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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拔葱郁的枫香，与茂盛的野
藤苦竹一起，交织出万石山翻滚的
浓绿，阳光透过叶面星星点点地洒
在山径上，清幽、迷离。转过泗灵
庵的堂基，下到山脚，石壁陡峭得
令人咋舌，仿佛是一面刀斧削斩的

石屏延展开来，高耸、险峻。峭壁
上，有的石面被藤蔓缠绕，古意盎
然，有的石面字痕若有若无，俨如
天书。峭壁尽头接通的石板路，沿
着蜿蜒的双溪伸展，连着一座石
桥。而隐在绿得浓稠的水口林背后
的，便是田园上的进士村———江西
严田村。

!""" 多年前，大唐后裔李德
鸾步入万石山时，他看到的应是
满目生发的绿的色彩，还有家园
的意象。否则，他也不会因避黄
巢之乱从歙州黄墩迁浮梁界田，
不久再次举家动迁婺源，成了严
田的开村始祖。李德鸾是一位文
人，骨子里讲究儒家伦理，他以
“占得从田之签，以严治家”之
意，为村庄取名“严田”。宋真宗
时，李家有一位名为李鹏的亲眷，
分迁双溪的下游建居，村庄就形
成了上、下严田。

渔樵耕读，诗书传家。严田进
士村的荣耀，还应从李德鸾说起，
他是严田的第一位进士，官至散骑
常侍，赠金紫光禄大夫。紧随他光
耀门庭的是李士俨、李知已、李冠
之、李炳、李行成、李则参……据
《婺源县志·科第》记载，严田村李
姓仅在宋代就有 #$人登进士第。

严田，处在徽饶古道上，兴盛
时街道两边有店铺百余间。“上、
下严田之间，明嘉靖四十三年
（!%&$ 年），县曾设‘严田巡检
司’，有弓兵三十名。”徜徉严田老
街，看到店铺门房，还有时空倒错
的恍惚。然而，那么长的一段村史
却溜得悄无声息。

在严田村的宗祠支祠、书舍馆
塾上，时间都凝结了百年或数百
年。这，是村庄崇祖睦族与诗书传
家的一种参照。只要你有足够的耐
心，慢慢地就会体味到村庄凝结在
时间深处的性情，还有捉摸不透的
默然与寂寥。中午时分充足的阳
光，让人看见了村庄岁月的斑痕。
开裂的祠堂门，斑驳的墙体，朽了
的梁柱，只是时光留下的剪影么？
秩叙堂的堂匾，苍劲古朴，脱落的
墨块却让字体有了残缺。据说当年
祠堂竣工时，找不到合适的斗笔书
写堂名，是村里人用草鞋代替毛笔
写成的……凝视着堂匾，思索着严
田村寻常人家都有此笔力，真不知
道村野田园曾藏有多少书家？穿街
过巷，梦游似记下了严田村的祠堂
名：李氏宗祠、彝叙堂、宝善堂、
春晖堂、紫阳世家、敦睦祠、敬爱
祠、宗正堂。振藻园、钟英轩、学
静轩等书舍馆塾，只留下记忆的诠
释了。

严田的深巷，俨如岁月的迷
宫，融进去了，很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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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学热潮下，许许多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国学班里，背

诵“人之初、性本善”，背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穿汉服、学经典。

对此“国学热”文化现象如何看待？日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说：“我们原来把国学一脚踩到底，后来又把国学捧上天，其实这都是不对

的。中国现在有一种最可怕现象，就是一种热潮一旦出现，马上就会变成生意

……现在好多国学班，其实也就是生意。这种泛商业化的现象是致命的。”

