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8日讯（见习记者 于悦）
18日，济南市正式成立了博物馆协会，以对
全市建成的180余座博物馆进行服务和监
督，重点围绕文物宣传和鉴赏、学术交流讲
座、百座博物馆挂牌指导、加强对口帮扶、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等方面进行工作。

目前，济南市已建成各类博物馆、纪念
馆、艺术馆、民俗馆等180余座，国有、民办、
行业博物馆门类齐全，协会将发挥服务、协
调、监督、自律作用，参与省会济南经济文
化建设，促进博物馆管理、藏品保护、学术
研究、陈列展览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

据了解，济南博物馆协会是一个全市各
行业、各所有制博物馆等单位自愿组成的全
市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今年
2月，博物馆协会筹备工作开始进行，5月初，
获得市民政局准予筹备成立的批复。

协会设理事会，截至目前共推荐理事
候选人27人，申请加入协会的会员几百人，

包括各级公共博物馆、行业博物馆、非国有
博物馆及旅游界人士。

根据计划，协会每两个月举办一期学
术讲座，今年拟举办六期，邀请国内知名的
文物专家学者，为协会会员和广大收藏爱好
者传授知识。并计划举办两次文物宣传、文
物鉴赏活动，为协会会员和文物爱好者免费
鉴定文物收藏品。

针对济南百座博物馆，协会还将组织
进行分类、运行、绩效等工作评估，设计制
作百座博物馆标志牌，对发展成熟的行业
和民办博物馆进行评估、挂牌，提高知名
度，促进行业和民办博物馆规范化发展。

公共博物馆对口帮扶行业和民办博
物馆活动，也将由博物馆协会举行，以指
导民间收藏爱好者依法设立博物馆，鼓励
支持社会参与博物馆发展。同时会联合社
会资源加强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增强博物
馆在文化产业中的竞争力。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于悦

走进岳阳村问路

无人知晓博物馆

“咱们这个村里还会有博物馆？”岳阳
村上到村主任，下到普通村民，他们对所谓
的民俗博物馆都是一无所知。但一提起村
里的宝贝——— 那栋老建筑时，所有人都会
指向北边的一座两层石头楼。尽管在几年
前，这座始建于清朝的古楼已经被认定“具
有一定保护价值”，但在村民眼中，它和高
大上的博物馆还是丝毫没有关系。

位于历城区南部山区的岳阳村紧邻
103省道，村口就是大小门牙景区。村庄坐
落于山之南，因此得名岳阳，经常会有远
足爱好者从山北侧的327省道进山，翻山
越岭来到岳阳村，再坐67路公交车回济
南。再加上岳阳村在前些年曾经兴起过岩
石加工产业，因此村里人对时常出现的拿
着相机的外地人并不感到新奇。

从2013年开始，进村的外地人明显多了
起来，他们大多都是冲着一座古楼而来。岳
阳村村主任介绍，这座古楼属于一户杜姓
居民，里面根本没达到对外开放的程度，更
说不上什么博物馆。尽管如此，这座背山而
建的古楼不仅高出寻常民居不少，而且矗
立在几座废墟之中，显得古朴而又威严。

百年杜家院

传至今日竟成宝

这座古楼完全由石头垒砌，外表呈土
黄色，没有任何装饰，猛地一看，就和影视
剧中日军炮楼一样。“这确实是一座军事
建筑，只不过年份要比抗战早多了，就算

是在抗战时期，日本鬼子也没来过这里。”
90岁的杜延栋一家就住在古楼下的一栋
平房中。这里本是杜家大宅，古楼是宅院
中最北侧的建筑，东、西、南三处房屋均已
破败成废墟，杜延栋居住的房子就是在原
东厢房遗址上建成的。

杜延栋回忆，这座古楼属于他的叔叔
杜春兰。杜春兰无子嗣，按照农村的习俗，
杜延栋的一个侄子杜学军被过继给了杜春
兰当孙子。杜春兰去世后，杜学军就成了古
楼的主人。杜学军也住在村中，但很少来古
楼，古楼的大门也被锁住，上面落满了灰尘
和杨絮。中午时分，杜学军赶来将古楼大
门打开。进入古楼后，一层厅内堆着很多
杂物，甚至连冰箱的纸质包装箱也横卧其
中。整个室内没有木梁或石梁，所以厅内
不拥挤。厅东侧有一个狭小石门，只容一
人过身，这便是楼梯入口了。楼梯为封闭
旋转式，空间极为局促。

