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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分析

馆界动态

海外博览

“经费、政策、待遇、边缘化……”

对于全国 500 多家民办博物馆而

言，虽然规模与特色千差万别，但

说起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这几个

词堪称“最 大 公 约 数 ”。 为 了 探

讨民办博物馆的发展前景，由文

化部和陕西省政府主办的“第四

届 西 部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展 演 系

列活动”中专设了博物馆环节即

“第四届两岸民办博物馆发展交

流会”。该交流会 4 月 6 日至 8 日

在 陕 西 西 安 大 唐 西 市 博 物 馆 举

办，来自海峡两岸 100 余家民办博

物馆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分享经

验，共议如何不断增强内功的现

实举措。

寻找背靠的“大树”

“在越来越多的国有博物馆

免费开放的现实压力下，民办博

物馆单纯靠门票经营难以为继。”

海南海口市海藏民间博物馆馆长

何翔在小组讨论中的一句话引起

了大家的共鸣，与会的民办博物

馆掌门人一致认为，要实现民办

博物馆的正常运转，必须推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并与之形成良性

互动。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民

办博物馆协会会长、西安大唐西

市博物馆理事会理事长吕建中表

示，与国有博物馆的研究、保护、

运营经费相对有保障相比，缺乏

稳定的经费来源是制约众多民办

博物馆发展的一大障碍，导致许

多定位为公益性文化机构的民办

博物馆难以持续发展。总是“自

掏腰包”不是长久之计，民办博物

馆的发展需要有长期投入作为支

撑，而这就一定要与文化产业或

旅游业相结合。

2012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达 72

万人次的大唐西市博物馆依托其

创办主体，走的就是“以文兴商、

以商养文”的道路，其上级单位西

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打造的大唐西市项目已经成为

国 家 文 化 产 业 示 范 基 地 、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成为西安的城市新名片和陕西旅

游新亮点。

作为江苏徐州民办博物馆的

代表，徐州中国炎黄圣旨博物馆

从 一 开 始 就 认 识 到 用 文 化 遗 产

“一条腿”走路的局限性，从而探

索出了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相结

合“两条腿”走路的经营模式。“选

择馆址时，我们就选在了当地知

名的 AAA 级旅游景点龟山汉墓附

近。凭借其年 80 万人次的游客接

待量，我们度过了最初的经营历

程。”该馆馆长周庆明表示，如今，

随着新馆的建成，中国炎黄圣旨

博物馆已经形成了与龟山汉墓景

点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态势。

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张

扬蜀锦特色，通过将博物馆事业

与蜀江锦院的企业化生产经营相

结合，不断探索将博物馆的功能

价值与企业市场效益相衔接的途

径。“今年 6 月在成都举办的《财

富》全球论坛已将我们馆定为参

观接待点，届时将在馆内举办中

国 新 锐 设 计 师 服 装 发 布 会 等 活

动。”馆长钟秉章表示。河北衡水

内画艺术博物馆也积极把文化资

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他们利用博

物馆这一平台，让公众了解内画

进而购买、收藏，同时通过举办公

益活动积聚人气、带动财气。

台湾民间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贾裕祖表示，民办博物馆人要结

合地域特色，以“博物馆聚落”的

形态组织联结相关博物馆，并着

力研究文化产品的创造以及文化

商品的营销、经营方式，从而实现

民办博物馆自给自足、永续经营

的目标。

民办博物馆也可公司化
经营

“ 民 办 博 物 馆 在 隶 属 关 系 、

运营管理、经费来源方面都有别

于 国 有 博 物 馆 ，为 此 ，民 办 博 物

馆 必 须 走 出 一 条 适 合 自 身 生 存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管理上既

要 有 国 有 博 物 馆 管 理 的 基 本 框

架 、组 织 机 构 ，又 要 有 一 套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即 公 司 化 经 营 的 管 理

模 式 。”钟 秉 章 所 谈 到 的 管 理 问

题，也是众多博物馆人所关注的

重点之一。

“管理是民办博物馆发展的

关键所在，直接影响着博物馆的

发展方向和功能发挥。”西安大唐

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表示，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民办博物馆同样

