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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化的新名片
从成都北站坐动车，往青城山方向一路向西，30多分钟后，便进

入青城山民办博物馆村落。作为成都市三大博物馆聚落的一员，青城山
博物馆村落已聚集成都乌木艺术博物馆、成都市皮影艺术博物馆、赵树
同艺术与收藏馆、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青城山道源博物馆等民办博物
馆。

作为我国首家具备国际一流展示水准的昆虫博物馆，成都华希昆虫
博物馆自2011年6月1日开门迎客以来，已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
游客，被 《纽约时报》 等外国媒体称为“亚洲最大昆虫博物馆”。3年
前，该馆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级博物馆，成为当时我国660多家民
办博物馆中为数不多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同时也是被列入《国家文物
局博物馆名录》的自然类民办博物馆。

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藏超过40万件，属于世界之最的昆虫达70
余种，许多藏品在国内绝无仅有，其中70%以上的馆藏为蝴蝶标本，数
量占我国已知蝴蝶种类的95%以上，被誉为“华语世界最大蝴蝶资源”。

赵力馆长向记者透露，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四川省存在许多奇特的
蝴蝶种类，被国际专家视为世界研究昆虫最有价值的地区之一。馆内展
出的蝴蝶标本大多由他亲手采集、制作，同时该馆还收集了大量昆虫资
料照片、文献、艺术品、化石。这些藏品具备国际一流昆虫博物馆的水
平，许多资料和标本在国内也属绝无仅有。赵力说，世界眼中，四川崇
山峻岭中的昆虫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梦。到华希亲眼见识一下各种珍稀
昆虫，是许多专家和游客的梦想。

乌木艺术博物馆坐落于山清水秀的世界双遗产名城都江堰，占地
70余亩，由来自台湾的艺术家卢泓杰先生斥巨资于 2000年 12月创办，
是世界首家以研究乌木文化、对乌木实施挖掘和保护、进行乌木艺术品
创作和收藏的公益性大型主题民办博物馆，也是一个重要的世界环保文
化教育基地。

博物馆收藏千余件乌木作品，包括特级作品3件，一级作品35件，
二级作品356件。该馆用10余年时间打造出了一个陈列规模和藏品价值
都堪称世界之最的乌木王国。

馆中收藏的天然乌木作品基本来自四川盆地，以成都平原出土的居
多。据悉，卢泓杰耗时 10年，几乎收集了成都平原九成以上的乌木原
料，这无疑为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类似“活化石”级的珍贵资料。相关
资料显示，全球目前只有成都平原有规模地发现了乌木。乌木被冠以成
都头衔，正如“成都大熊猫”一样顺理成章，可谓是成都的又一张名片。

成都市皮影艺术博物馆、赵树同艺术与收藏馆，是著名皮影收藏家
赵树同毕生的心血，两家私人博物馆都落户在都江堰。

6月11日，坐落在成都天府广场西侧的成都博物馆新馆即将向公众
开放。位于五层的“中国皮影博物馆”便是世界上最大的皮影博物馆。

安仁古镇的文博魂
史料记载，安仁镇始于秦，兴于唐，盛于近代。

“安仁古镇浓缩了川西近代史的百年风云。”成都安仁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安仁镇有三大产业优势：全
国规模最大的博物馆聚落、全国保护最完整的清末民
初建筑群、全国领先的影视文创教育产业集群。

全国闻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
区刘氏庄园位于成都安仁镇核心景区，与周边的老公
馆一起，造就了安仁独特的建筑风貌，被誉为“川西
公馆建筑文化精品”。

同在成都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是中国最大的
民间博物馆聚落、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抗战系列、
红色年代等四大板块，直观展示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
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

据悉，安仁镇总共有保存完好中西合璧的老公馆
27 座、现代博物馆 （含展示馆） 32 座、文保单位 16
处、藏品800余万件、国家一级文物166件，现存文物

的价值和规模、拥有博物馆的数量，在全国绝无仅有。
四川省博物馆理事长徐荣旋表示，成都安仁镇是

中国唯一的博物馆小镇，安仁镇的魂就是文博，我们
要将此打造成为安仁特有的品牌。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很多老建筑，还有很多藏
品。老唱片、老电影、老纪念册、老日记本、铁皮玩
具小汽车、火柴盒，“27 座公馆不是乡愁吗，修复的
老街不是乡愁吗，整个格局不是乡愁吗，老百姓的生
活不是乡愁吗？” 徐荣旋这样说道。

从 2007 年开始，安仁镇进入成都市提出的“天
府古镇”项目，成为成都打造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 年 4 月 28 日，成都市对外公
布，将投资 50 亿元，计划用 5 年时间，打造安仁世
界级博物馆小镇，将安仁打造成为继大熊猫、金沙
遗址、青城山、都江堰之后的成都旅游第五大品
牌。中国博物馆学会对该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于
2009 年 12 月 27 日正式授牌安仁为“中国博物馆小
镇”，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以文博为核心价值理念
的旅游小镇。

