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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闻樊建川和他的抗战博物

馆的大名，但亲眼目睹之后才发

现，他的收藏已经远远超出了抗

战文物的范畴，扩展到了地震、民

俗、红色文物等诸多领域，建川博

物馆也已经形成一个占地 500 亩

的博物馆聚落。“刚开始我是想叫

建川博物馆超市的，但是遭到员

工们的一致反对，说这个名字不

好听，所以现在的正式名称是建

川 博 物 馆 聚 落。”建 川 博 物 馆 馆

长、建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樊建川笑着说。

四大博物馆系列让观众自选

作为国内资金投入最多、建

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

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

物馆聚落计划最终建成抗战、民

俗、红色年代、地震四大系列 30 余

个分馆，目前已开放 15 座博物馆、

4 个主题广场。

抗战系列博物馆中，“中流砥

柱馆”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下的军队、敌后民众的 8 年

抗战历程；“正面战场馆”介绍了

1931 年至 1945 年国民党政府从避

战到抗战的历史；“不屈战俘馆”

通过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和文物，

揭露日军虐俘罪行，展示了被俘

抗 日 将 士 的 英 勇 不 屈 和 悲 惨 遭

遇；“援华美军馆”介绍了抗日战

争期间美军援华的整体情况，特

别是“飞虎队”的传奇经历；“川军

抗战馆”展示了 30 万川军、300 万

壮丁为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此

外，还有两座广场特别引人关注：

“ 中 国 老 兵 手 印 广 场”占 地 面 积

3000 平方米，采用腐蚀钢化玻璃

的方式，展出了 4000 余名抗战老

兵的手模；“中国壮士广场”占地

面积 1 万平方米，高达 2 米的壮士

群像各守当年的战斗岗位，以军

人列队方式站立。

汶川大地震博物馆通过几千

幅图片、4 万余件地震灾难和救援

实物，真实记录了汶川地震的场

景以及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

全国人民所体现出来的万众一

心、同舟共济、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抗震救灾精神。樊建川说：

“这个馆里的不少文物是我们从

抗震救灾现场‘抢’出来的。有些

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比如

第一只到达映秀镇的救援冲锋

舟、抗震救灾英雄邱光华的飞行

记录本等。”

