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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博热”席卷中华大地，
在广袤的乡间，一座座乡村博物馆蓬勃
生长，成为亮眼的人文景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作为乡村历史文化的载体，乡
村博物馆在传承乡村文脉、增强文化自
信 、促 进 文 旅 融 合 等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作
用，是乡村振兴热潮中不可忽视的文化
力量。

扎根乡土 留存文化记忆

走进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
东红村，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映入眼
帘。在这个面积 2.2平方千米的村落中，
分布着 8 间乡村博物馆。舂米机、捕鱼
船、纺车、煤油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
展示着当地的农耕文化和传统民俗。

东红村历史悠久，村庄原始面貌保
存较好，有百年以上古民居 600多间。在
2018 年开展的“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
中，东红村修缮恢复 560 余座古民居，维
持其原有格局，以利用促保护，打造了

“民俗嫁妆”“竹编家具”“龙舟文化”等 8
间各具特色的乡村博物馆。馆内的展品
大多是“三清三拆三整治”时村民们清理
出的农具、旧家具、日用品等，这些老物
件在乡村博物馆中“变废为宝”，作为村

史民俗的见证，让人们记住乡愁。
在风景秀丽的浙江杭州超山风景

区东园东侧，3 座明清时期的徽派老房
子静静矗立，这就是江楠糕版艺术馆，
今年被列入浙江省首批乡村博物馆名
单中。这是一家专业收藏糕点制作模
具的博物馆，藏品多达 6000 余件，除了
常见的木质糕版，还有瓷质糕版、南唐
年间的石质糕版等。馆内展览讲述了
糕版与风土习俗的密切关系、糕版的发
展变化以及不同地区的糕版文化。

博物馆二楼设有两间体验教室，观
众在这里可以体验制作糕团。每逢中
秋、重阳等重要的传统节日，馆内会举
办用传统糕版制作糕点的活动。此外，
江楠糕版艺术馆还在塘栖第一小学成
立分馆，定制糕版文化系列课程，并培
养小小讲解员，让孩子们了解江南水乡
的民俗，感受糕版文化的魅力。

“乡村博物馆作为乡村中的公共文
化设施，连接乡村不同阶层、不同人群
的共同记忆，形成乡村的文化共同体。”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侯晓蕾说。

文旅融合 带动乡村经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建在城
市里的考古类、艺术类博物馆不同，乡

村博物馆聚焦于农业、农村、农民以及
他 们 的 需 求 ，有 助 于 增 强 农 民 对 本 土
文 化 的 认 同 感 ，让 乡 村 的 氛 围 更 加 和
谐。”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上海大
学 教 授 安 来 顺 认 为 ，乡 村 博 物 馆 具 有
复 合 型 的 功 能 定 位 ，既 是 凝 聚 乡 情 民
心 的 纽 带 ，又 是 带 动 产 业 发 展 的 平
台 。 博 物 馆 的 建 设 及 相 关 活 动 的 开
展，能够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带动
当 地 经 济 发 展 和 村 民 增 收 ，为 乡 村 振
兴提供动力。

位于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良山镇
下保村的农耕文化展示馆，自 2015 年建
成开馆后就吸引了 许 多 人 前 来 参 观 。
当地趁热打铁，成立了文化旅游公司，
在 参 观 展 览 的 基 础 上 ，开 发 更 多 体 验
性 项 目 ，增 强 乡 村 旅 游 的 趣 味 性 。 在
农耕文化体验区，游客可以进行种菜、
采摘、烧柴火等农事活动，感受土地翻
耕、育秧、插秧、收割、入仓的全过程，
体验打麻糍、切糖片、做米圆、酿米酒、
做豆腐等农家乐项目。文旅融合带来
了 人 气 和 商 机 ，小 小 的 村 子 一 年 能 吸
引游客 30 余万人次。2020 年，村民人
均年收入增加 5000 余元，大家心里乐
开了花。

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瓯窑小镇，
瓯忆文化博物馆是了解瓯窑历史、领略
制瓷技艺的热门打卡地。馆内展示了