需 要 运 用 市 场 理 论 创 新 管 理 体

制，实现高质量的管理和运作，使

博物馆管理权责分明，管理制度

完善，能切实保障参观者的文化

权益，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潜移

默化的精神力量。

陕西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

云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

些优秀民办博物馆脱颖而出得益

于 民 办 博 物 馆 法 人 治 理 结 构 的

初 步 落 实 。 他 以 大 唐 西 市 博 物

馆为例，指出理事会领导下的馆

长负责制让聘请来的“职业经理

人”主持民办博物馆的专业管理

和日常运作，带来的是科学和高

效的运转。

谈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

管理方式，钟秉章表示，除在尽可

能的情况下精简机构、减少支出

外，民办博物馆要加强自身造血

功能，引进经营、企划、研发方面

人才，适应市场经济下的发展要

求。民办博物馆要既满足博物馆

的公益性和社会需求，又能在特

色 文 化 产 业 化 经 营 方 面 有 所 作

为，必须进行博物馆管理机制方

面的创新。

倡议成立全国民办博物
馆协会

截至 2011 年底，全国经注册

登记的民办博物馆有 535 个，占全

国博物馆总数的 15%，民办博物馆

已经成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不过，迄今为

止，民办博物馆领域并没有一个

全国统一的社团或组织。

“我们要尽快建立自己的协

会，把民办博物馆 组 织 起 来 ，制

定 行 业 规 范 和 行 业 标 准 ，在 协

会 的 管 理 和 带 领 下 ，进 一 步 明

确办馆方向，规范民办博物馆的

建设、运营。我们要加强各地民

办博物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搭

建 民 办 博 物 馆 与 政 府 管 理 部 门

的 对 话沟通渠道，倾诉民办博物

馆的呼声……”众多民办博物馆

人的心声在本次交流会上变成了

集体倡议，变成了倡议书后长长

的签名。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

物馆馆长李宝宗用“里程碑”来形

容这一事件在民办博物馆发展史

上的意义。他说，一个自己的、全

国性组织把大家组织起来，发出

共 同 的 声 音 太 有 必 要 了 。 陕 西

咸 阳 红 色 记 忆 博 物 馆 馆 长 魏 德

君表示，民办博物馆是近些年才

真正发展起来的，各地民办博物

馆发展程度不同，需要加强交流

合作。

“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要与

商 会 结 合 ，因 此 我 们 倡 议 成 立

全 国 民 办 博 物 馆 协 会 。”吕 建

中 表 示 ，协 会 将 团 结、吸引更多

的文化界专家、学者以及退休的

文 化 部 门 的 领 导 ，通 过 他 们 的

影 响 力 ，为 民 办 博 物 馆 呼 吁 、建

言献策，为民办博物馆的发展提

出合理化的、适合自身发展的好

建议。

多位与会代表表示，社团登

记管理 办 法 的 改 革 和 创 新 为 全

国 性 民 间 组 织 的 创 办 提 供 了 契

机 。 希 望 中 国 民 办 博 物 馆 协 会

早日成立，并积极争取各级行业

主 管 部 门 的 行 业 监 管 和 业 务 指

导，促进民办博物馆的健康和可

持续发展。

两岸百家民办博物馆负责人交流探讨

民办博物馆如何化茧成蝶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虽然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

