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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孙主任您好，感谢您接受采

访。刚刚走进您的办公室，一眼就被高

悬的“和恭仁文”牌匾吸引，那么我们就

从这 4 个字谈起吧。为什么选取这 4 个

字作为恭王府的核心发展理念呢？

孙旭光：“和恭仁文”这 4 个字，既是

一种历史脉络，又是一种价值精神。这是

恭王府管理中心多年来改革创新、深入挖

掘王府文化精髓的价值取向的成果。

实际上，为恭王府定义一个核心价

值观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思考

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历史给出了答

案：在恭王府的历史上，从和珅到恭亲

王，从辅仁大学到今天的文化部直属事

业单位，每个时期都能提炼出一个颇具

文化理想的字，那就是——和、恭、仁、

文。具体说来，“和”是和谐融洽，“恭”

是认真努力，“仁”是仁义之心，“文”是

文化繁荣。“和恭仁文”即是要求恭王府

人“ 以 恭 己 仁 爱 之 心 ，近 和 谐 文 达 之

境”。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使恭王府各

项事业的开展更具号召力和凝聚力，管

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这几年我们坚持事业带动产业发

展，产业促进事业繁荣，一边挖掘和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一边着力构建新的经

济增长点。在不断的努力和完善中，恭

王府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壮大。

记者：近年来恭王府的游客量和知

名度不断飙升，究其原因，除了恭王府所

具有的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外，还与恭

王府管理中心实施的“五大职能”和打造

“四张名片”的重要举措分不开。请您详

细介绍一下“五大职能”和“四张名片”。

孙旭光：所谓“五大职能”，即实现文

物保护、旅游开放、博物馆业务建设、优秀

传统文化展示、文化产业发展这五大职

能。所谓“四张名片”，即打造以王府文化

为核心的历史牌、以《红楼梦》与恭王府关

系为核心的文化牌、以“福”文化为核心的

民俗牌、以和珅一生传奇经历为背景的旅

游牌。可以说，“五大职能”和“四张名片”

的提出让我们认清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知道了该干什么，该怎么干。

记者：任何理论成果的取得都建立

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 五大职能”和

“四张名片”是怎样一步步打磨出来的？

孙旭光：回想 2009 年，恭王府管理

中心的工作从过去单一的旅游经营、古

建修缮转向以业务建设和开放为主的

全面事业发展上，如果还按老路子开展

工作，注定达不到上级部门和领导的要

求。经过这 3 年的摸索实践和反复论

证，我们首先给了恭王府一个全新定

位——历史遗址博物馆、综合文化展示

发展空间、文化旅游产业全面发展的产

业平台，根据这个定位，“五大职能”和

“四张名片”顺应而出。

五大职能表明，首先，恭王府是一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文物、

守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弘扬和传承中

华文化传统是第一要务；第二，恭王府

是旅游景点，要满足游客游览娱乐需

求；第三，恭王府历经清王朝乾隆、嘉

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共七代

皇帝，如一面镜子，承载了丰富的历史

文化信息，作为研究王府文化的博物

馆，要使之成为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

王府生活的展示中心、王府文物的保护

中心、王府文献的收藏中心；第四，恭王

府作为公共展示空间，肩负着向公众展

示传统文化的职责，要使大家在游览参

观中领略和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五，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利