顺着旋转式楼梯走上两圈，便来到了
二楼，继续往上走，便可到达楼顶。楼顶呈
弧形，四周垒有城墙垛口。“清代时，附近
有山贼土匪出没，官府又远离此地，村民
只能修筑这个碉楼自卫。”杜学军介绍。

“没想到俺爷爷留给我一个宝贝！”

手握传家宝

如何利用还没谱

杜学军今年68岁，站在古楼楼顶，他回
忆，自从爷爷杜春兰去世后，这座古楼一直
处于废弃状态。“当时觉着这个楼拆起来费
劲，拆了也没什么用，就一直留在这儿，谁
想到前几年被划成文物了。”说话时，杜学
军开始在楼顶拔起了石头间冒出的野草，
他说距离上次来这里，已经大半年了。

杜学军的妻子回忆到，前几年古楼刚
刚被评为文物的时候，来村里参观的人络
绎不绝。村里经常会停上十几辆汽车，夫
妻二人只能一趟一趟地跑去开门。“后来
实在太累，再有村民过来找我，我就传话
过去说我不在家。”杜学军夫妻二人热情
好客，中午时分看到远道而来的客人，还
会主动生火做饭。他二人始终闹不懂，那
个老破楼为啥会被那么多人当做宝贝。他
二人除了为参观者开门锁门，也没有其他
关于古楼的想法。

杜学军夫妻现在务农为生，下个月家
里的近百棵杏树结果后，他们计划拉到七
里山去卖。这个古楼以及它承载的历史，
现在仍然离二人的生活中心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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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见习记者
高寒 于悦） 对于此次博物馆
地图中出现的20多个乡村博物
馆，济南市文物局局长于茸表示，
目前博物馆早已摆脱了简单的物
品陈列的模式。而这些形态各异
的博物馆，将成为维系村民情感，
传递村庄文化的纽带。

“人们说到博物馆，首先想起
的就是类似于军事博物馆、历史
博物馆这种进行物品陈列的场
所。”于茸解释，现今博物馆的外
延早已扩大，小到一座古建筑，大
到一座山头，只要有其保护、展示
的价值，均可称为博物馆。而上文
中提到的岳阳村古楼，就是杜氏
家族在建筑工艺、历史发展方面
的展示，本身就是一件展品。

坐落于济南周边的这些乡村
博物馆，或是以古建筑为载体，或
是以老物件为媒介，尽力将每个
村落中最精华的历史展现给人
们。这些乡村博物馆大多位于文
化遗产和传统乡土建筑富集、保
存基础条件较好、文化底蕴深厚
的乡村和社区。在建设过程中，这
些乡村大多因地制宜，不建设新
的场馆，尊重和保持农村文化的
现状。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设施，
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真实
性保护。

提到这些乡村博物馆的作
用，于茸认为，这主要在于保护乡
村文化。“一方面有人确实收藏了
一些珍贵文物，乡村博物馆可以
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另一方面，
有些器物现在看起来可能不算什
么文物，但如果破坏掉确实可惜，
所以就抢先保护。”随着城市化进
程加快，大量乡土传统文化遭受
破坏，甚至面临消亡。在此过程
中，许多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的传统建筑、民居、街巷、祠堂、园
林等被毁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
损失，这种巨大的文化损失是无
法弥补的。

于茸表示，在保护这些乡村
文化的同时，对于一些具有旅游
价值的区域将积极进行开发。“曾
经有国外客人点名要去位于章丘
龙山的城子崖遗址，而那里只是
一片麦田。还有很多文物是国外
游览者点名后，我们才发现的。”
于茸介绍，例如朱家裕内的一些
博物馆，将提升景区的文化气息，
而一些距离景区较远的博物馆，
则可以耐心等待，通过宣传来慢
慢培养名气。

“文化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只
能在时间流逝中浸润。”于茸说。

乡村博物馆：

乡村记忆的

承载者

岳岳阳阳村村杜杜氏氏民民居居楼楼

沉沉默默于于群群山山之之中中的的旧旧史史
在济南市文物局公布的“百座博物馆名录”中，位于南部山区岳

阳村的民俗生态博物馆稍显特殊。虽然有博物馆之名，但它只是一座
两层的石头古楼而已，里面也没有摆设整齐的馆藏文物。外人想进
入，还得找到古楼的主人杜学军拿到钥匙。如何利用好祖宗留下来的
珍贵遗产，农民杜学军显然还没有更好的想法。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高寒

博物馆成了

历史保存者

历城郭店街道办相公庄村的
民俗博物馆，是济南市规模较大、
比较成型的乡村博物馆之一。
2005年，相公庄开始进行旧村改
造，2012年，相公庄投资500万元，
建设展出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民
俗博物馆。