500 多件古今瓯窑瓷器，并开设非遗体
验区，编制了丰富多彩的课程，开发了
备受青少年欢迎的研学游路线。在近
距离感受瓯窑文化的同时，游客还可以
体验瓯绣、绸塑、糖画、永嘉麦饼等当地
非遗项目。体验式消费的火爆带动了
周边村民就业，并为年轻人提供了留在
当地发展的机会。不少年轻人来到博
物馆，学习瓯窑烧制技艺。

多元参与 突出地方特色

今年 4 月，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
江省文物局发布《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
设指南（试行）》），提出“十四五”期间全
省将建成乡村博物馆 1000 家。这是全
国范围内首份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从
基本定义、建设要求、服务要求、运营管
理要求、认定程序等方面对乡村博物馆
进行了规范。指南中这样定义乡村博
物馆：“乡村博物馆是位于乡村范围内，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重点展示、传播、收藏和
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文化、革命文
化及乡村生产生活、非遗保护、产业发
展见证物，向公众开放，具有博物馆功
能的文化场馆。”

在业界专家看来，指南回应了乡村

博物馆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比如主题
不清、同质化严重、缺乏与所在地关联，
等等。指南强调乡村博物馆要有固定
的基本陈列，展览主题明确，内容多样，
体现鲜明的在地性，突出“一村一馆一
品”的地方特色。

“乡村博物馆的 建 设 要 强 化 乡 村
特 性 与 差 异 性 ，构 建 各 具 特 色 、优 势
互 补 、以 点 带 面 的 网 络 化 格 局 ，打 通
博 物 馆 文 化 服 务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
侯晓蕾说。

博物馆建起来了还要活下去，运营
管理所需的人力财力不足是摆在很多
乡村博物馆面前的现实困难。

安 来 顺 认 为 ，乡 村 博 物 馆 要 想 实
现 长 久 、良 性 的 发 展 ，需 要 社 会 力 量
的 广 泛 参 与 ，应 推 动 博 物 馆 与 当 地 其
他 文 化 资 源 整 合 ，形 成 乡 村 文 化 的 聚
集地。

侯晓蕾指出，乡村居民是乡村博物
馆建设的真正主力军和受益人，建设初
期虽然依靠政府推动，但真正盘活乡村
生态、经济、社会发展，还是要靠村民自
身的能动性。“应当建立乡村博物馆运
营的多方参与机制，包括政府资助、社
会 捐 赠 、博 物 馆 自 筹 、专 项 资 金 运 作
等。同时给村民带来工作岗位，推动民
生发展。”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
下，乡村博物馆发展前景广阔。“乡村博
物馆要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要和旅游
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实现共赢发展，
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找到公约数、画出同
心圆，共同绘制乡村美好生活图卷。”安
来顺说。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黄敬惟 邹雅婷）

乡村博物馆蓬勃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力量

纪录片《黄河安澜》，用《国脉千秋》
《力挽危澜》《量水而行》《重现盎然》《发
展新路》《幸福长河》6 集篇幅，讲述黄河
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历史关联，展现新时
代黄河流域围绕“黄河安澜”这一梦想付
出的不懈努力，为深入挖掘黄河价值、讲
好黄河故事、描绘新时代黄河高质量发
展图景提供重要启迪。

《黄河安澜》以文明史的大视野重构
黄河的宏大叙事。黄河浩荡，九曲连环，
哺育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孕育出辉煌灿
烂的中华文明。纪录片采取多元化视
角，系统追溯了黄河与中华民族起源与
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从山西芮城西侯
度遗址的动物烧骨到甘肃大地湾遗址中
的炭化谷物，再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
二里头考古遗址，大量使用最新考古发
现和研究成果，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的迷
雾，了解探究文明的起源。

在对黄河文化史的讲述中，神话与
现实的交相辉映，让我们看到古老的中
华民族在与黄河数千年的相伴中，滋养
出丰富多元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情怀；在
与自然灾害的搏斗中，凝聚形成特有的
精神气质，赓续绵延、生生不息。

用纪实影像生动还原黄河的治理
史。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
水旱灾害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百姓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将