民间博物馆汇聚天府之国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截至 2016 年 5 月，成都市已注册登记的非国有博物馆
99家，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现全国共有12家非国
有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级博物馆，其中成都市
有5家，数量位居全国之首。

民间博物馆汇聚天府之国，成都正在向民间博物馆之
都迈进。

民间收藏家遍布蓉城大地

一幅幅流光溢彩、变化丰富的蜀锦挂屏，织工坐在大花楼织机前投梭织
锦，参观者仿佛进入了锦绣制作工场。作为全国唯一拥有全套手工蜀锦制作
工艺和蜀锦历史文化展示的专业场馆——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这里完整保
存了全套蜀锦手工制作机具以及各历史时期的蜀锦纹样。

记者行走在这里，是一次蜀锦时空穿梭之旅。从古蜀锦纹样的复制，到

现代蜀锦装饰和实用功能的开发以及历代蜀锦精典纹样的限量织造，2000多
年的蜀锦传统织造技艺一览无余。

而位于成都高新西区的成都中医药传统文化博物馆，面积 4500平方米，
将3000多种中药、5万多瓶珍贵标本分列于13个展厅，几乎涵盖了所有常用
中药的标本，标本保存方法也各有不同。

该博物馆内陈列有石器时代的碥针，汉代的手术刀，唐代的牙刷，宋代
的炼丹设备，明清时接种牛痘的器具和方法……博物馆内有很多我们日常难
得一见的名贵稀少的中药标本：麝香、马宝、猴枣、牛香结等，让人们能更
直观地了解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

在成都民间，有着太多几十年如一日的民间收藏家，他们孜孜不倦地为
保护文物、收藏文物、传承文化做着不懈的努力，成都也就有了民间博物馆
遍地开花的局面。

55年左右建成年左右建成100100座博物馆座博物馆

“对民间收藏家而言，做博物馆是最终的归宿，也是最好的选择。对城市
而言，博物馆犹如血脉，是文化品位、软实力乃至竞争力的体现。”成都门里
博物馆馆长陈冬如是说。

作为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文化遗存丰富，海量的民
间收藏成为洞察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证。但过去，这些收藏大多秘不示人，仅
供收藏者自我欣赏或小范围交流，公众无从知晓。“这对文化遗产形成了惊人
的浪费！”成都市博物馆协会会长朱树喜直言。

经过充分论证，成都市出台了支持博物馆发展的意见，从政策、资金、
信贷、税收、土地使用等多个方面，为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支持，充分
激发社会办博物馆的热情。成都制定的博物馆发展规划明确，要用 5年左右
时间建成 100座博物馆，其重点在于激活社会力量，形成博物馆发展的“一

个中心”“三个群落”，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整合民间资源，建
设“成都民办博物馆聚集中心”，形成现代服务业要素配套完善
的新型民办博物馆发展示范基地和推进全市民办博物馆集群发
展的“龙头”；在近郊的安仁古镇、洛带古镇和世界自然文化遗
产地青城山建设三大民办博物馆群落。

用博物馆传承活态的文明

在成都的民间博物馆里，参观者可以读懂历史，也可以读懂生活。更
重要的是，每一座博物馆都与过去隔着玻璃看文物不同，观众可以参与其
中，体验活态的文明传承。“回归博物馆最基础的存在价值，就是教育大众
和传播良好的价值。”许燎源
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馆长许
燎源说。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馆
长钟秉章说：“到博物馆来，
就知道成都为什么叫锦城，
为何有锦江了。”在这家博物
馆 里 ， 织 工 们 当 场 织 锦 织
绣，展现成都活的历史，也
留住活的技艺。

川剧、川茶、水井坊等
系列博物馆无不将技艺传承
与就业等培训紧密相连。一
座博物馆，就是一项古老技
艺的传习所。

每到暑假，“关爱留守儿
童·奇妙博物馆之旅”公益活
动就会启动。博物馆将为各
学校提供志愿者服务岗位，
并且不定期派遣人员到学校
为学生介绍博物馆知识，为
文化保护传承提供延续活力。

穿行博物馆穿行博物馆 感受活文化感受活文化
——成都民间博物馆巡礼

本报记者 陆培法

这是一个有关乡愁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乡愁的故事。。
上世纪上世纪 7070 年代年代，，1818 岁的姚宇林阔别家乡来到成都参岁的姚宇林阔别家乡来到成都参

军军。。88年后第一次回到河南老家探亲时年后第一次回到河南老家探亲时，，他无意中发现自己他无意中发现自己
孩提时妈妈用过的老油灯还安放在角落里孩提时妈妈用过的老油灯还安放在角落里。。睹物思人睹物思人，，姚宇姚宇
林把这盏老灯带回了成都林把这盏老灯带回了成都，，从此在古灯收藏这条道路上走出从此在古灯收藏这条道路上走出
一片光明一片光明。。