时机，恭王府更应深入挖掘自身文化内

涵，围绕“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

拿什么吸引游客是每一个旅游景

区需要思考的问题，“四张名片” 给出

了答案。围绕这四个方面，就可以开展

各种文化活动，比如打造精品展览、开

展非遗文化活动、设计多种福文化旅游

项 目 等 。“ 印 缘 —— 李 岚 清 篆 刻 艺 术

展”、“丹麦女王蝶古巴特作品展”“‘恭

王府和红楼梦’系列展”“莲生妙相——

青海唐卡艺术精品展”等吸引了大批观

众，非遗演出周、王府画廊、非遗展示街

等项目也活跃了恭王府的文化氛围。原

本空荡冷清的府邸，这几年越发热闹起

来，游客总数年均增长 15.4%以上，已经

从 2004 年的 160 万人次增长到现在的

300 多万人次。其中散客数量成倍增长，

现已占总游客的三成以上，团队游规模也

常年保持增长。我们和国内 100 多家旅

行社都有合作，和七、八千名导游建立了

良好的业务联系。日益增多的客源除了

带来可观的门票收入，还使“福”文化产品

销量逐年增加。今年我们还在进京列车

和飞机上都投放了广告，期望恭王府能

成为北京近现代文化史的一个缩影，成

为北京城内的文化地标和旅游胜地。

记者：历史地理学家侯

仁之曾感叹：“一座恭王府，

半部清朝史”，由此可见恭王

府的历史价值之高。在北京

众多文化遗址中，恭王府是

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王府，

它的古建筑也是独一无二的

标本。但同时，恭王府又是

一个知名旅游景区，在文物

保护和旅游开发两者间，应

怎么找到平衡？

孙旭光：对于文物保护

单 位 来 说 ，安 全 是 最 重 要

的。的确如你所说，在国庆

等客流高峰期，恭王府这个

占地不足 6 万平方米的景区

日均接待游客量却高达 3 万人次，巨大

的客流考验着恭王府的管理水平。经

反复论证，管理中心推出团队游预约

制，开创了北京旅游景区限制游览人数

的先河。制度推行之初，我们也遇到了

很大的阻力，职工担心客流少了收入降

低，导游埋怨预约制耽误工夫，但本着对

历史、对文化、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我们

顶住前所未有的压力坚持了下来。从这

两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团队游预约制已逐

步形成一套规范化流程。2010 年、2011

年“十一”期间，团体预约均达数万人次，

每天调整参观数千人次，达到了“削峰平

谷、调控客流、保护文物”的多重目的。

除了实行游客预约参观制外，我们

还花大力气排除开放区的安全隐患。比

如将工作人员全部搬离景区办公，坚持

一年两次的消防演习和安全培训工作，

聘请专业机构摸底排查，对府内消防、安

防、开放、业务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安全

完善。实行安全保卫值班制度和中心部

门科、处长带班制度，双系统平行 24 小

时无缝值班，明确任务、责任到人。另

外，我们还制定《恭王府文物总体保护规

划》、《恭王府花园修缮方案》等，每年都

从经营收入中拿出相当比例资金投入文

保工作，近3年来在这个方面的投入已超

亿元，“十二五”时期，将投巨资对花园进

行修缮和保护。记得两年前，就有机构找

到我，希望在恭王府开设晚间高档会所，

鉴于安全考虑，我拒绝了，宁可不赚这笔

钱，也不能让文保场所有风险。

记者：景区全面开放后，文化部提出

要将恭王府建设成国家级清王府文化博

物馆。但作为古建遗址，恭王府文物在近

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几乎荡然无存，面临没

有文献档案参考、没有见证人、没有参照

物等众多困难，这些客观难题如何破解？

孙旭光：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绝不只

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当时人员结构不合

理、管理中心业务研究力量薄弱、藏品不

足、体制机制跟新任务要求不适应，这些

问题都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配置资源。

面对重重困难，我们将目光锁定在展示

空间的营造上，力图让建筑讲述它自己

的历史和故事。

例如在空间布局上，做了缓冲区、

过渡区、休闲区、互动区、展示区等功能

划分，将王府文化的典制、历史、人物等

集中安排在展示区。在风貌复原上，在

多福轩做了王府客厅的复原，在东西两

厢做了书房和客厅的复原，此外还有花

园和佛堂的复原。由于大空间不能复

原王府文化，管理中心便在后罩楼做了

王府书房、客厅、起居室等的

准复原，将王府生活集中再

现。面对藏品不足、复原陈

列缺少依据的突出难题，恭

王府投入数千万元购置古董

家具等器物，现今馆藏家具、

书画、玉器、漆器、瓷器等文物

数千件。去年还回购了1913年

在美国拍卖的恭王府旧藏——

郎窑红荸荠瓶。在陈列方面

逐步形成基本陈列、专题展

览、复原陈列、原状展示、专题

展览互为补充、交相辉映的格

局，让游客走进王府看到的不

再只是空荡荡的房子。

另 外 ，为 加 大 王 府 文 化

研究力度，营造王府文化研究的学术氛

围，管理中心还建立起学术报告厅、古籍

书库、拓片库、书斋、提阅室、影像工作室

等，并多次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多

篇王府文化研究论文、专著，出版《清代王

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清代王府文献资料汇编》300卷、《恭王府

明清家具集萃》、大型画册《华府美宅》等

