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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在刚开放的齐鲁
兴传吉金博物馆内，李军正给前
来参观的游客讲述着一柄青铜
剑的故事。这家陈列着他和徒弟
藏品的青铜器博物馆可谓蔚为
大观，礼器、铜镜、钱币、兵器、带
钩，中国古代青铜器所有的品类
几乎都能在这儿找到。

“青铜器古称吉金，春秋战国
时期的王宫会根据大臣的品级封
赏不同数量的青铜礼器，使它们
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李军
说，青铜器也是所有博物馆中分
量最重的藏品，现有的两千件青
铜藏品只是他们收藏的一小部
分。三十多年的收藏历史让李军
对青铜器痴迷不已，开一家博物
馆更是实现了他的一个心愿。

像这样的民营博物馆，今年
9月底在济南一次性开放了8家。

除齐鲁兴传吉金博物馆外，还有
齐鲁观赏石博物馆、济南度量衡
博物馆、老济南照片博物馆、济
南历史陶器博物馆、济南弘福明
清瓷博物馆、山东金石汉字博物
馆、山东铉桦戏曲博物馆。它们
藏品迥异，却密集地分布在济南
南部，被统称为“济南民间博物
馆文化苑”。

筹建这一博物馆群落的是
济南文物保护与收藏协会，副会
长陈玉泉在6年前就创办了一家
古陶瓷博物馆，1100平方米的博
物馆内展出了几百件藏品，包括
他二十多年来收藏的唐三彩、宋
代五大名窑、元青花、明代宣德
官窑等各个年代的陶瓷艺术品。
除了瓷器，陈玉泉还醉心于陶器
的收藏，这次新成立的陶器博物
馆里就全是他的藏品。

民间收藏的高热不退带动
了民办博物馆的兴起，但搞收藏
不易，建一所博物馆比这更难，
除了寻找几百平方米的场地，博
物馆内至少要陈列两三百件藏
品，专业陈列、安保……这8个博
物馆的馆长自行筹备了大半年
才将毕生所藏呈现在大众面前。

就拿李军的博物馆来说，展
厅的展架、橱柜、射灯、监控等等
装修，因为都要按照正规博物馆
的标准定做，不能有任何差错，
每一项都是不小的支出，“光进
门的3个博古架就花了8000元，
3 0多个展架每个都要两三千
元。”李军说，还好所在文化园区
有安保人员，且给了房租优惠，
每年只需要支付3万多元，但电
费还需要照常付，若以后雇佣讲
解员也是一笔花销。“能凭一己

之力办起博物馆都很不容易，既
然开起来了，未来也会尽最大努
力维持下去。”

的确，开办博物馆也许靠的
是一腔收藏“热血”，但维持它的
长期经营则很不容易。记者在去
年、今年对民办博物馆的持续调
查中发现，民办博物馆尤其是个
人博物馆因承担房租、安保等压
力，以及缺乏专业技术人才面临
着运行困境。对于没有场馆和资
金支持的民间博物馆来说，创办
者只能靠其他收入来维系。“办
博物馆最大的压力是房租，面积
大一些的话，灯光、装修、消防都
得花不少钱，还有文物修复保
护方面的支出。”陈玉泉称，很
多时候博物馆管理、人力支出
都要靠他在别处开店的收入来
补贴。

>> 8家民间博物馆密集面世

济南目前有8家已正式登记注
册的民办博物馆，刚开放的这8家
还正在办理手续，每天前来参观的
观众最多已达百人以上，其他私人
自行开放的博物馆则有几十家甚
至更多。随着社会对文化传承重视
程度的提高，不仅公众文化需求增
速，民间收藏者也愿意将积累多年
的文化财富拿出来以飨观众。

作为保存和展示这些文化遗
产最好的载体，纯公益性质的民
间博物馆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
文物局今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从加快现代博物馆制度建设、提
高办馆质量、完善扶持政策三个
方面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实现健康
发展。“政府的政策扶持对民间博
物馆的开办是个利好。”陈玉泉
说，他们能建起博物馆也得益于
政府和文化园区的支持。

今年陈玉泉他们将把协会内
民营博物馆的数量扩充至30家，打
造一片博物馆群落，每家的展品
类型都不尽相同。近期已有7个民
间收藏者前来报名开馆，还有外

地人前来咨询。可见民间收藏者
对于开办博物馆的热情。

对于民办博物馆的兴起，公
立博物馆如何看待？山东石刻艺
术博物馆的杨爱国馆长称，济南
有更多民营博物馆开馆是一个
好消息。它们不仅为济南博物馆
增加了数量和新的类型，更为丰
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
场所，但在实际运行方面可以探
索如何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国有博物馆应该对民间博
物馆起到引领和互助的作用。”济

