由全国
知名主持人为中小学生量身定制的首部公
益有声课本“美声图书馆”，集结近百位知
名主持人无偿“献声”。自项目创始人杨
柳、郑莺燕发起至今，“美声图书馆”仍在不
断更新，覆盖部编版小学、初中课文以及必
背古诗篇目，位列多个朗读榜单的首条推
荐位。

“汉字有三美，形美、意美和音美。”郑
莺燕认为，声音之美最为直观，能跨越识字
的门槛，最容易让孩子们记住。早在七八
年前，她就敏锐地发现，全网语文教材规范
朗读版本少之又少。“主持人的身份是天然
优势，我们希望能通过规范的发音、充沛的
情感，向孩子们展现汉语之美，让成果惠及
更多孩子。”

“美声图书馆”上线以来，引发了热烈
反响。据后台统计，截至目前，美声图书馆
全网阅读量累计超2亿，亿万国内中小学生
受益。2020年3月，联合国妇女峰会授予郑
莺燕文化教育与推广奖。

时隔 5年，郑莺燕再度进入公众
视野，是因为一枚胸针。收藏胸针是
她的私人爱好，但把藏品古董胸针做
成展，郑莺燕是国内第一人。

2023年初，一场题为“铭心——
20世纪胸针艺术”的特展在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举行，首次展出郑莺燕
所珍藏的143组938件古董胸针以及
数十组原版海报、设计稿。该展览成
为不少博物馆官网所评选出的 2023
年全国十大热搜展。

小众胸针展的“破圈”，让郑莺
燕始料未及。与典型收藏家形象
不同，郑莺燕收藏的是胸针背后的

历史、文化、情感和故事。为了成
体系收藏，她的足迹遍及欧洲、美
国及中东地区，后来她还专攻博物
馆学研究生、博士学位，并出版了
两本与胸针收藏相关的书，进一步
深化认知，“我希望通过胸针将百
年历史脉络串联起来，并借博物馆
等公益性机构科普胸针文化，向国
内观众传递更多的美。”

在郑莺燕的众多展品中，1967
年的青花系列独树一帜，巧妙地融合
了中西方文化之美。这套作品以中
国青花瓷为设计灵感，将青花元素点
缀在小宠物身上，灵动可爱。

此外，枝头鸟、骆驼等东方元
素，频频出现在各类胸针中，均被
郑莺燕妥善收藏。为了将自己的
藏品更好地展现给公众，郑莺燕
还义务担任起讲解员一职。在她
的指引下，观众绕到了精美的古
董胸针所编织而成的艺术帷幕背
后，看到了世界历史文明的璀璨
多彩。

去年以来，这场堪称“现象级”的
胸针展已陆续走进北京、甘肃、湖南、
上海等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走
进展馆，于方寸之间窥见东西方历史
万象，获得审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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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莺燕在书架前。

郑莺燕为观展者介绍胸针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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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莺燕在特展开幕式上介绍她撰写
的古董胸针艺术主题书籍。

郑莺燕：
低调的“现象级”作品创造者

本报记者 蓝瑜萍 陈贝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