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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4日，全国首
家“中国收藏文化名镇”命名授牌
仪式在阳信县水落坡镇隆重举
行。与此同时，黄河三角洲古典家
具博物馆——— 意象博物馆举行开
馆仪式。仪式上，中国收藏家协会
会长罗伯健向水落坡镇授牌；滨
州市政协主席孙承志、阳信县委
书记马福祥为“中国收藏文化名
镇”揭牌。

仪式上，中国收藏家协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晋英宣读了

“中国收藏文化名镇”命名决定。
罗伯健指出，水落坡镇非常重视
收藏文化产业，现在进入一个集
成化的发展快车道，这已经具备
了收藏文化名镇的基础。“这不仅
对广大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也使收藏文化产业
有了新的更加重要的意义。”罗伯
健表示，“中国收藏文化名镇”的

建设，将为弘扬收藏文化发挥重
要作用，也将为水落坡镇争创国
家AAAA级旅游景区起到积极的
推进作用。

阳信县长长栾兴刚表示，阳信
县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体两翼”格
局，来推动乡镇振兴巩固提升。“一
体”就是主要以工业园区为依托，
辐射带动周边开发区、乡镇发展的
经济主体；“两翼”即以水落坡民俗
文化产业园为依托的“东翼”以及
以循环经济产业园为依托的“西
翼”。“水落坡荣获全国首个中国收
藏文化名镇，对于整个阳信县的文
化旅游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
将借这个平台继续打造文化旅游
基地，争取把阳信县打造成文化旅
游强县。”栾兴刚说。

近年来，水落坡高度重视收
藏文化产业，不断加大扶持力度，
自2012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了黄

河三角洲民俗文化节暨古旧家具
博览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广大
收藏爱好者，有效促进了水落坡
镇以古旧家具收藏为主的收藏文
化产业健康发展。水落坡镇于
2013年6月份开始申报“中国收藏
文化名镇”工作，经中国收藏家协
会组织专家考察、并经初评、终
评、公示，今年5月份命名水落坡
镇为全国首个“中国收藏文化名
镇”。

今年4月份，由本报主办、阳
信县水落坡镇人民政府承办的黄
河三角洲大型“古玩淘宝汇”在水
落坡民俗文化旅游3A景区成功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当地的
100多家古旧家具、奇石、古玩、珠
宝、书画、工艺品参展商参与了这
次淘宝汇。据统计，活动期间共迎
来全国各地的淘宝者5000余人，
成交额达到近千万。

水水落落坡坡成成中中国国首首个个
““收收藏藏文文化化名名镇镇””

滨州市政协主席孙承志(右)与阳信县委书记马福祥(左)为“中国
收藏文化名镇”揭牌。

““水水落落坡坡镇镇获获此此荣荣誉誉名名副副其其实实””
——— 本报专访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

4日，全国首家“中国收藏文
化名镇”命名授牌仪式在阳信县
水落坡镇隆重举行。对于此荣誉
的获得，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
伯健表示这是名副其实。针对水
落坡镇民间收藏文化和中国民
间收藏的现状，以及下一步水落
坡镇民俗文化的发展方向，罗伯
健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罗伯健介绍，2013年5月
份，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确
定了中国收藏家协会关于创建
中国收藏文化名城(名镇)、中
国收藏文化示范基地的实施办
法，2013年6月份，水落坡镇积
极自荐，后来通过实地考察了
解到，水落坡镇历史悠久，是全
国最大的明清家具、木雕、石刻
集散基地，古典家具收藏在全
国具有较大影响力，是闻名全
国的“古旧家具之乡，收藏文化
名镇”。镇上有30多个村子、100
余个企业、2万余人从事此项事
业，足迹遍布全球，包括东南
亚、欧洲在内的60多个国家。每
年仅此一项就带动地方创收超

15亿元，年交易额达到30亿元，
并逐步向全国辐射。

在水落坡民俗文化旅游3A
景区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家具
企业和可以随意淘宝的古玩摊
档，水落坡镇由原来简单的收购
演变为现在的收购、修复、翻新、
仿古、收藏等经营模式，这也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
弘扬。

“这些都说明水落坡镇有历
史、有特色，有热爱这份事业的
人。”罗伯健说，地方政府积极提
供民俗文化园建设用地，这为民
俗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前期“古玩淘宝汇”、

“民俗文化展”等一系列活动的
举办提高了水落坡民俗文化的
影响力。“目前，‘名城’已经确定
了开封市，第一个收藏文化‘名
镇’落户水落坡镇。”

谈到对水落坡镇民俗文化
下一步发展的建议，罗伯健坦
言，他以前并不知道水落坡镇，
因为水落坡镇在这次评选活动
中脱颖而出，他才对这个小镇有

了了解，“这次来之后了解到，水
落坡镇确实有许多好‘宝贝’，虽
然被评为了第一个中国收藏文
化名镇，但是知名度不够，外界
许多人还不清楚，下一步要加强
宣传，打响水落坡品牌的知名度
是关键。”

2012年开始，水落坡镇连续
三年举办了黄河三角洲民俗文
化节暨古旧家具博览会，期间也

有鉴宝会、斗宝会等活动。“要提
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获得更
广的社会认知，离不开多搞活
动，吸引社会收藏家。他们如果
在此能得到‘好宝贝’，通过口口
相传，知名度自然就提升了。”罗
伯健认为，知名度提升了，就会
辐射周边，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也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弘
扬起到重要作用。