让人愁眉不展，但是，法国人仍

然 没 有 放 弃 参 观 博 物 馆 的 习

惯，他们在静谧的殿堂间获取

艺术的享受。在法国，各种主

题展接连取得成功，带火的不

仅是博物馆的效益，更有地方

的经济。

在法国，人气最旺的地方

除了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

就是大小不一的各类博物馆。

据统计，法国 1216 家国家级博

物 馆 年 接 待 参 观 者 2600 万 人

次，其中 1600 万是自

掏腰包前来参观的。

根据 2011 年的数据，

61%的法国人在一年

的 时 间 内 至 少 参 观

过一家博物馆，欣赏

过一场展览。

今年 3月底在蓬

皮 杜 现 代 艺 术 中 心

结束的萨尔瓦多·达

利 个 人 作 品 回 顾 展

共吸引 79 万名参观

者，成为该博物馆历

史上第二“卖座”的

展 览 。 这 位 西 班 牙

超 现 实 主 义 大 师 以

探 索 潜 意 识 的 意 象

著 称 。 从 软 塌 塌 的

钟表，抽丝样细长的

兽腿，到半开着抽屉

的人像，非凡的想象

力体现在绘画、雕塑

和行为艺术之中。2

月 初 在 大 皇 宫 展 览

馆闭幕的爱德华·霍

普 画 展 则 受 到 78.4

万 参 观 者 的 追 捧 。

在展览最后 3 天，大

皇 宫 展 览 馆 索 性 夜

不闭户，24 小时开放，为在寒风

中排 3 小时队等待的观众免费

送上热饮，帮助他们走近美国

画家笔下苍凉而寂寥的世界。

法国《巴黎人报》最近盘点

了法国博物馆历史上吸引参观

人数最多的主题展。1967 年，

在巴黎小皇宫博物馆举行的埃

及图坦卡蒙文物展吸引 1200万

参观者，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

是 2006年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

行的“影像动态展”、2010 年在

大皇宫博物馆举行的莫奈回顾

展、2005 年蓬皮杜艺术中心的

“大爆炸——20 世纪艺术的毁

灭与创造”展以及 1979 年的达

利作品回顾展。

这些主题展取得成功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艺术家

和作品负有盛名。法国艺术史

学家迪迪埃·里克内认为，像达

利、霍普、莫奈这样的艺术家的

价 值 已 经 得 到 业 界 和 大 众 认

可，观众在欣赏作品时，无需具

备特别专业的知识，就可以领

会作品所要传达的意思。

其次，主题展的价格门槛

“不高”。大皇宫博物馆项目部

副主任玛加莉·西克西科表示，

在目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法国

人越来越倾向价格低廉的优质

文化产品。大皇宫博物馆主题

展的全价票 12 欧元（约合 96.96

元人民币），优惠票 8欧元（约合

64.64 元 人 民 币），

10％ 符 合 条 件 的 参

观者可以免费入场，

符合法国人目前的

消费习惯。

再者，强大的宣

传攻势不可或缺。博

物馆学专家让-弗朗

索 瓦·格 林 福 尔 德

说，一个展览若想取

得成功，宣传推介费

不能省。如今，除了

传统媒体以及观众

口耳相传之外，博物

馆大都采用先进技

术手段，比如手机软

件、社交网络来扩大

影响力。

在 挣 得 钵 满 盆

满之后，法国博物馆

多用这部分收益贴

补那些带来亏损的

展览。玛加莉·西克

西科说，从主题展挣

来的钱会投入在具

有文化而非商业价

值的展览上。因为

博物馆不是追逐利

益的商业单位，表现

艺术与文化的多样性是博物馆

的基本职能。迪迪埃·里克内

也认为，博物馆的经营需要保

持平衡，也需要举办不挣钱但

是高水平的展览。

主题展产生的经济效益往

往超越博物馆本身。位于法国

东北部的蓬皮杜-梅兹中心曾

经在去年夏天推出题为“1917”