国学的文化作用、精神作用，应该像盐一样。一杯水，

盐撒进去，看不见，但有滋有味有益处，那才是最好的境

界。不是说缺盐就给吃盐，不是这么补的。

的确，在国学热中，如今社会上国学包装服务已悄然成

为一种新的商机。许多招收小学生、精英人士、管理者的国

学班，每人的培训费用都在万元甚至几万元以上……如此不

菲的国学班收费，却俨然让厚重、古朴、深邃和博

大的国学成了时髦奢侈品。这究竟是“国学热”还

是“敛财热”？有些傻傻分不清。

国学，作为一种历史、一种传统、一

种文化、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所蕴藏

的经验、智慧和启示，穿越时空伸展至

今。我们用它来化解心灵的危机，解释当

下的生存困境，救赎迷惘的灵魂。这都是

国学的价值。现在的“国学热”，的确拉

近了传统和现代的距离，又促使国学焕发

着新的生命活力。但一些人对待国学急功

近利，忘却了国学的文化目的、精神任

务，忘记了国学的教育、学习和传承意

义，相反却是看上了国学的商业价值、市

场资源。国学，成了一些人获取功利的技

术手段，彻底沦为牟利赚钱的工具。

这种功利化、铜臭味十足的“国学”

教育，一是有害于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

观的培养，二是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其

传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

代，很难对自己的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

如果我们不再深爱、敬重和敬畏自己的文

化，再伟大的文化也会名存实亡。

这绝非虚谈，在如今表面“红火”、

“热闹”的国学热背后，却是令我们忧虑

的文化情形：我们作为国学教育基础的母语教育水平

仍很低，远不及上世纪 %"年代；传统文化知识缺乏

普及，经典文化流行“戏说”，历史“俗讲”泛滥

……当国学成为“生意”，以文化谋利，我们失去的

不止是历史、传统、文化的竞争力，失去的恐怕还有

我们民族的精神核心、民族的自信。

国学，

不是一种“生意”
杜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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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重大节日，重庆市巴南区的舞
台上总可以看见一批老、中、青男女农
民带着乐器，穿着具有乡土气息的服装，
演唱一首首“木洞山歌”，歌声时而高
亢，时而婉转，时而激昂，时而悠扬，
变化无穷，吸引了在场数以千计的市民
驻足观看。这就是重庆巴南区的木洞山
歌。

木洞山歌历史悠久，据清乾隆年间
（公元 !'(&年—!')% 年） 刻本的 《巴县
志》 （即现巴南区前身） 载：“六月芒
种，是月也，薅头秧，旬以后，薅二秧，
去莠粮，农歌四闻”。《巴县志》记录了
当时的木洞农民在劳作时，就有唱山歌
的习惯。

木洞山歌，一开始只是农民在劳动
中或工余后唱唱而已，以解除劳动的疲
乏和舒发劳动的心情，作为一种自娱自
乐、自寻乐趣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
府对木洞山歌进行了发掘、继承和发展，
把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使木洞山歌迎来了大发展的良机。

经过重庆市巴南区文化部门搜集整
理的木洞山歌的曲歌和歌谣，已有上千
首，其中较为流行的有：被称为庄稼歌
的《禾籁》，其曲牌有高腔禾籁、平腔禾
籁、矮腔禾籁、花腔禾籁；在农事薅秧
季节唱的“打薅歌”；秋收季节唱的“打
谷赛歌”等。

这些山歌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特色
和浓郁淳朴的乡土气息，反映了广大农

村群众在劳动、生活、爱情中的勤劳、
智慧、喜悦、风趣和幽默。

进入新世纪后，木洞山歌又体现了
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歌词的内容既保
留了原有表达农民劳动、生活、爱情的
词句，又增加了农村移风易俗、学习知
识、运用科学、勤劳致富、邻里和睦等
新内容。在山歌形式上，也由以前的对
歌、盘歌，发展到现在的联唱、重唱、
合唱和山歌剧等，赛歌也由过去的个人
赛、擂台赛发展到对抗赛、集体赛等多
种形式。

木洞人，对表达自己生活劳作又易
学易记的木洞山歌情有独钟，山歌己成
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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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洞山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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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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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家马伯庸一篇题为 《少年 *+

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 的博文，暗指河北省
衡水市的“冀宝斋博物馆”藏品虚假拙劣，
引发极大关注。

这一事件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民办博物
馆的尴尬处境。中国现在有多少民办博物
馆？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
办企业已成为民间收藏的主力军；民办博物
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国家虽然支持发展民
办博物馆，但是尚未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配套政策，使得民办博物馆跟国有博物馆地
位悬殊，发展不均。

积极效益显著

新世纪以来，随着民间收藏走热，中国
民办博物馆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
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国家文物局统计，
截至 #"!!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
馆有 %(%家，没有登记注册的大致还有 !"""