据樊建川介绍，除了抗战、地

震系列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还

设有红色年代系列博物馆，包括

瓷器陈列馆、生活用品陈列馆、章

钟印陈列馆等，以及民俗系列博

物馆，包括老公馆家具馆等，同时

建起了游客中心、文化研究中心、

酒店、茶馆、文物商店等配套设

施，形成了一个集藏品展示、教育

研究、旅游休闲、收藏交流、艺术博

览、影视拍摄于一体的博物馆休闲

旅游区。“目前，我们还在建设侵

华日军馆、‘文革’十年主题馆、知

青博物馆等 10 余座博物馆，并将

陆续对外开放。”樊建川说。

800余万件文物库存丰富

最让樊建川自豪的事，恐怕就

是带人去欣赏自己珍藏的宝贝了。

在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文物仓库里，

记者看到的藏品用“车载斗量”来

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据樊建川介

绍 ，建 川 博 物 馆 聚 落 已 有藏品

800 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121 件，包括烧制着《义勇军进行

曲》歌词的彩瓷砚台、黄埔军校的

课桌、川籍抗日军人使用过的青

花粗瓷杯，以及援华美军飞行员

的飞行服、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

战车履带、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哥

哥张善子赠送给陈纳德将军的

《飞虎图》等。

樊建川还特意 向 记 者 展 示

了几件珍贵藏品，比如“廖季威

的水晶印章”（廖季威生于成都，

1936 年 6 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

学校。1946 年 5 月 27 日与中国驻

日占领军先遣人员、国民党第六十

七 师 师 长 戴 坚 等 人 ，从 上 海 乘

B-24 重型轰炸机前往日本，担任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

团军事组上校参谋。1948 年 9 月，

廖季威回国。这枚印章 1946 年刻

于日本。）以及“1946 年黄炎培等人

拟写的对时局的三点主张”（当时，

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

章伯钧等 12 人在南京交通银行集

会，就当时国内局势提出了国共双

方停战等三点主张，写在南京交通

银行用笺上，上有梁漱溟签章说明

其真实性，后有黄炎培等 12 人亲笔

签名）。

除了这些国家一级文物，建川

博物馆聚落里准备评级的文物也

不少，比如上海《华美晚报》1945 年

关于“日降书昨晨正式签订”的号

外、西 南 联 大 湘 黔 滇 旅 行 团 日

志、国民党政府颁给抗日将士的

荣 哀 状 等 。 樊 建 川 还 不 忘 展 示

他刚刚到手的一件藏品，是一个叫

新 罗 实 藏 的 日 本 兵 在 1938 年 至

1940年间给其亲朋好友写的1000多

封 书 信 ，包 括 部 分 未 寄 出 的 信

件。“这些信件都遭到了审查，凡

是涉及部队信息、番号等军事机

密 问 题，都 做 了 大 面 积 的 涂 改。

如果能把这些信件的内容翻译出

来，相信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日

军侵华史实。”

输出办馆理念开分店

用樊建川的话来说，建川博

物 馆 聚 落 目 前 的 收 支“ 基 本 持

平”。“国有博物馆可以享受财政拨

款，但民营博物馆花的都是自己的

钱，而且该缴的税一点不能少。我

的一个外孙女好几个人养，可30个

博物馆却只靠我一个人养，负担

和压力还是蛮大的。刚开始办博

物馆的时候，花出去 2000 万元，只

能收回来 200 万元。现在能够持

平，已经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樊建川希望自己“能在有生

之年建 100 座博物馆”。“单靠建川

博物馆聚落这一个地方是很难实

现这个梦想的，所以，我们现在开

始输出办馆理念，发挥在博物馆

策划、设计、装修、布展等方面的

特长，以及馆藏 800 余万件文物的

优势，对外输出文化资源，做博物

馆的营造商。”