的回顾展，吸引参观者 22 万人

次。该博物馆负责人洛朗·勒

彭说，由于主题展独一无二，许

多外地和国外观众会乘坐便捷

的高铁前来参观。根据 2011年

洛林地区地方旅游局统计数据，

为了观看蓬皮杜－梅兹中心的

展览，40％的参观者会在当地留

宿一夜，为当地交通、餐饮以及

旅馆业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

馆位于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下，

地铁 1 号线王府井站的 A 出口。

也正因为这座博物馆，地铁 1 号线

的 A 出 口 被 很 多 人 形 象 地 称 为

“通往祖先家园的出口”。

王 府 井 古 人 类 文 化 遗 址 于

1996 年东方广场施工时被发现，

是继周口店之后，北京地区又一

远古人类遗存的重大发现，也是

世界范围内首次在国际大都市中

心发现如此久远的古人类文化遗

存。为了妥善保护这一珍贵的遗

址和出土文物，展示两万多年前

北京地区的环境风貌和祖先的生

活场景，兴建了这座博物馆。

一次偶然的发现

虽然王府井古人类遗址有着

丰富的人类遗迹，但是它的发现却

属偶然。1996 年 12 月 14 日，北京

大学在读博士生岳升阳在东方广

场施工时，看到由挖掘机铲斗划出

的印迹上有黑色擦痕。小心地将

擦痕表层的土质刮掉后，岳升阳发

现了炭屑，找到了一些碎骨化石和

被火烧过的骨头，特别是他还找到

了数片人工打击形成的燧石片。

12 月 28 日早晨，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

究员李超荣和岳升阳一起坐着早

班车赶到王府井。他们蹲在冰冷

的工地上，整整挖了一天。随着

发现的骨头、碎石数量的增多，李

超荣越发坚信这将是北京平原地

区最大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此后，

多家单位参加了考古发掘工作。

经科学鉴定，王府井古人类

文化遗址是北京城内一处重要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 2.4

万至 2.5万年。

镇馆之宝——距今 2.5
万年的遗址地层

走进博物馆的展厅，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块约 50平方米的四

方地块。据讲解员介绍，这就是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王府井古人

类2.5万年前生活的遗址地层，这块

遗址距地表 12 米。当时在东方广

场施工现场，考古人员发现的遗址

地层约 2000 平方米，共两层，一层

位于距地表11米处，另一层为距地

表 12 米处。两处遗址地层都含有

炭屑、石器和骨制品、骨化石，这说

明人类不止一次来过此地。现在博

物馆展示给参观者的是距地表12米

的遗址地层。我们看到这块遗址地

层呈黄褐色，土质和我们现在的土

质大致相同。不过讲解员介绍，当

初这块遗址刚刚被发现的时候，地

层并不是这种黄褐色，而是一种红

颜色，这些年遗址地层暴露在空气

中就逐渐变成了现在的颜色。

一根老榆树根

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有一根长

约 20 厘米的老榆树根，树根因为

年代久远已经干枯开裂。很多参

观者看到它都非常奇怪，为什么在

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要摆放一

根榆树根？据介绍，王府井古人类

遗址的挖掘，其意义不仅是挖掘出

一个古人类遗址，还在于通过对古

人类遗迹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人

类居住的环境，为研究北京城的兴

起和环境变迁提供重要依据。

从当时挖掘出的植物孢粉分

析，那时的北京地区广布草原植

被，气候干冷。当时王府井一带

遍布着草本及小灌木植物、乔木

植物、蕨类、水生植物、藻类以及

旱生、盐生的矮半灌木，和草本植

物藜科和蒿属，还有盐生灌木、旱

生灌木等。不仅如此，这里还生

长着云杉、松和落叶松等。从这

些植物可以推测出 2.5 万年前王

府井地区为河漫滩地形。

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摆放着一

份北京大学考古系年代学实验室出

具的王府井古人类遗址地层年代测

定报告单。这样的地层年代测定报

告单，在遗址类博物馆中是十分罕

见的。在报告单中，参观者可以明

确地看到，考古专家运用科学的检

测方法检测出，王府井古人类遗址

的地层距今为24030+-350年。

碳 14 的衰变极有规律，其精

确性可以称为自然界的“标准时

钟”，而死亡的生物实际上就是无

处不在的“时钟”。只要找到这些

生物构成的碳 14，就能探测出它

们所附着的物体的年代。

2.5 万年前王府井地区
的动物有哪些

在博物馆的遗址地层中，有

一节 弯 曲 的 原 始 牛 角 。 这 根 牛

角大约长 50 厘米，比现在家牛的

牛 角 要 长 许 多 。 不 过 讲 解 员 介

绍，这根牛角也只是完整的原始

牛 角 长 度 的 1/3，由 此 可 以 推 断

出 原 始 牛 该 是 怎 样 一 个 庞 然 大

物。除此之外，在博物馆中还展

出 了 出 土 于 王 府 井 古 人 类 遗 址

的 斑 鹿 、蒙 古草兔、鸵鸟蛋和鱼

类的化石。通过这些化石不难看