南市博物馆副馆长张雯认为。前
不久济南市博物馆就联合刘氏古
钟表博物馆开了一次“藏钟精品
展”，将后者收藏的400多件钟表搬
到了市博展出，借助公立博物馆
的平台与声誉，曾经“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民办博物馆也吸引了大
批观众。

“民间博物馆以专项为主，国
有博物馆大类较多，互通有无不
仅能互惠互利，还能让文物活起
来，将这种利好更多地传递给观
众。”张雯说。

>> 国有对民办：引领与互助

与公立博物馆不同的是，
民办博物馆的藏品大都根据收
藏者自身喜好搜集而来，内容
更为细致和独特：走进金石汉
字博物馆，中华3000年文字历
史信息无一遗漏，老照片博物
馆展厅中，消失的老济南泉水、
城墙、街巷风貌重新浮现在眼
前，由济南的刘氏五兄妹创建
的刘氏古钟表博物馆内，苏钟、
广钟、皮套钟、大理石钟、玻璃
台表、珐琅怀表……2000多件
琳琅满目的钟表仿佛让人置身
于时间的海洋。

民间博物馆成立的初衷之
一，就是弥补公立博物馆馆藏的
空白之处。

例如在传统文化中象征高
贵祥瑞的钟表，集文化、艺术、科
技、手工技术于一身，融合中西
文化，具有极高的收藏鉴赏价
值。热播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

物》展示了钟表艺术的独特魅
力，而故宫的钟表收藏在世界上
也是最全、最精彩的。“但在山东
省内的诸多博物馆中，古钟表展
览是缺失项。”刘氏钟表博物馆
馆长刘荣光称，在他的收藏中，
一架18世纪早期的法国皮套钟
十分精美，它通体刻花，工字轮
传动。白色珐琅表盘，黑色罗马
数字，宝玑型镀金时刻针，处处
显示着法国早期贵族钟表的豪
华大气。“因产量极少，这在当时
的法国也极为少见，只在珠宝店
里有售。”

李军展出的许多青铜器在
公立博物馆中也不一定找到，尤
其是青铜剑系列，其中一柄带十
一个铭文的剑器十分珍贵，“刻
写铭文的青铜器能体现拥有者
的身份和自身的价值，像数量这
么多的铭文在青铜剑中非常少
见。”李军说，他请教了诸多专

家，至今无人能翻译出这行铭
文，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是春秋时
期的女式柳叶佩剑，“这把剑和
其他剑的不同之处是尚未开刃，
很钝，是用来彰显身份的佩戴
品，国家博物馆都没有类似的收
藏，十分有研究价值。”

济南老照片博物馆的所有
者专门搜集民国济南的照片、文
献等记录济南历史的物件，光民
国时期的济南地图就有200多
幅，“民国以前的济南地图，省市
博物馆和档案馆也只各有一两
张而已。”收藏有超过1000张老
照片的馆主说，展品中有不少
已消失的济南老城墙照片，“五
三惨案时日本人炸毁了部分城
墙，后来韩复榘把已失去功用
的城墙改造成了城墙马路，人
车都可通行，这么宽的城墙当时
在国内也是头一个。”高高的城
墙马路正如当今的高架桥，现代

人可借助这些老照片直观地追
溯过去。

几乎每一家民间博物馆都
拿得出与公立博物馆相媲美的
藏品，陈玉泉说，他的陶器博物
馆比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陶器
数量还多，年代也更为完整，从
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宋代都没有
断代。击鼓说唱俑是陪葬俑中少
有的传神佳作，陈玉泉收藏的一
件说唱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
饰，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环
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做击
鼓说唱表演，神态诙谐，动作夸
张，富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和地方
风貌。

金石碑刻在收藏界一度是
冷门，祖辈收藏金石拓片的徐柱
从众多宝贝中挑选了200余件碑
帖拓片、碑刻展出，其中一幅长
达10米的铁山摩崖石刻拓片让
观者啧啧称奇。

>> 藏品填补国有馆藏空白

不久前，济
南密集开放了8
家不同类型的民
间博物馆，它们
中既有瓷器、陶
器 这 些 常 见 品
类，也有金石、老
照 片 等 冷 门 收
藏，其中不乏可
与国有博物馆媲
美的精品。民间
博物馆兴起的背
后是方兴未艾的
民间收藏热潮，
由收藏爱好者筹
建的民间博物馆
正在博物馆序列
中担负起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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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汉字博物馆收藏有许多碑帖拓片 老济南照片博物馆收藏的大明湖画舫旧照

▲度量衡博物馆收藏的清中期广式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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