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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机构馆藏“只进不出”

国内的公立博物馆，至今还没有公开出售过
藏品。文物一旦入藏公立博物馆，便不再流出，
只有可能在国有收藏机构之间调配。

那么，博物馆能不能出售藏品呢？业内人士
表示，国外博物馆出售馆藏时有发生，例如华盛
顿塔克玛艺术博物馆、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和波士
顿美术馆等，都曾以优化馆藏结构的名义拍卖过
部分珍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规定：

“禁止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将馆藏文物赠与、出租
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人。”那么，不能公开
交易，馆藏是否会变成一潭死水？对此，广东美
术馆典藏部主任江郁之并不认同，他表示，很多
世界级的博物馆之间经常轮换藏品办展，国内的
文物机构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近年来，全国各
大博物馆之间的藏品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
活跃了。而事实上，博物馆除了互相借展之外，
在藏品重复率较高的情况下，藏品的交换一直都
存在。
“公立馆藏机构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藏品属国

有资产，不能随意拍卖。一些藏品可能普通人觉
得不值钱，但其实学术价值非常高。”江郁之说。

藏品出售能否优化馆藏结构

!""#年，波士顿美术馆在中国嘉德拍卖了一
批馆藏，其中包括中国瓷器书画和中文古籍，在
国内引发极大关注。一些业内人士甚至提出，国
内的博物馆也应该效仿尝试，淘汰“无用”的藏
品，优化馆藏结构。

事实上，两种声音一直存在：一方面认为，
对于低级、重复的已
经不适合收藏体系的
藏品，博物馆可以经
过法定的流程将这类
藏品出售转让，由其
他机构或个人继续收
藏；另一方面则认

为，博物馆的藏品是属于公
众的，有的还是来自于捐
赠，博物馆无权出售。而在
国内一些公立博物馆的库房
里，的确有不少级别较低、
品种重复较多的藏品长期
“沉睡”于此。这些藏品，
没有太大研究价值，也难有
机会被拿出来参加展览，只
能长年放在库房里。而由于
保管能力有限，这些藏品可
能得不到好的保护，甚至出
现受损发霉的状况。

虽然一些博物馆也想有
所作为，出售部分级别较

低、品种重复较多
的藏品，以筹集资
金购藏更好的文
物，也可以改善保
管条件，但是目前
也只能是想想而
已。因为涉及公立
文物机构馆藏的处
理问题，非常敏
感，而相关法律、规则又比
较模糊，谁也不敢做先吃螃
蟹的人。

缺乏相关法律和细则

在博物馆系统相对发达
的欧美国家，有偿转让馆藏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模式。大多数博物馆在出售藏品前，会经过严格
的估价，不仅要经过馆长同意，还要在董事会取
得全票通过才行。而且世界博物馆界的不成文道
德规范是，除非为了收藏其他文物艺术品，否则
博物馆不能出售馆藏。

那么中国的博物馆有没有文物退出机制呢？
《文物法》中写道：“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再收藏
的文物的处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文化部
!""$年颁发的《博物馆管理办法》 中提到，博物
馆不够本馆收藏标准，或因腐蚀损毁等原因无法
修复并无继续保存价值的藏品，经本馆或受委托
的专家委员会评估认定后，可以向省级文物行政
部门申请退出馆藏。

但是，对于退出馆藏能否采取出售的方式，
相关法规仍然很模糊。《博物馆管理办法》中说，
对于退出馆藏的藏品应该在文物行政部门的网站
上公示，这期间如有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愿意
接收有关藏品，则以调拨、交换等方式处理，如
没有，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统一处置。处置方
案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实施，处置所得
资金应当用于博物馆事业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公立博物馆在处理藏品时需
要有一个慎重的态度，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批准，
藏品卖给谁，拍卖的鉴定、监管、定价都要配
套。此外，博物馆出售藏品也要考虑到伦理道德
的因素。一些捐赠人并不愿意他们赠送的艺术品
被博物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因此，博物馆应该
尽量避免出售捐赠藏品，或在出售前与捐赠方协
商确定。