家左右。%(% 家民办博物馆，占了全国博物
馆总量的 !$,)!-。民办博物馆已经成为中国
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在
全国博物馆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 #"#"

年，民办博物馆的数量将占博物馆总量的
#"-。

文物的存在主要分为 (种形式，即地下
文物、馆藏文物、民间流散文物。前两者由
国家保护，但民间流散文物却得不到这样的
待遇。自有文玩记录以来，在中国几千年的
历史中，文物就存在政府与民间收藏两种形
式，始终并行，一直延续到今天。

民办博物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博物
馆的品种，给基层百
姓带来享受文化教育

的机会，对于民间文物来说更是起到了很好
的保护作用。散落于民间的文化、文物资源
异常丰富，民办博物馆的创办人恰恰又大多
源自草根。与国有博物馆的“正规军”相
比，他们经常有机会接触并收集到流失在民
间的珍品。这使得民办博物馆成为国有博物
馆的有益补充，甚至填补了国有博物馆藏品
的一些空白。

北京收藏家协会秘书长魏三纲表示，民
办博物馆有很多积极意义。“我们也应该允
许一部分文物存在于民间，因为文物的价值
是可以转换的。例如‘文革’期间的邮票在
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拿到今天来就是文物。
但这样的文物不会第一时间到达国家手里。”

繁荣背后的尴尬

虽然发展迅速，但与拥有财政拨款、事
业编制、场地优惠的国有博物馆相比，民办
博物馆不仅身份尴尬，在发展中更是面临众
多困难。业内人士表示，受到外部环境制约
和内在环境的局限，目前中国民办博物馆正
遭遇“内外交困”的境地。

就外部环境而言，虽然 #"!" 年出台的
七部委 《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对土地划拨、门票收入、非营利性收入等方
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规定民办博物馆在
行业准入、等级评定、人员培训等方面和国
有博物馆同等待遇，但是这一全国性的政策
在地方却很难落实。

在内部环境方面，民办博物馆普遍存在
选题重复、自身造血能力差、学术研究水平
不高、人员缺乏等问题。资金紧缺是很多民

办博物馆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博物馆的公益
性决定了其运行管理的开销很大，门票收入
只是杯水车薪。这一点，对有国家财政做后
盾的国有博物馆不算什么，但民办博物馆往
往“压力山大”。特别是在实行博物馆免费
开放政策之后，国有博物馆每年有财政拨款
支撑，而民办博物馆如果免费开放则没有收
入，不免费开放则没有观众，处境尴尬。思
想意识的局限、经济条件的窘迫，二者的叠
加注定了民办博物馆引不来、留不住人才。
因此，不少民办博物馆只能延续着“自己当
馆长、儿女做讲解”的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
式。
“要让博物馆运营下去，一是要有藏品，

二是要有资金，第三要有人才，缺一不可。”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起人何戍中坦言，
大多数民办博物馆都不能跨越“筹馆容易、
维持发展难”的困境。

需要更多的支持

目前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已经进入转型
期，而民办博物馆作为中国博物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能单纯追求数量，更要关注
它的运行质量，充分发挥其功能。

例如，针对资金短缺、自身造血能力低
这个目前经营民办博物馆最大的挑战，除了
“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外，国家应该拿出
一部分资金，给予重点支持。民办博物馆同
样需要摸清家底，进行资源整合；提高鉴别
能力，防止赝品流入，提升专业性和规范
性。

有专家表示，民办博物馆虽不反对营
利，但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重点提供的是
公共服务。因此，政府有必要在资金政策、
业务培训和专业化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扶
持。这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主动进
入博物馆领域。同时，国家还应该加大教育
和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培养全民
的欣赏水平，惟此，民办博物馆才真正拥有
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