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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君君婚婚房房上上的的瓦瓦，，这这有有四四片片””
临淄用民间资本建齐都文化城，将无形的文化变成有形产业

自姜太公封齐建国，临淄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如今，临淄新建齐都
文化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相结合，打造“一城二十馆”，将无形的文化变成了有形的产业。

作为三千年前齐国的首
都，临淄历史遗存雄厚。齐文
化博物院院长马国庆介绍，别
的地方一下雨就往屋里跑，在
临淄，大家都是一下雨就往屋
外跑，因为雨水冲刷会出现很
多文物。农村盖蔬菜大棚、盖
房子有时会挖出一坛子的齐
国刀币。就在兴建齐都文化城
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处战国
墓葬。

齐鲁美术馆馆长邵春萍
也介绍，仅建设齐鲁美术馆这

一栋楼，就挖出了三十多个古
墓，文物局来忙了两个月，说
临淄是“地下博物馆”毫不夸
张。

有这么多好东西，临淄民
间收藏之风兴盛，成为全省乃
至全国艺术品收藏、展览、销
售的重要基地。为有效整合现
有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掘
文化产业潜力，临淄决定建设
齐都文化城，打造鲁中地区独
具特色的文化交流、古玩艺术
品交易中心和面向全国的文

化艺术展示窗口。
马国庆介绍，齐都文化城

由国家顶级勘察设计大师周
恺设计，总体建筑规模15 . 2万
平方米，包括齐文化博物馆、
足球博物馆、民间博物馆聚落
和文化市场四个部分，集文物
收藏、陈列、保护、研究、教育
和参观游览、休闲娱乐、产品
开发等多个功能于一体，真正
将“地下博物馆”搬到了“地上
博物院”。将无形的文化变成
了有形的产业。

下个雨都能冲出不少文物 15万平米的体量、一城二十馆
的格局，不到短短三年，中国最大的
民间博物馆拔地而起，这需要一笔
巨大的投资，仅凭临淄一个区之力，
如何做到？

马国庆说，秘诀就在“政府引
导、企业运作”。“除了基础设施，政
府投资建设的四个馆，其余馆全部
是民营资本投资。政府做孵化工作、
聚合工作。”

据悉，16个民间馆各有馆主，他
们是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有房
地产、化工、矿山等，他们热爱收藏，
以企业做支撑投身文化产业。

民间资本的投入产生了巨大的

聚合效应，2014年中国（临淄）齐文
化节期间，作为主会场的齐都文化
城艺术大家云集，参观者井喷式增
长，短短4天，日均达4万多人，书画
古玩交易额达1 . 7亿元。“每个馆都
人山人海，好像重新回到了三千年
前张诀成阴，挥汗如雨，比肩接踵的
齐国。”邵春萍说。

三千年前风云际会的古战，正
在成为承载千年齐文化的大舞台。
临淄区委书记毕荣青说：“深入研
究、有效保护、合理利用齐文化资
源，既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
需要，更是拉长文化产业链条的现
实需要。”

20个艺术馆16个是企业家投资

4日，记者来到齐都文化城，这
里环境优美、绿树环绕，一栋栋格调
一致的楼错落有致，这些楼都不高，
但各有特点。马国庆说，齐都文化城
包括“一城二十馆”，一栋楼就是一
个馆。其中，一城是临淄古玩城，20馆
包括4个政府投资建设的馆和16个
民间馆。去年9月12日，16个民间博物
馆全部对社会开放。预计今年9月
份，所有博物馆对外开放。

在民间馆之一的齐鲁美术馆的
一楼展厅，寸耕堂题跋－天齎楼藏
文字瓦当六十品学术展正在进行。
邵春萍介绍，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
中筒瓦顶端下垂部分，是屋檐最前
端的一片瓦。他指着其中四片瓦当

告诉记者，“这是昭君出塞时的瓦
当，出自昭君成婚时住的房子，收自
内蒙古，在全国独一无二。”

作为齐瓦当收藏第一人，王也
先生的资金几乎都投入到收藏中，
没有资金建馆，展览不方便。在齐都
文化城征集入馆业主时，他多次表
现出愿望和遗憾。不过，齐都文化城
圆了他的心愿，他有藏品，别人有资
金，双方一拍即合，互利双赢。

马国庆说，在齐都文化城，这
种聚合优势非常明显。政府建的4
个馆都是免费开放的，对游客的吸
引力非常大。民间博物馆聚落由16
家民间博物（艺术）馆组成，是全国
规模最大的民间艺术博物馆群。

预计9月份，所有博物馆对外开放

文/片 本报记者 刘红杰

齐都文化城内有一城二十馆，图为其中的临淄古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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