“黄河人、黄河事”讲清楚、讲精彩，创作
团队秉持科学视角和严谨思维，在资料
收 集 和 文 案 撰 写 方 面 下 足 功 夫 。 3 年
间，摄制组走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
9 个省区 40 余座城市，前后 5 次深入三
江源，探访东营黄河入海口，采访了众多
水文工作者、水利科学家和普通民众，收
集了大量珍贵资料。作品通过史料活化
和专家访谈的方式，直面自古以来黄河
治理的大难题，讲述黄河曾经的决口、泛
滥、改道，以及经过不懈治理，实现黄河
安澜的历史过程。

充分发挥纪录片的纪实特征，聚焦
黄河流域的基层社区和流域治理一线
战场。纪录片通过山东东营黄河口镇
一位船老大的视角，讲述黄河断流给沿
线百姓带来的实际困难；讲述了山西柳
林县农民从眼睁睁看着黄河水却需要
靠天吃饭，到通过新的灌溉技术脱贫致
富的转变。第二集《力挽危澜》，透过老
水利人王化云的个人故事，折射出三门
峡水利建设和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宏大
叙事。

新时代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是黄河故事的主流，《黄河安澜》
成功发掘出“黄河宁，天下平”的当代故
事，定格新时代沿黄九省区共同抓好大
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恢弘场景。黄
河流域的治理积极引入先进理念和前沿
技术，将当代黄河打造成科技含量高的
一条河流。黄河治理也催生了一批新型
行 业 ，提 升 了 黄 河 两 岸 人 民 的 生 活 水
平。影片以高度凝练的视听语言巡礼了
一批最新的治理成果，用镜头记录了黄
河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大变化。三江
源国家公园成立，一系列保护措施出台，
牧民们放下牧鞭、端起了“生态碗”，草原
重现盎然生机；河海交汇处的黄河三角
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面积逐年回
升，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呈现出林丰草
茂的壮美图景……一个个真实案例、一
处处生动细节，印证黄河治理和黄河流
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黄河安澜》开拓了纪录片创作视
野，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拓展中国
故事的深度广度做出积极探索。

（摘自《人民日报》文/梁君健）

纪实影像还原
黄河治理史

新时代黄河流域的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是黄河故事的主流，纪录
片《黄河安澜》成功发掘
出“黄河宁，天下平”的当
代故事，定格新时代沿黄
九省区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恢弘
场景

精巧匠心 溯本追源
雨后，天门岭上云雾氤氲。山下，黄墙青瓦。群山之中，一片

“世外桃源”。若不是几辆不时驶过的汽车，踏入何源村的人们，可能会误以
为步入了一座明代小镇。

80 后返乡青年南宫琦，一袭汉服、气质儒雅，好似山中隐士。他的父亲是一名木
匠，手艺远近闻名。在儿时记忆里“叮叮当当”的声响中，南宫琦很早便熟悉了赣派古建

筑的木质结构，伴着家乡的山溪、翠竹、奇石、古建，他的志趣逐渐向古建筑保护靠拢。
2017 年，建筑专业毕业的他回到故乡何源村，通过修复当地古建民居建造了自己梦想中的

古典园林——南园小隐，并结合自己专业所学，投身当地古建保护工作。
抚州金溪县下辖的几个自然村落，原本有千余座明代建筑。早年间，村民们对古建的价值

知之甚少，不少外地商人用很低的价格从村民手中买下民居，拆散后运到大城市，作为建筑装饰
之用。说到这，南宫琦不免感到心痛：“要是大家早点知道这些古建筑的价值，就不会有这么多好
东西白白流失了！”后来，当地政府进行古建筑文物认证，制止私人买卖，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

此外，村民私自修缮寓所，也有可能“好心办坏事”。“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村民纷纷重修房
屋。赣派建筑和徽派建筑外形有些相似，不少村民不懂其中分别，就按照徽派民居的样子重修
古宅，结果弄得‘四不像’。”南宫琦难掩心痛。