如今如今6262岁的姚宇林成为一家古灯博物馆的馆长岁的姚宇林成为一家古灯博物馆的馆长，，这家博这家博
物馆也成为我国唯一一座以古灯文化为专题收藏的私人博物物馆也成为我国唯一一座以古灯文化为专题收藏的私人博物
馆馆。。在过去在过去 3030年的时间里年的时间里，，他一共收藏了古灯他一共收藏了古灯 30003000多件多件，，
人称人称““成都的阿拉丁成都的阿拉丁”；”；汉代石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清代瓷灯以
及德国的马灯及德国的马灯、、前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前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应有尽有。。

成都成都，，这是一座收藏氛围浓厚的城市这是一座收藏氛围浓厚的城市，，也因此成了一座也因此成了一座
民间博物馆汇集的城市民间博物馆汇集的城市。。

姓氏文化的寻根热
烟雨濛濛的早晨，空气中弥漫的氤氲雾气尚未散去。踩在洛带古镇铺满青

苔的石板街上，放眼四周皆是古旧沧桑的青砖灰瓦，让人产生出一种穿越的幻
觉。脚步停留在位于洛带中心广场的VEVI哲学故事酒馆，从玻璃橱窗外朝里望
去，一股浓郁的艺术气息迎面扑来。

当地人说，在洛带古镇，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成都龙泉驿区洛带古镇，这里有博物馆聚落、有博物馆街、有各具特色

的博物馆、有沉淀厚重的客家民俗文化、有国家瑰宝的会馆建筑群和明代皇家
园陵等文化旅游资源。

中国姓氏文化源远流长，每一个姓氏文化都包含其独特的、丰富的文化内
涵。记者在成都百家堂姓氏文化博物馆里看到，这里还原了中华民族传统姓氏
文化。走进博物馆，观众就能看到各类姓氏牌位，以祠堂的形式进行了恢复。

站在各姓氏的牌位前，记者看着经历了岁月洗礼的牌位，内心有些触动。

展柜里陈列的一本本泛黄家谱，更
让人有一种期待找到自己姓氏渊源
的寻根冲动。“这些东西现在好难得
看到，想不到这里还能保存得这么
完好，这么齐全。下次一定带孩子
来了解自己的姓氏故事。”一大早就从外地赶到这里参观的邓先生连声感叹道，
姓氏是最常见的传统文化，但姓氏文化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这个博物馆
能让人们在这里寻根溯源，感受中国姓氏文化的源远流长。

据成都百家堂姓氏文化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百家堂姓氏文化博物馆是
国内乃至世界唯一以收藏姓氏牌位和研究姓氏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博物
馆里能帮你追根溯源，感悟多彩历史。”他说，博物馆内分“百家姓氏牌位陈列
馆”“姓氏家谱陈列馆”“百家姓氏寻根馆”等共6个部分，填补了国内姓氏牌
位收藏、研究、展览的空白。该负责人还特别强调，馆内陈列姓氏家谱1300余
套，可供300多个姓氏的参观者免费查询姓氏渊源。

除了成都百家堂姓氏文化博物馆，洛带古镇还有成都艺天民俗文化博物
馆、成都瑞鑫汉陶艺术博物馆、撷云轩艺术馆等等。

在汉陶艺术博物馆里，最显眼的莫过于汉代说唱俑。只见这个击鼓说唱俑
以写实主义手法刻画出一位正在进行说唱表演的艺人形象，反映出东汉时期成
都塑造艺术的高度成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个艺术馆里全部都是天府画派艺术名家的作品，这一点十分难得。”走
出汉陶艺术博物馆，记者就听见了观众的赞叹声，循声望去，只见撷云轩艺术
馆内，天府画派系列展——“蜀风川韵·宝翰堂收藏四川书画名家精品展”正在
举行。展览展出了周抡园、吴一峰、李琼久、孙竹篱、吴凡、谭昌镕、刘云
泉、李华生、张士晶等天府画派名家精品数十幅。周抡园 《松泉图》、吴一峰

《峨眉积雪图》、李琼久《松鼠图》等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名家精品，在一个展览
里同时展出，让观众们欣喜雀跃。

在洛带博物馆聚落——博物馆街，所有建筑皆为富有“小上海”韵味的海
派风情建筑。预计将有近20家民办博物馆和社会文化机构入驻这条街。

图为永陵博物馆的石刻像。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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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物馆聚落。 资料图片建川博物馆聚落。 资料图片

图为蜀锦织绣博物馆活态手
工制造区。 资料图片

图为蜀锦织绣博物馆活态手图为蜀锦织绣博物馆活态手
工制造区工制造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华希昆虫博物馆
的部分藏品。 资料图片

成都古灯博物馆成都古灯博物馆，，馆长姚宇林在展馆长姚宇林在展
示自己的藏品示自己的藏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许燎源现代艺术博物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