截至目前，樊建川已先后为

山东枣庄策划了台儿庄大战遗址

博物馆、为成都市大邑县新场古

镇建造了“江湖帮派馆”和“三寸

金莲馆”。广安市的三线建设博

物馆、西昌市的中国知青博物馆

等也都在樊建川的计划中。“对外

建造博物馆正逐渐成为建川博物

馆的重要收入之一，这也是一种

双赢。”樊建川说。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

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

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镌刻

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大门上的这几

句话，概括了樊建川不惜投入巨

资从事文物收藏的心路历程。自

2003 年以来，建川博物馆聚落仅

场馆建设就累计投入 5 亿余元。

“2003 年的时候，我排在国内富豪

榜 300 多位，现在恐怕要到 600 多

位了。”樊建川说，“但是从另一个

角度来说，一个单纯的房地产企

业也许只能存活 100 年，但一座博

物馆至少可以留存上千年。”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经营之道

像办超市一样办博物馆
本报记者 黄小驹

据《广州日报》报道，新学期

伊始，各地语文教材“大换血”引

起不小的争议。有人在网上贴

出 了 20 多 篇“ 被 踢 出 去”的 课

文，《过秦论》、《药》、《阿 Q 正

传》、《背影》等赫然在列。因为

鲁迅作品被删得最多，又被戏称

为“鲁迅大撤退”。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名

篇之所以充满魅力，是因为这

些经典名篇能够传达给读者尤

其是中学生们以独特的东西，

能够让人长时间地回味、体会

或感受。这也是一些人为什么

对那些经典课文感到亲切并深

深怀念的主要原因。可以说，

这些课文以其深刻的人文和思

想内涵、丰富的表达手法和独特

的词汇句段组合形式，无可替代

地融进了中学语文教材体系之

中，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学生汲

取语文养料的丰盈“血液”，而现

在，语文教材要“大换血”了，这

就意味着，几代中学生获取语文

养料的方式和渠道从此发生了

改变。他们能从新添加的课文

中获得应有的东西吗？

不可否认，替换后的这些课

文也都是名篇佳作，但它们能否

像过去的经典那样，给中学生提

供充足的语文养料，还是个未

知数。毕竟，这些课文所提供

的“养分”不见得像过去的经典

那样全面、丰富，它们在语文教

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需教

学实践的检验。匆匆忙忙地用

这些课文来取代几代人心中的

经典，未必算得上是明智的。

这些年来，“ 去鲁迅化”的

所谓语文教材改革之所以甚嚣

尘上，以至于最终得其所愿，主

要有几点原因：一是认为这些

作 品“ 不 合 时 宜 ”，不 能 与 时

俱 进 ；二 是 觉 得 鲁 迅 作 品 较

为 艰 涩 ，讲 起 来 费 力 不 讨 好 ；

三 是 认 为 教 材 改 革 就 是 求

新 ，就 是 要 变 脸 ，而 变 脸 就 是

要换课文——这显然是一种机

械 僵 化 的 教 材 改 革 思 维 。 其

实，语文教材改革的关键不在

于变换篇目，而在于改革教材

编排的体例和讲授方式，在于

能够与时俱进地赋予那些传统

的经典课文以新的内容。

语文教材并非不能“换血”，

只是“换血”的前提是应该保证

新旧“血液”不能出现排异反应，

不能为“换血”而“换血”，不能因

为这种“换血”而造成语文教材

的“贫血”。

在欧洲，无论是非法移民还

是 合 法 移 民 ，似 乎 都 不 太 受 欢

迎。凡是涉及移民问题的事件总

能掀起波澜。在德国，穆斯林移

民被某些高级官员指责为“除了

卖水果、蔬菜，没什么建设性作用

的人”；在英国的一些城镇，青少

年向亚裔居民掷鸡蛋、石子；在西

班牙，一些摩洛哥移民的商店和

寺院被反对者烧毁；在意大利，有

穆斯林女性因穿“布卡”罩袍把脸

遮住而被处以 500 欧元的罚款。

近日，法国总统萨科齐驱赶

移民的强硬措施更将关于移民问

题的讨论推到了风口浪尖。萨科齐

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由，不顾欧

洲各国的抗议，将非法居留的罗

姆人大规模驱逐出境，并指责罗

姆人的营地是毒品买卖、儿童行

乞、卖淫嫖娼的源头。迄今为止，

已有上千名旅居在法国的罗姆人

被遣返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100 余个罗姆人营地被强制拆除，

许多依靠在外打工养家糊口的罗

姆人为避免牢狱之苦，只得无奈

地扛着行李黯然离开。尽管法国

民意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法国

人赞同萨科齐采取的安全措施，

但其不近人情的驱逐举措，遭到

欧洲各组织的反对。

历经磨难的流浪者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如今

世界各地生活着200万至500 万罗

姆人，在欧洲的少数民族中占据

不小的比例。罗姆人还有一个更

广为人知的名字——“吉卜赛人”

（Gypsy）。“吉卜赛人”一词，是由

“埃及人”（Egypt）演变而来的。吉

卜赛人最早定居在印度，11 世纪，

或许是由于异族的入侵，他们背

井离乡。14 世纪，他们出现在东

欧。当时，那里的人们把他们当

成了“ 埃及人”，这就是“ 吉卜赛

人”的由来。

尽管吉卜赛人在欧洲已经生

活了好几百年，欧洲人却从未真

正接纳过这个流浪的民族。从他

们抵达欧洲大陆的那一天起，欧

洲人就对他们进行了“系统性的驱

赶”。早在 15 世纪，吉卜赛人就遭

遇瑞士人和德国人的驱逐。二战

期间，约有 40 万吉卜赛人遭受纳

粹分子迫害。直到现在，吉卜赛

人依然遭到歧视，从英语中就可

以 找 到 佐 证 。 当 人 们 形 容某人

诈 骗 钱 财 的 时 候 ，会 用“ 吉 卜”