为此，向村民普及古建知识，成了南宫琦的重要任务。年复一年，他手不释卷、孜孜
以求，研究赣派古建筑特色，挖掘出了不少古建背后的历史故事。他把自己的所学

所知讲给乡亲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家的认识。
人人参与，古建新生。从“拯救老屋行动”到“古村活化利用”，在

许多同南宫琦一样的青年人推动下，何源村成了流光溢彩的网
红旅游地，一个个“沉睡”数百年的古建筑，在看得见的

变化里渐次“苏醒”。

数字画笔 重绘记忆

近年来，全世界时有发生历史古建毁于灾害的事件，这为我
们敲响了的警钟——古建文物保护不易，对于以纯木、砖木、土木结构为

主的中国古建筑而言更是如此。面对文物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如何用更
先进的手段、更智慧的途径加以呵护？

用数字“画笔”留下古建神采，是一些研究者的尝试。“对于现存的古建筑，数字档
案可以记录其建造细节和工艺工法，为研究修缮提供指引，对抗时间的侵蚀或意外损坏；对

于已消失的古建筑，数字复原往往能够再现一段历史，复现其背后珍贵的文化记忆。”从事古
建筑保护规划研究的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白雪悦说。

一年多前，白雪悦在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袁琳的带领下，参与了大明宫研究院委托相关公司开展
的“大明宫数字化复原”项目，基于唐大明宫遗址考古研究成果，运用数字化建模手段，对大明宫进行虚拟
复原。即便有过不少古建规划设计及仿古建筑设计经验，复原大明宫建筑对白雪悦来说仍是很大的挑
战。就麟德殿而言，整个宫殿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建造它用了 192 根柱子，是故宫太和殿的 3 倍。但
如今麟德殿已不复存在，甚至整个盛唐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建筑都屈指可数，研究者们无法直观地走近
它们，唯有如侦探一般，拨开岁月尘埃，寻找线索，方能稍微窥见其原貌。

白雪悦透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尝试感知麟德殿所呈现的盛唐气息。每发现可参考的资料，白雪
悦就把它们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到最后竟攒了 169份文件。

感知只是第一步。绘制复原模型图不是简单地画平面图，而是在科研基础上，完全用三维的办法来“表
达”建筑。由于唐代屋檐制式已不可考，白雪悦在导师的帮助下，通过宋代《营造法式》记载的古建技法推算
麟德殿“举折”，让一根根椽子折出一条缓和的弧线，再论证这条弧线是否符合唐代建筑舒展、大气的风
格。实际绘制中，白雪悦有时会发现依靠前人记载绘出的模型并不合理。她得想象自己“在现场”，走进亲
手绘制的大殿之中，观察每一处细节，运用科研人自身的逻辑、经验和审美去考量。白雪悦说：“复原建

筑本身不是目的，探寻古建筑承载的文化，复现一个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记忆，才是。”
今年 11 月，“云上宫阙”——大明宫数字化复原成果展亮相，白雪悦绘制的复

原模型图，经过相关团队的 3D 模型搭建和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再现了大明宫
的雄伟风貌。

“我游览过唐大明宫遗址，觉得有些遗憾，若大明宫还在，
得多好啊。今天看到数字还原的大明宫，有种愿望成真

的欢喜，这是历史的另一种演绎！”一位参观
者感慨道。 （（摘自摘自《《光明日报光明日报》》

文文//殷泽昊殷泽昊 李丹阳李丹阳 范天培范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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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推敲 找回原貌

2022 年 11 月 18 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 2020 年 9 月以来对武当山五龙宫
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
早在 2 年多前，已有古建筑修复团队抵达这里。2020年6月，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牧

跟随导师王炎松，来到湖北武当山五龙宫调研。自明代大修武当山以来，五龙宫历经毁建。曾经的建筑群只剩下主轴
线上两座近年重建的宫殿，其他区域断井颓垣，几近荒芜。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规划修编与复原的研究者，陈牧不禁好奇：当

年房屋错落、香客盈门的五龙宫究竟原貌如何？
离开武当山，陈牧一直忘不了五龙宫。他没想到的是，其后三个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武当山五龙宫进行系

