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5月17日讯(记者 杨淑
君 ) 日前，经过紧张施工范筑先纪
念馆修缮及附属设施建设工程已经
完工，布展也已完成。

范筑先纪念馆初建于1988年11
月，为纪念范筑先将军殉国50周年而
建。该馆选址于范筑先将军牺牲的古
城楼北大街北水口西南角，南北长
59 . 7米，东西宽34米，占地面积2040平
方米。馆内原有主展厅一处，大门西
向开在楼北大街。2014年曾进行过一
次整修，将展厅屋顶换了新瓦，门窗、
柱子等粉饰一新，外墙重新垒砌，院
内地面重铺地砖，展厅内增加了图片
墙。

范筑先将军生于1881年，1936年
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
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身为鲁西北地区
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民族危难之际，
他拒绝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撤退
的命令，通电全国誓死坚持敌后抗
战，将各地武装和地方民团收编为抗
日游击队，先后建立了鲁西北各县的
抗日政权和6万人的抗日武装。他率
部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在1938年11月
15日聊城保卫战中壮烈殉国。

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范筑先纪念
馆的展厅面积显得紧张。为了更加方
便市民参观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015年8月份纪念馆修缮及附属设施
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此次修缮大大增
加了展出面积，新建5间展厅，展出面
积增加了700多平方米。同时新建良
心亭一处，院内为亭，院外为“良心”
墙。

升级改造后的范筑先纪念馆，保
留了原仿古木结构建筑的大厅、长
廊，又增加了五间展室及贯通全馆的
连廊，并改西大门为南大门，符合传
统建筑坐北朝南的布局。

改造后的纪念馆不仅具有古朴
庄重的建筑风格，又有多种现代高科
技的展示手法。馆内将范筑先将军的
英雄事迹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进行
布展，增添宣传片播放、微景观、情景
还原雕像、幻影成像、放映厅、休息厅
以及碑廊展示等新元素，更加鲜明地
突显出范筑先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

“5·18”国际博物馆日

到到““微微博博之之都都””体体验验微微博博之之旅旅
范筑先纪念馆
升级改造完成

中华水上古城利用新建景点建
筑、城门、角楼等，筹建30余处博物
馆。日前，契约文化博物馆、乡村记忆
博物馆、阿胶博物馆等已经陆续开
放，再加上原有的明清圣旨博物馆
等，以及18日当天正式对外开放的中
国阿胶博物馆，“微博之都”初显。

今年5月18日，是第40个“国际博
物馆日”，本周《心阅古城》专栏带您
走进古城博物馆。

明清圣旨博物馆：
收藏家创办
省内首家私人博物馆

“奉天承运，皇帝诏
曰……”古装电视剧里圣
旨念完，接旨的官员或被
加官晋爵，或被革职查办，
皇帝威严，势无可挡。

但是，这句“奉天承运，皇
帝诏曰”八个字其实是错误
的。到光岳楼脚下的“明清圣
旨博物馆”就能找到答案了。

明清圣旨博物馆，早
在2006年，由聊城民间收
藏家吕乃涛先生申请成
立，是山东第一家私人博
物馆。

馆长刘新华告诉记者，
圣旨很多史实，里面“门道”
很多。圣旨质量的优劣直接
反映了当时国力的强弱。

目前，馆内收藏以明
清时期的诏书、国书、诰
封、敕封为主体，配以科举
试卷、官场文书、字画、牌
匾等藏品。仅明清两代诏
令文书、国外圣旨等就有
200多件，官场文书、科举
试卷、玉器瓷器、钱币牌
匾、民俗遗物等数千件。

老照片博物馆：
珍贵史料
见证聊城百年变迁

从1865年之前拍摄的
聊城最早的纪实摄影照
片，到古城保护与改造之
前摄影家们抢拍留下的珍

贵资料，展现了晚清、民国
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
聊城的生产生活状况……
古城西北角楼，聊城老照
片博物馆陈列的众多老照
片，见证了聊城的岁月变
迁。