博物馆建在相公庄的文体艺
术馆之内，这里还展出着400余幅
书画作品，其中不仅收藏着当代
书画名家大作，还有当地村民创
作的作品。另外还设有400平方米
的图书馆，馆藏图书达5万册。

走进博物馆内，迎面而来的
是一面精美的砖雕，馆长邢世明
称，这是从以前的学堂里保存下
来的。这个学堂是曾任山东巡抚
的晚清名臣丁宝桢为相公庄修建
的，占地60亩。如今博物馆还收藏
着学堂里的一个圣谕牌匾，上书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
等警语。

相公民俗馆里收藏着1951年
左右的房产地契证，还有世代留
传下来的四书五经教科书；有以
前村民做寿穿的黄袍，也有发黄
的全家福老照片；旧时钱庄里带
着锁的保险柜，走街串巷补盆补
碗的小炉匠挑的风箱，还有写着
个人名字的老算盘，每件都记录
着一段历史。

博物馆里有许多在今天看来
仍旧非常精美的物品，邢世明称，
这些都是以前的大户人家留下来
的。这台木雕花轿是民国年间嫁
到相公庄的新娘陪嫁，那辆大轮
轿车是某人家接送亲友的专车，
还有高大的卧床和梳妆台，都彰
显着乡村旧时的富足。

相公庄目前有本地村民600
多口人，加上外来人员达六七千
人。如今的村庄已改头换面，45万
平方米的60栋单体楼建成，实现
了人均一套楼房，村民家庭资产
过百万，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

博物馆成了老村庄历史的唯一见
证者。

千件老物件

都能讲一个故事

民俗馆里最多的物件，还是
如今已被淘汰不用的农村生产与
生活用品，农具有大大小小称量
粮食的斗和升，也有用于耕种的
篓、锄等。大多数器具上都贴着小
标签，介绍它们的学名和用途，

“现在年轻人很少能见到了，甚至
都没听说过。”邢世明说。

邢世明称，这些老物件大多
数都已经失去了应用价值，就算
在以前也是生活贫穷的象征。旧
村改造后，村民住上了楼房，没地
方归置这些东西。村里成立博物
馆后，过时的东西可成了宝贝，一
件件被重新清理、标示，登上了大
雅之堂。

“不断有人把家里留下来的
老物件送过来。”邢世明指着一件
村民刚送过来的风箱称。博物馆
也是来者不拒，成立至今，相公庄
民俗馆收藏的物品从四五百件增
加到了近千件。“和其他博物馆相
比，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土，更
接乡气、地气。”

“博物馆建立后，很多藏品所
有者来参观，每个人都能就一件
物品讲述一个故事。”邢世明说，
建民俗馆受到村民的一致欢迎，
对于老一代的人是怀旧，对于年
轻人是一种认知。这些民俗文物，
比起大型博物馆里的奇珍异宝来
说，更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是我20多岁在生产队干
活时用过的锄头，从爷爷那一辈
起就在。”民俗馆陈列锄具大同小
异，但邢世明一眼就认出了自家
的那一把，他自己以前是电工，但
也要不时去干活挣工分，干一天
活，近十个小时，挣九个工分。

“用它来弄谷子、高粱、豆子
都行。”邢世明用锄头演示，先把
它扔到前面，然后再拉回来，这样
顺势进行就会不费力气，而且弄
出来的谷子还会皮薄，做出来的
米好吃。

位于济南东部的相公庄实现了旧村改造、村民上楼的巨变，
一座民俗博物馆成了巨变后乡村旧史的记录者。这里保存着近千
件乡村文物，每个物件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时
代的故事，供世世代代的人怀念、凭吊。

岳阳村杜氏民居古楼。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摄

济济济济南南南南百百百百座座座座博博博博物物物物馆馆馆馆

将将将将有有有有标标标标志志志志牌牌牌牌
济南市已建成180余座博物馆

相公民俗博物馆

千千件件老老物物件件
讲讲述述村村庄庄故故事事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目前济南市已建成各类博物馆180余座。
其中包含一些社区、村委会举办的民俗博物馆，据统计，这类博物馆有
20多座，其发展状况参差不齐。记者探访了其中两座乡村民俗博物馆，
记录下了一个村庄和一座楼的故事。

相公庄博物馆以前村民用的“保温盒”。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摄

相公庄博物馆里的一顶花轿。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摄

站在杜氏民居古楼上，可以俯瞰整个岳阳村。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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