英国克洛伊顿博物馆馆藏中国瓷器将拍卖

博物馆该不该出售
藏品？

赖 睿

日前，英国克洛伊顿博物馆将拍卖一批藏家捐赠的珍稀中国瓷器，

引发争议。据悉，尽管欧美博物馆出售藏品早有先例，但在我国国内，

公立博物馆的馆藏仍然是“只进不出”。那么，博物馆该不该出售藏品？

优化馆藏结构又依靠什么方式呢？

击鼓说唱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铜奔马（甘肃省博物馆藏）

长信宫灯

（河北省博物馆藏）

青花人物龙凤纹盘

（广东省博物馆藏）

碗窑土陶村是云南省临沧市临翔
区博尚镇碗窑村民委员会所属的两个
自然村寨之一。碗窑土陶村地处临沧
机场东北坡脚，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

共有村民 %&"户 '(%)人。碗窑村依山
傍水，周边群山环抱，村旁有腊托河
流过，山水田园风光生态自然，在碗
窑小学西南侧有 !! 株上百年的古树

群。碗窑村现存有大量的古民居，保
留完好，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古村落格
局。紧邻有腊托布朗族村，周边有勐
准傣族村、勐托大寨傣族村、幕布拉

祜族村等民族村寨。碗窑村历
史上曾为布朗族、傣族、拉祜
族、汉族杂居，现大部分住户为
汉族。

碗窑村制陶源远流长、久负
盛名，陶泥资源得天独厚，手工
作坊保存完整。有史记载：清乾
隆元年 （)#%& 年），湖南省长沙
府贵东县邻里乡人罗文华、杨义
远、邓成和 %人，靠一手制陶绝
活外出谋生，来到此地看到这里
得天独厚而丰富的优质陶泥资
源，便迷恋上这片美丽的热土，
娶了当地腊托村布朗人家的姑
娘。布朗头人给 %位女婿划定了
土地，他们便在这里安家落户，
建起了 %条龙窑。龙窑烧制、慢
轮制陶技艺代代相传，因为最初
的陶产品以碗为主，碗窑地名便
由此而来。

碗窑村始建的 % 条龙窑在
)*#* 年停用一条，从上世纪 +,

年代开始到 !")" 年，碗窑村新

建龙窑 * 条。现全村共有龙窑 )) 条。
碗窑村现有大小手工制陶作坊 )"+间，
建筑面积约为 )#+!" 平方米。碗窑村
制陶最大的特点是：在自然村中，制
陶艺人多、龙窑规模大、保存着原始
的手工制陶工艺、陶产品丰富。碗窑
村 +"-的人从事制陶工艺，形成“全
村玩泥巴，男女制陶器”的局面，整
个村现已形成原料、生产、销售一条
龙的大作坊。碗窑村龙窑烧制的土陶
产品主要以农村生活用品为主，以前
品种少而单纯，多年来经过几代制陶
艺人的改进创新，陶产品的种类不断
丰富，陶艺水平飞速提高，现产品远
销昆明、上海、广州、香港及缅甸、
泰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陶
业收入成为当地村民的主要经济来
源。

碗窑村土陶制作的工艺流程主要
为：取泥—陶泥浸泡、搅拌—制作陶
坯—晾晒—烧制—出窑等工序。碗窑
村原始土陶工艺是古老制陶工艺的再
现，经过几百年、多个民族的技术实
践和产业发展，至今仍然保存着传统
的制陶工艺并且形成了较大的规模，
是多个民族制陶技艺的精华，是民族
智慧的结晶。

碗窑村：全村玩泥巴，男女制陶器
王锦强

艺人手工制陶

于庆成说自己是个农民，以前是，现在还是。虽然，早
在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授予他“民间工艺美术大
师”的称号。老于说自己就是个捏泥人的。捏泥人不看技术
有多高，而要看跟农民亲不亲。

老于一直生活在天津蓟县的崔家庄，为了摆脱种地的命
运，他年轻的时候就琢磨着捏泥人。凭着捏泥人的手艺，老
于到天津美术学院念了书，后来到县文化馆工作。老于专攻
过“泥人张”的套路，比赛成绩还排在了“泥人张”选手的
前面，但上面领导说天津有一个泥人张就够了，老于只好带
了一帮徒弟开始做罐子。

越做越憋屈，老于还是想捏泥人，上世纪 *, 年代初在
盘山风景区，有人出资建了他的第一个工作室。老于又开始
了捏泥人，但这回不是往“泥人张”的风格发展，而是往土
得掉渣的方向走，处处透着穷气。这个时期，他创作了以