““活活动动贯贯穿穿全全年年，，打打响响水水落落坡坡名名气气””
——— 本报专访水落坡镇党委书记张新国

4日,记者采访到阳信县水
落坡镇党委书记张新国，详细
了解了水落坡收藏文化从萌芽
到逐步辉煌的历程。

“去年5月份，中国收藏家
协会公布关于创建中国收藏文
化名城(名镇)、中国收藏文化
示范基地的实施办法后，我们
就开始着手申报前的各种准
备。从2012年以来，水落坡镇连
续三年举办了黄河三角洲民俗
文化节暨古旧家具博览会和古
玩大集，有效促进了水落坡镇
以古旧家具收藏为主的收藏文
化产业健康发展，同时也提高
了水落坡镇在全国收藏界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张新国说。

水落坡镇位于阳信东部，是
阳信东大门，拥有滨博高速在阳
信境内的唯一出入口。德龙烟铁
路、滨阳大道正在建设中，交通
便利，地里位置优越，具有发展
民俗文化旅游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水落坡镇党委政府借助地
理位置优势，并充分利用古家

具、古文物收藏积淀，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不断挖掘民俗文化资
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打
造文化旅游圣地。

水落坡镇的人们已经将文
化收藏当成了主业，将这门学
问当成了自己养家糊口的技巧
和能力。全镇有超过一半的人
成为了收藏大家。他们用在世
界上挣到的钱，把历史上从中
国流出去的古旧家具、古董重
新买回来，并将欧洲十六、十七
世纪的古旧家具花重金买回来
收藏，并设定专门的展区展出
供来访者参观。如今，水落坡镇
的收藏文化已经影响到全镇的
税收、资金、土地、用工、市政建
设、市场管理等各个方面。

近年来，水落坡镇党委、政
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因
势利导，先后规划建设了阳信
民俗文化产业园，指导成立了
古家具协会，开工建设了盘古
大道。在园区古家具及古玩收
藏产业的带动下，2013年，水落

坡镇先后获得“山东省旅游强
乡镇”、“山东省最佳休闲乡镇”
等称号。

“水落坡镇将会一如既往
地将各种活动进行下去，主要
以四月份的梨花会民俗文化节
和十一小长假打造的民俗文化
博览会为主。此外，园区将会把
古玩赶大集，古玩斗宝会、淘宝

汇等一系列活动贯穿一年四
季，让游客能在水落坡体验古
战车的魅力、大花轿的风情，使
他们对一些古老文物有一个深
入的了解和体会。我们将更深
入地打造水落坡镇的收藏文
化、民俗文化，争取一年获得一
个响亮的称号，把水落坡的名
气彻底打出去。”张新国说。

黄河三角洲有了
古典家具博物馆

本报7月6日讯 4日，黄河三
角洲古典家具博物馆——— 意象博
物馆举行开馆仪式。该博物馆是
整个黄三角地区首个民间博物
馆，也是山东省内所有的民办博
物馆中，建筑物体量最大、藏品最
多的一家，它的建成也标志着水
落坡古家具产业在从古到今的基
础上实现了从中到外的跨越。

意象博物馆属于山东滨州意
象工贸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9

年11月，主要经营仿古家具的生
产、销售以及古典文化产品的研
发，仿古建材、工艺品、古玩的销售
等。公司总经理张丙春从1988年开
始，就与古旧家具打交道，尤其喜
欢欧式古典家具。随着社会的发
展，原来的古旧家具市场已无法满
足人们对收藏文化修养、文化观赏
等方面的需求。意象工贸有限公司
于2013年在原来水落坡“古旧家具
之乡”的基础上投资1 . 8亿元，建成
了两层、总建筑面积8000㎡的高标
准、功能完善、配套设施齐全的专
业化大型收藏文化展馆，使原有的
集散式收藏文化市场真正成为黄
三角地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
间博物馆”。

张丙春介绍，整个意象博物
馆展区大体分为明朝古典家具、
清朝古典家具、欧式古典家具三
大板块，共有中国古代四大卧具、
顶箱柜、纺车、拔步床、杆秤、独轮
车、架子床、罗汉床、胡床、官帽
椅、圈椅、衣架、樟木箱、榻等18个
展区，共计展出近万件藏品。“博
物馆中最早的藏品是一件元朝时
期的经文，这也是博物馆中最具
有价值的藏品。”张丙春介绍，意
象博物馆中展出的家具藏品大都
是民俗类、纺织类的，以明清时期
和欧洲古典的居多。“这些都是我
的挚爱，开办博物馆展出这些珍
品也是想把好东西拿出来大家一
起分享，同时也是想给子孙后代
留下点藏品。”张丙春说。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
表示，意象博物馆的建成是一项
公益事业，也是民营企业家为回
报社会的一种途径。民营企业家
要发挥自己的力量，发动社会力
量推动收藏文化事业的发展，“可
以说收藏博物馆是民间收藏家最
好的归宿。”

意象博物馆开馆3天，前来参
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意象博物馆
坐落在水落坡民俗文化产业园
内，吸引了很多古玩爱好者，同时
也带动了镇上周边商家的经济发
展。”张丙春介绍。

张新国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罗伯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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