（Gyp）一词。（译者注：“Gyp”，英语

俚语，表示“骗子、欺骗”，由吉卜赛

“Gypsy”一词演变而来）在欧洲人

眼中，吉卜赛营地的蛾子携带寄生

虫，吉卜赛人的出租车都是非法运

营。因此，就连吉卜赛人也厌恶

“ 吉 卜 赛 人”这 种 更 为 广 泛 的 称

呼，更喜欢别人称自己为罗姆人。

吉卜赛人常年穿梭于各个国

家之间，很难在一个地方建立固

定居所或找到稳定工作。他们坐

着大篷车四处奔波，靠表演、打短

工、兜售异域小商品和占卜维持

生计。能歌善舞的他们经常聚在

一起，拉手风琴、跳舞，排解生活

苦闷。充满热情的弗拉明戈舞，

就源自西班牙的吉卜赛营地。流

动性的生活形态逐渐成为吉卜赛

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人把吉卜赛

人流浪式的生活浪漫化——想起

吉卜赛人就会想起马车，大大的

耳环和自由。实际上，他们的生

活充满了贫困和猜忌，没有家的

归属感。长期被人排斥的生活经

历，使 他 们 形 成 了 一 种“ 非 敌 即

友”的思维模式。吉卜赛族内有

严格的规定，禁止吉卜赛人与外

族人通婚。

欧洲人缘何排外

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一

些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党将高犯罪

率以及失业问题和治安混乱归咎

于非法移民，并制定了苛刻的移

民政策，驱逐非法移民。事实上，

政 府 对 非 法 移 民 采 取 的 措 施 不

力，导致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越

来越大，使得一部分欧洲人对非

法移民的抵触情绪上升。右翼政

党正是利用这部分选民的心态，

将移民问题极端化，以赢取他们

的选票。

美国《商业周刊》报道，在欧

盟委员会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测

试中，66%的欧洲公民承认自己

“多少有一些种族歧视心理”，他

们抱怨欧洲大陆移民抢走了自己

的饭碗，使国家的福利预算变得

紧张，并增加了犯罪率。非法移

民也给欧盟各国的社会治安带来

了一些影响。据统计，在欧盟国

家，移民的犯罪率是本地人犯罪

率的 3 倍。近年来，一些不发达国

家的居民为了逃避战乱和饥荒，

背井离乡冒险到发达国家谋生。

这加剧了全球性的移民潮，也使

非法移民的问题更为突出。大多

数非法移民无法融入当地社会，

因为缺乏基本的工作技能，他们

很难找到工作，从而走上犯罪的

道 路 。 一 些 旅 居 在 欧 洲 的 罗 姆

人，七八岁便开始行乞，十二三岁

成了小偷。然而，并非吉卜赛儿

童天性如此，他们从小跟着父母

流浪，居无定所，没有接受教育的

机会，加上生活困苦，长大成人后

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教授

拉夫·塞兰认为，欧洲人有排斥外

来移民的想法由来已久。受经济

危机影响，各个国家的失业率都

很高，而移居欧洲的人越来越多，

这加重了当地人的负担。一些欧

洲 人 骨 子 里 就 有 高 人 一 等 的 思

想，认为外来移民可以移居欧洲

是拜欧洲人所赐。看到越来越多

的移民来到欧洲生活、享受福利，

他们开始觉得移民们的所得就是

自己的所失，心里不平衡就会引

发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

能歌善舞的他们常年穿梭于各国之间，居无定所，历经磨难，而今又遭大规模驱逐——

罗姆人成为欧洲弃儿？
本报记者 王雨檬 编译

9 月 10 日，北京穆斯林群众聚居地牛街人头攒动，美食飘香，经过一个月的“把斋”，信奉伊斯兰教的

穆斯林群众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开斋节。图为当日，穆斯林群众喜气洋洋地戴上白帽，互致问候，欢度