统考古发掘。而他所在的团队，也接到了对其建筑遗迹进行数字化复原研究的课题。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五龙宫遗址逐渐清晰。2021 年，陈牧和团队与考古人员一起，几度再临五龙宫，对现场台基、宫墙等遗

迹，和出土的地砖、瓦件等建筑构件进行测量记录。同时，他们还对武当山地区同时期的建筑进行了调研，以备复原研究参考。“除了
现场的遗留和当地同时期的建筑，做复原研究还有一项重要参考，就是相关文献，例如山志、舆图等。”陈牧介绍。

然而，文献资料也不可尽信。在敲定考古发掘区建筑群的结构细节时，屋顶形制的溯源让他犯难。“屋顶在遗址中是无法直接观察
到的，需要我们多方考证。”陈牧说。

一张由北京白云观收藏的“武当祥瑞图”给陈牧和团队出了难题。这张平面地图记录了武当山建筑群的基本位置和样式信息，为明永乐
年间宫廷画师绘制，有较高可信度。该图显示，五龙宫考古发掘区建筑群的屋顶为庑殿顶，但位于主轴线上的拜殿屋顶却是歇山顶。

“根据考古发现，考古发掘区的建筑主要是配殿和用于生活起居的房屋，等级肯定低于拜殿。但是一般而言，庑殿顶的等级比歇山顶
高，这就是矛盾的地方。”陈牧说。对此，陈牧和团队成员们大胆猜测：图示信息有误。

反复观察，他们希望能在图中找到蛛丝马迹。很快，第一个能佐证他们猜想的证据浮出水面：图中其他建筑群的附属建筑屋顶全
部被绘制成庑殿顶，这显然是不符合等级规定的。陈牧和团队沿着猜想往前进了一步。接着，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出土文物。在
对出土的瓦片、琉璃等建筑构件进行研究时，他们没有找到属于庑殿顶结构的构件，没有能证明庑殿顶存在的直接证据。但，“也

许相关的构件已经不复存在或未被发现？”陈牧觉得，这张地图毕竟是官方绘制，若要完全推翻还需要“实锤”。
随着复原研究的进行，考古发掘区建筑的数字化模型逐步建立。在这个过程中，陈牧和团队又发现：考古发掘区南道院

西侧房屋的山墙和崇台距离狭窄，如果把屋顶绘制成庑殿顶，那屋檐和崇台就会碰撞。“两面墙壁太近了，没有空间容纳
庑殿顶的出檐。据此，我们推断图中的庑殿顶有误。”陈牧和团队最终推测五龙宫考古发掘区建筑的屋顶形制为悬

山顶，而不是武当祥瑞图所示的庑殿顶。
像这样的反复推敲，在陈牧十余年的从业生涯里进行过无数次。2018 年，工作了数年的陈

牧回到武汉大学教授王炎松门下继续从事古建筑研究。“工作后我一直怀念跟着王老师调
研古建筑的日子。有时，我们会因为发现了一处古代建筑兴奋、狂喜。”回到校园

的陈牧希望发掘更多祖先营造人居环境的智慧，让古代建筑之美被更
多人看到。

在古代建筑中寻找历史回响在古代建筑中寻找历史回响
————走近修复古建筑的青年人走近修复古建筑的青年人

有人说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而一群人在历史长河中而一群人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一个个散佚的音符寻找一个个散佚的音符，，绘制绘制

成谱成谱，，让古老乐章复现于当代让古老乐章复现于当代。。他们是从事古代建筑修缮他们是从事古代建筑修缮、、

复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复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在这个队伍中在这个队伍中，，青春的色彩格外亮青春的色彩格外亮

眼眼。。去远山去远山、、进村落进村落，，搜集数据搜集数据，，推敲细节推敲细节，，用脚步用脚步、、用知识用知识、、

用执着留住乡愁……在新一代青年古建修复工作者的努力用执着留住乡愁……在新一代青年古建修复工作者的努力

下下，，越来越多的古代建筑遗迹正在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古代建筑遗迹正在被发现、、修缮修缮、、复原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