出 2.5 万年前的王府井地区曾经

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这些动

物为古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

食物。

在博物馆中展出了大量动物

骨骼化石，其中原始牛的下颌骨

最有特色。从这件下颌骨中，可

以看到原始牛有着粗壮的牙齿，

比现在的家牛要粗大很多，其臼

齿近方形。这件原始牛的下颌骨

距今约 2.5 万年了，它不再是普通

骨骼，而已经成了骨化石。

博物馆的墙上展出了一幅大

型壁画，还展示出 2.5 万年前旧石

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在王府井地

区狩猎、做饭、休息、制造工具的

生活场景。讲解员介绍，据专家

分析，王府井遗址的古人类与周

口店的山顶洞人同期。专家推测

当时的古人类为了狩猎曾经来到

王府井地区，因为这里地处平原

河谷，猛兽相对较少，古人类的狩

猎活动相对于猛兽出没的山区要

容易许多。但是古人类来到王府

井地区也只是短暂停留，没有长

期居住。因为在王府井古人类遗

址中，没有发现可供居住的洞穴，

而当时古人类还没有掌握搭棚建

屋的技术，因此推断出他们并没

有在王府井长期居住。也许当时

的古人类固定居住在某一地点，

他们只是将王府井地区作为狩猎

的场所，每一次狩猎结束，他们就

会离去。

闹 市 里 的 祖 先 家 园
———走进北京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走进北京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

艾 荷

一位游客在第四届民办博物馆藏品汇展驻足观看

先农坛敬农文化节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古代

建筑博物馆、北京市密云县旅游

发展委员会、北京宣南文化博物

馆、北京育才学校联合主办的首

届先农坛敬农文化节在北京古代

建筑博物馆开幕。

文化节内容主要包括：向观

众展示北京先农坛的历史风貌

及介绍北京的坛庙文化的“先农

坛故事”“北京的坛庙”展览，展

示京郊农 事 活 动 及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的“ 春 华 秋 实 ，亲 密 之 旅 ”展

览 ，再 现 清 代 皇 帝 祭 祀 先 农 礼

仪 的“ 祭 先 农 礼 仪 展 演 ”活 动 ，

以及培养青少年对中国传统农

耕文明和祭祀文化的认同意识

的“ 知 先 农 ，爱 中 华 ”主 题 教 育

活动。

本届文化节举办场地北京古

代建筑博物馆坐落在北京先农坛

古坛区内。北京先农坛建于公

元 1420 年，是明清两代封建统治

者“亲耕享先农 ”即 祭 祀 先 农 和

举 行 亲 耕 典 礼 的 地 方 ，是 体 现

中 国 历 来 高 度 重 视 农 业 ，具 有

悠久农业文明的重要场所。明

清时规定，每年农历二、三月的

吉 亥 之 日 ，皇 帝 要 在 先 农 坛 举

行 亲 耕 享 先 农 的 祭 祀 典 礼 ，以

祈求先农神保佑这一年风调雨

顺 、国 泰 民 安 。 先 农 神 就 是 神

话 传 说 中 的 炎 帝 神 农 氏 ，相 传

他 是 农 业的发明者。在这里举

办“敬农文化节”活动旨在弘扬

我国灿烂的农业文明，展示当今

农业的蓬勃发展并昭示广大公

众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敬农、

爱农的优秀传统。 （京 文）

“云龙村的蚕桑记忆”

本报讯 4 月 3 日，由中国蚕

桑丝织文化遗产生态园主办，中

国丝绸博物馆、浙江省海宁市史

志办公室、海宁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周王庙镇云龙村村委会

共 同 承 办 的“ 云 龙 村 的 蚕 桑 记

忆 ”展 览 在 中 国 丝 绸 博 物 馆 开

幕 。 此 次 展 览 旨 在 通 过 摄 影 作

品、档案资料让观众领略蚕桑生

产民俗记忆。

云龙村地处良渚文化带，位

于 浙 江 省 海 宁 市 周 王 庙 镇 西 南

部 6 公里处，因原有云龙古寺而

得名。村里历代养蚕，村民中世

代流传有“蚕熟半年粮”的谚语，

蚕农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

不与蚕桑生产紧密相关，因此在

云龙村逐渐 形 成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蚕桑民俗活动。其形式多样，有

祈祀蚕神、轧蚕花求丰收、演“蚕

花戏”娱神等，成了江南蚕俗文

化的代表之一，各种形式的蚕俗

在云龙村均有体现。2009 年，云

龙村蚕桑生产民俗作为“中国蚕

桑丝织技艺”中的重要代表性项

目被列入人类 非 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本 次 展 览 还 将 几 位 著 名 的

“云龙人物”推入观众的视野，如

蚕桑文化史专家、丝绸教育家蒋

猷龙，连续 3年用相机记录下珍贵

蚕桑记忆的方炳华，带领云龙大

队用科学方法栽培无杆密植优质

桑园的李锦松。 （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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