开斋节。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本报讯 （驻吉林记者常雅维）

为期两个月的第二届中国叶赫满

族民俗旅游节，目前正在吉林省

四平市火热进行中，并将持续至

9 月 28 日。本次旅游节由四平市

政府主办、四平市铁东区政府承

办，旨在挖掘叶赫满族民俗特色

文化的同时，拉动地方经济快速

发展。

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是

满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清太

宗皇太极的生母孝慈皇后的出

生地，也是清末慈禧太后和隆裕

皇后的祖籍地，素以“ 三代皇后

故乡”而闻名，境内拥有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生态奇特、

风景秀丽。从 2009 年开始，这里

每年举办一届中国叶赫满族民俗

旅游节。

第二届中国叶赫满族民俗旅

游节于 7 月 18 日开幕，曾在北京

举行大型推介会，并先后举办了

印象叶赫摄影大赛，户外运动挑

战赛，叶赫旅游主题口号、形象标

识 、经 典 线 路 的 征 集 等 系 列 活

动 。9 月 5 日 晚 举 办 的《叶 赫 风

情》大型文艺演出，歌唱家宋祖英

等倾情演出，而歌曲《叶赫那拉》，舞

蹈《满乡射猎》、《金花火神》等带有

浓郁叶赫满族特色的新作，也成为

晚会的一大亮点。旅游节闭幕前，

还将举办满族民俗才艺展示、萨满

文化与旅游高端论坛等活动。

铁东区区委书记宣晓春告诉

记者，通过该旅游节的举办吸引

了 许 多 中 外 投 资 者 前 来 合 作 。

目前，叶赫文化发掘与延展项目

已形成一个以创意农业观光、创

意休闲度假、现代生态养生、现

代特色养殖与种植为新载体的

中国叶赫风情大型田园休闲旅

游整体项目。

本报讯 为 纪 念 辛 亥 革 命

100 周年，9 月 9 日，湖北省博物馆

与香港历史博物馆在香港签署合

作协议。双方约定，将于明年 3 月

至4月在香港举办辛亥革命百周年

纪念大展。香港特别行政区康乐及

文化事务署署长冯程淑仪、湖北省

文化厅厅长杜建国出席签约仪式。

湖北省博物馆是收藏辛亥革

命文物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藏品

丰富。据介绍，他们为此次展览

悉心甄选了 73 件（组）精品文物，

其中一级品11件（组），包括孙中山、

黄兴、宋教仁、黎元洪、孙武、张难先、

彭楚藩等一批辛亥革命先驱、风

云人物的重要文物。而 3 件（组）

黎元洪墓出土的文物，是第一次

面世展出。

冯程淑仪表示，香港是孙中山

先生孕育革命思想的地方，不少

香港人为支持革命作出了贡献，

而湖北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所在

地，为全国的起义运动拉开了序

幕，两地合办纪念辛亥革命百周

年展览具有特别意义。

双方 还 就 加 强 鄂 港 文 化 交

流达成共识，将通过文化交流，

使 鄂 港 两 地 人 民 进 一 步 加 深 了

解、增进互信，实现文化发展上的

双赢。 （文 军）

湖北将在港展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精品文物

本报讯 （记 者 马 霞）9 月

8 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生产

力学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国际

文化传播中心、北京市书法家协

会及北京市西城区文联主办的

“钟爱的历史名篇——杨骥川书

法作品展”在京举办，同名书册近

日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杨骥 川 现 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会员。此次书法作品展选出

其 90 余幅作品，所书内容多为先

贤吟咏祖国大好河山、描写恬淡

田园生活的诗词、歌赋、散文等。

作品以八尺竖式中堂、条屏为主，

大至二丈巨制，小至手卷扇面，以

真、草、隶、篆不同书体，采取多种

表现形式，呈现出清新、壮美的视

觉冲击力。

据 悉 ，展 览 将 持 续 到 9 月

16 日。

杨骥川书法作品亮相京城

本报讯 （驻 内 蒙 古 记 者

乌 兰巴特尔）9 月 8 日，由文化部

社会文化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厅、呼和浩特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首届中国·呼和浩特民歌合唱汇