专业书籍。

记者：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常说：“到

故宫沾沾王气，到长城沾沾大气，到恭

王府沾沾福气！”据了解，“福”文化和由

此衍生出的大批文化创意产品给恭王

府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收益，这张特色牌

是如何打造的？

孙旭光：恭王府的福气来源于康熙

御笔亲题、加盖有“康熙御笔之宝”印玺的

福字碑。怎样让游客沾到福气？我想首

先要把恭王府打造成一个充满福气的空

间。我们有很多创意，例如让大家在这里

看福、摸福、请福、祈福等，还能在蝠池边

漫步，在蝠厅里喝茶，在戏楼里看戏。

有了福文化的氛围，接下来的工作

重点就是文化产品的开发。“创意是核

心、模式是关键、市场是根本”是我们的

商品销售理念。为做好特色纪念品的

研发，恭王府已连续举办了两届以“福

器·我设计”为主题的旅游商品设计大

赛，今年的大赛还特别增加了“贵重金

属和材料”类别。仅“福”字一项，目前

就已开发出数百种产品，从大赛脱颖而

出的“福”元素皮制挂轴和古钱币挂件

“乾道嘉（钱到家）”已为恭王府创造了

不菲的收入，目前恭王府内销售的文化

旅游商品种类多达 2000 多种。

通过增加项目、开发产品等途径，

在控制游客量的情况下恭王府仍保持

了收入连年上涨的好势头。刚刚过去

的 2011 年我们创收数亿元，其中各项

经营收入占 40%多，摆脱了一般开放单

位以门票收入为主的经营模式。说到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企业挣钱是为了扩

大再生产，事业挣钱是要不断扩大内

涵。下一步，我们要在加大文化创意产

品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合理布局商

业网点，如降低园区商业气氛、提升景

点文化气息、提高产品吸引力等。

记者：今年 2 月，恭王府被评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这标志着恭王府进

入国家最高等级精品旅游景区行列，同

时也意味着恭王府将面临社会和游客

更高标准的要求和检验。对此，恭王府

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了吗？

孙旭光：早 就 做 好 准 备 啦 ！ 事 实

上，作为旅游开放单位，与京城众多文化

遗址单位相比，恭王府经营面积不是最

大，建筑规制不是最高，历史年代不是最

长，与故宫、天坛、颐和园不可同日而语。

但我们相信，只要用心服务游客，凡事做

到“和恭仁文”，就一定能让观众满意。回

想恭王府发展之初，也曾经历过惨淡经

营、难以维系的局面，但一路走来，我们早

已积蓄了底气、饱含着信心、鼓足了干劲，

去开创更美好的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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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恭王府管理中心主办的“瓷上写意——马硕山画瓷艺术展”在恭王府乐道

堂举办。如今，展览展示已成为恭王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

文化系统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参观恭王府。

恭王府已成为京城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2011 年到此游览的游客多达 300 余万人。

夜色中的恭王府。

恭王府美丽的春天。

每年举办的昆曲展演周已经成为恭王府的文化品牌。

波光潋滟的北京什刹海边波光潋滟的北京什刹海边，，一片繁华考究的古建府邸掩映在初春青嫩一片繁华考究的古建府邸掩映在初春青嫩

的柳枝间的柳枝间。。每天每天，，数以万计的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数以万计的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感受历史的痕迹和世感受历史的痕迹和世

事的变迁事的变迁。。这里这里，，就是承载着就是承载着““半部清朝史半部清朝史””的北京前海西街的北京前海西街 1717号院号院————

恭王府恭王府。。

从和珅宅第到恭亲王府从和珅宅第到恭亲王府，，从辅仁大学到从辅仁大学到““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从从上世上世

纪纪 7070 年代起搬迁腾退的破烂不堪到年代起搬迁腾退的破烂不堪到 20122012 年荣膺国家年荣膺国家 55AA 级旅游景区……级旅游景区……

封建王朝的权贵与奢华已落幕封建王朝的权贵与奢华已落幕，，新时代的繁荣与生机又开启新时代的繁荣与生机又开启。。翻天覆地的翻天覆地的

变化因何而来变化因何而来？？怎样的新理念促成了今天的新发展怎样的新理念促成了今天的新发展？？33 月中旬月中旬，，记者与记者与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面对面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面对面，，共同品味恭王府从历史走进共同品味恭王府从历史走进

现实的别样繁华现实的别样繁华。。

恭王府举办的“残疾人公益文化日”活动感动了众多残疾人
朋友。从2010年起，他们每月都举办类似的公益活动。（资料图）

恭王府一角

民俗文化活动在恭王府热闹上演。（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