“长江黄河”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母亲的乳房、破棉袄、老棉裤、粪箕子都
成了他作品的元素，“憋了这么久，像踹开了门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就出来
了”。

这些有着浓郁蓟北农民风格的作品为老于带来了名声，也带来了非议，
尤其是 !,,!年的《绑不住》，一个男人的身体被锁链死死捆住，但巨大的男
性生殖器却高高地向上昂起。
“非议是应该的，关键是摆正你自己。”老于一直在寻求不断的突破，他

带我看他的新工作室，几十个箱子刚运到，大部分还没有拆箱，放在外面的
有些是刚从唐山陶博会上取回来的自己的作品，有些是新作的一些东西。老
于指着一些当年给他带来名气的旧作跟我说：“这些都该扔！”

老于觉得该扔的是那些“看得见的”的东西。比如他二大爷的下巴多
长，额头多宽，穿的啥衣裳，现在的老于专找“看不见的”的东西，也就是
农民的精气神。之前这样的作品也有，但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老于说那
时自己的思路还不清晰，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概 %年前，他突然想明白
了，就是要找他二大爷背后的东西，比如勤劳、朴实。老于觉得现在正是自
己的“产蛋期”。在工作室，老于指着他的新作品《数星星》 给我看，男人
的腿已经成了一条直立的柱子，孩子夹在母亲的胳膊下，大家抬着头往天空
的方向。刚出窑的，还有一群人物，两个为一组，名字叫 《爷俩》，神态各
异。老于指着一个皱纹跟我说，皱纹开在哪儿都是有讲究的，这个他还有专

利。
因为这样的思路，老于特别不喜欢罗丹、米开朗基罗，太科学

化。但他也不是谁都看不上，说起毕加索、梵高，他一肚子的话；杜
尚的作品“小便池”，让他震撼；家里的桌子、沙发上，全是亨利摩
尔的书。

在蓟县，老于已经是一张活名片，现在蓟县政府投资 (,,, 万元
人民币在建于庆成雕塑园，除了展示老于 '$ 组比较经典的作品外，
还专门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雕塑馆。人们提起老于，都觉得他称得
上艺术大师、腕儿，韩国南怡岛设立了他的永久性纪念展馆，哈尔滨
的太阳岛也有专门以他命名的雕塑园，他的作品在烟台天马栈桥是一
处景观，北京的天通苑小区将他的作品作为景观布置。

按理说，老于可以颐养天年了，他却说，加紧干还来不及呢！老
于有自己的想法：站在世界舞台上！“毕加索、梵高、高更，下面再
说就是齐白石，哪有于庆成的事儿，排好几百都找不到。啥时候高更
后面数得上于庆成了，那才叫站上世界舞台了。”

因为这样，老于对自己也更加挑剔。最近他在构思一个叫 《琴
声》的作品，给出的画面是一个老太太给老头捏脚，但具体的细节吃
饭想、睡觉想，还是没想好。“一出来得问问自己，这是第一高么？
不是，就不要做了。”所以，老于想了有段日子了，还是没动手。

有人请老于捏捏现代人的阔气，老于说自己干不了，“我那个时
代就是穷，特别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代”。虽然那么多人赞赏老
于的成就，但这一路的辛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老于跟我说，他真想
蒙上脸大哭一场。

!中国最美古村

!中国民间工艺

于庆成：

捏泥人要看跟农民亲不亲
本报记者 尹晓宇

于庆成和他的新作品《数星星》

“朝内 '&&”，这个门牌号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无法替
代的地位。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在地，《鲁迅全集》、《围城》、
《白鹿原》……无数经典书籍在这里诞生，使其成为“朝圣的文学殿
堂”。近日，一场“朝内 '&&”公益讲座在这里举行，被称为“为了告
别的聚会”，因为这座老楼将于明年拆除，在原址重建。

坐落于“朝内 '&&”现址的这座办公楼建成于 '*$+ 年，作
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这里的设施条
件显然已不能满足办公需求。

文保人士曾一智在微博中感叹，这里见证了中国的出版历
史。有读者希望，“朝内 '&&”要成为永远的文化地标，不要被
时代车轮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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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地标朝内166号将拆除重建
晓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