演在呼和浩特市乌兰恰特举办。

来自北京、辽宁、吉林、河北、山西

等省区市的 16 支合唱团及内蒙古

自治区的 9 支合唱团参加了本次

汇演，参赛人数达 1500 多人。

本届合唱节由三部分组成，

包括规模宏大、具有各民族特色

的开幕式演出，民族舞蹈、杂技、

乐器表演等专场演出及闭幕式颁

奖合唱音乐会。

据了解，此次合唱汇演旨在

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

展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事 业 的 若 干 意

见》精神，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活

动，丰富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繁荣

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促进和加强

各民族团结。

首届呼和浩特民歌合唱汇演精彩纷呈

2010中国榆林民歌邀请赛开始报名
本报讯 （记者黎宏河）作为

第五届榆林国际民歌节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

发展中心、中国音乐家协会、陕西

省文化厅和榆林市委、榆林市政

府及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主办的“神华杯”书香榆林 2010 中

国 民 歌 邀 请 赛，9 月 8 日 在 京 启

动。大赛报名工作同时在北京和

榆林两地展开。

陕北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

种类很多，其中的陕北秧歌、陕

北道情、榆林小曲已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

陕西北端的榆林市是民歌之乡，

传遍大江南北 的《东 方 红》就 诞

生 在 榆 林 市 所 辖的佳县。此前

连 续 举 办 4 届 的 陕 北 民 歌 大

赛，从今年起更名为“ 中国民歌

邀请赛”，将首次邀请国外选手

参赛。

据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大赛分初评、复评和决赛三

轮，初评、复评在北京举行，决赛

将于 9 月 27 日在榆林举行。此次

大赛将立足榆林、面向全国，以民

歌为纽带，打造原汁原味的陕北

民歌品牌。

■

■

■

（上接第一版）

以文化活动提升品牌

在 谈 及 如 何 宣 传 书 店 时 ，

孙婷婷说：“我们没有做任何硬广

告，更多的是顾客的口口相传。”

同时她指出，“精 心 策 划 一 些 体

现自身气质、契合客户群体的文

化活动，有助于提升书店品牌。

有相当多的女性顾客是冲着学

堂活动来到现场的，用户体验很

好，又很喜欢书馆的环境，然后

就主动办卡成为我们的会员。”

小月说：“ 举办沙龙是一个很好

的方式，我们自己策划主题，邀

请嘉宾，目前单向街已经成功举

办 300 多场主题沙龙。”

另外，很多实体书店选择了

网络营销，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最

近开办了网上书店，并将在今后

重点推出网络图书销售。龙之媒

从 2002 年就开始探索网络书店，

目前的业务版图已经揽括了线上

和线下书店。而对于单向街和雨

枫这样的小众书店来说，她们选

择了常规的博客、论坛以及像豆

瓣网这样的社交网站来做营销。

孙婷婷说：“对于我们这样资金有

限的小书店来说，这是一个既免

费又高效的途径，也是一个非常

好的平台。”此外，孙婷婷着重提

出了微博的作用，目前很多书店

通过微博发布店内活动动态，和

消费者形成线上良好的互动，效

果明显。

谈到实体书店未来的命运，

孙婷婷认为，“更具有针对性、更

小众化的书店，是我个人看好的

实体书店未来的发展方向。实

体书店需要做分众，这是市场发

展的需要。”三联书店的曾小姐

并不认为目前的实体书店正在

走向没落，她认为通过多种方式

全方位地发展书店，为顾客提供

立体的、多层次的购买体验是今

后实体书店发展的方向。“ 希望

逛书店成为越来越 多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希 望 越 来 越 多 的 实 体 书

店 为 顾 客 提 供 新 鲜 的 感 受 。”

曾小姐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