作为馆长，在2000年
甚至更早，林虎就有意识
地收集聊城的老照片，其
中还不乏好友乃至未曾谋
面的市民送来的老照片。

展览的照片，从清末
民初开始，分别以民风、社
情、事件和人物为主线，构
画出不同时期特定场景下
的精彩瞬间。博物馆有一
些颇为珍贵的照片资料。
博物馆门口一张傅家的老
照片，是迄今聊城最早的
照片，还有加拿大人威廉·
史密斯在聊城传教三年内
拍摄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
情。

除了照片，博物馆里
还陈列着很多老式相机和
胶卷、底片。

乡村记忆博物馆：
4000老物件
承载鲁西乡村记忆

中华水上古城清远门
下，“聊城市乡村记忆博物
馆”的牌匾反射出暖暖的
金色。这座新开馆的博物
馆，其前身聊城市民俗博
物馆，坐落于光岳楼内，早
在2003年就已经开馆。

在聊城乡村记忆博物
馆一期展厅入口处，一块
刻有“忠厚传家”的木匾是
清代嘉庆年间的老物件，

“忠厚传家”四字可以说是

整个乡村记忆核心价值的
一部分。与这块木匾相对，
一栋复原的鲁西民居门前
一对上马石雕刻精致，是
聊城的名门望族——— 崔家
的遗物。

目前对外开放的，是
乡村记忆博物馆的一期展
厅，精选展出百余件精品。
在这个回廊形的展厅内，
按照传统农业生产、传统
服饰、乡村交通运输、乡村
生活用具、乡村民间艺术
等门类依次布展呈现，涵
盖了鲁西居民的衣食住
行。

契约文化博物馆：
首个启用机器人
讲解员的博物馆

不同的是，这是聊城首
个启用机器人讲解员的博
物馆：“大家好，我是讲解
机器人，欢迎光临聊城契
约文化博物馆。下面跟我
一起来参观吧……”一走
进博物馆展厅，一名端庄
大方的“美女讲解员”萌翻
了到场的每一名参观者。

聊城契约文化博物馆
位于古城内范筑先纪念馆
北邻，是中国第一座以契
约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
馆。陈列面积1200平方米，
以四合院的形式，分为上
下两层，7个展厅，展品有
五六百份契约。这些展品
是文物部门从近三十年来
收藏的八千多份契约中挑
选出的精品。

馆内展出的契约，时
间跨度很大，从唐朝跨越
到民国，包括房契、地契、

分家契、过继契、婚姻买卖
契等各种类别。此外，这些
契约不仅仅有聊城的，还
有河北、河南、陕西的，年
代比较远的追溯到唐朝、
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康
熙年间，还有清乾隆年间
的，比较近的有民国时期，
还有建国后1953年的一份
分家的契约书。

中国阿胶博物馆：
文化、体验、中医
三位一体

故事聊城、微博之都、
养生福地”，中华水上古城
的总体发展定位中，阿胶
占据“养生福地”重要的一
环，更在“故事聊城”流传
着诸多的阿胶故事，18日，
博物馆将正式开馆。

博物馆又称东阿阿胶
健康体验馆，是集阿胶三
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体验
服务、中医健康管理于一
体的综合性场馆。

阿胶在山东已有3000
多年的历史，从古至今就
被认为是“滋补上品”、“补
血圣药”。曾被咸丰帝封为

“贡胶”，是当时皇家的特
供品。时至今日，东阿阿胶
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庭，
成为百姓健康的守护者。
东阿阿胶通过充分挖掘阿
胶的底蕴内涵，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了阿胶及中医
药的价值，不仅弘扬了阿
胶数千年中医药瑰宝，更
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
滋补文化，成为推动山东
滋补养生文化复兴的一名
使者。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杨阳

改造后的范筑先纪念馆。
记者 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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