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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博物
馆联盟筹组大会日前在京举行。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 10 余个
省市的民俗类博物馆和民营博物
馆代表参加，探讨联盟筹组事宜，建
议开辟同行间交流互通平台，整合
资源，相互学习、合作。

不相熟的同行

“我从业 20 多年，说实话，很
多同行我还不认识。”南昌市民俗
博物馆馆长梅联华说，很多同行
都在致力于民俗博物馆建设，但
是缺乏相互往来。

河北博物院（河北民俗）部门
主任随杰也表示，现场同行中，自
己拜读过有些人的著作，了解过其
中一些馆的资料，但合作并不多。

打不起招呼、叫不上名字，筹
组大会召开前，不少与会代表有
这样的尴尬。

与之相对的是公众对民俗博
物馆不断增加的需求。梅联华的
办公电话就时常接到市民咨询，
家中婚丧礼仪该如何操办等问
题。在他看来，过去，博物馆主要
有收藏、研究和展示三大功能。
现在，博物馆的功能不断延伸，教
育和体验功能融入其中，而这两
种功能在民俗类博物馆是最容易
体现的。

近年来，我国迎来博物馆数
量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近 10
年里，每年平均增加 200 多个，民
俗类博物馆也增势明显。截至
2014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
馆 4510 家 ，其 中 ，名 称 中 含“ 民

俗 ”二 字 的 博 物 馆 153 家 ，占
3.39%。到了 2015 年底，全国博
物馆总数已达到 4692 家，其中，
名称中含“民俗”二字的 194 家，
占 4.13%。从横向上看，民俗类
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中占比仍不
高，大有发展空间。

倡议成立中国民俗博物馆联
盟的北京民俗博物馆有关人员表
示，我国民俗博物馆大多属于中
小型的专题馆，起步晚、规模小、
资源有限、发展不平衡、运营机制
陈旧等，仍是当下普遍存在的问
题。民俗博物馆界亟待通过一个
更为广阔的平台，发出更坚定有
力的声音，联合起来，传承优秀文
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抱团能做什么？

对于中国民俗博物馆联盟，
北京民俗博物馆馆长曹彦生有几
方面期待。比如，在中国民俗学会
的指导下，制定章程、明确工作机
制，通过交流展、研讨会、论坛等
形式，加强业务交流与学术探讨，
促进行业创新、资源共享、协同发
展。加强民俗博物馆与社会力量
的合作，盘活博物馆资源。依托
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提高博
物馆的数字化和网络服务能力，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途径。

梅联华则希望，联盟能摸清
家底，对国内民俗类博物馆的数
量、质量、分布、性质等加以梳理。

此外，曹彦生还希望，联盟充
分发挥各博物馆的业界特色和资
源优势，主动开展国际交流，让文
物走出去、“活”起来，用博物馆的
方式展示“中国心”，与世界交流。

同行多走动 馆藏活起来
中国民俗博物馆联盟筹组大会召开

中国环境报：听说，您对非遗保护的
现状有 3个比喻？

陆建芳：非遗保护的一般性流程是，
先考察、评选，然后把项目列入保护名
录，实行“台账式”管理。

项目进入名录，就可以获得一些经
费，至于这些经费怎么用，有什么效果，
相关部门就不大考虑了。所以，国内非
遗 数 量 不 少 ，但 实 际 保 护 情 况 并 不 乐
观。我称它为“撒胡椒面式”的扶持。

另外，我们发现，非遗保护的普遍方
式就是做活动。很多活动是“地摊式”的
展示，把优秀的非遗项目邀请来热闹热
闹，那热闹之后呢？活动不是不能做，但
要考虑能取得什么效果。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非遗保护应该
把握哪些关键点？

陆建芳：所有非遗项目都有一个特
点：一头通着古代，一头连着现代，并且
是一直在变化着。如果不变化，那它就
不适应时代，可能早就消失了。

但是，对于非遗传承而言，也需要研
究哪些是可以变化创新的，哪些是不能
变的，不要一味迎合时代地瞎变。比如
地方戏曲，唱腔、故事、人物等是核心，改
变了就可能丢失这项非遗的原汁原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其实
是“一根扁担、两个挑子”。

扁担是过程。文物是历史上文化发
展的成果，非遗是文化发展的过程。

一个挑子是传承人。保护非遗，就
要让传承人体面地生活。能够支持传承
人的一般有 3 类人：为非遗项目传播造势
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文化人、对非遗项
目感兴趣的商人。如果能够得到这 3 类
人的肯定，传承人的职业成就感会更高。

另一个挑子是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
环境。硬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一些非遗项
目的消失，比如，新农村建设伴 随着一部
分自然村落的消失，依托这些自然村存在
的非遗项目就很难传承下去，需要抢救
性保护。软环境是我们为项目营造的传
承环境，比如我们南京博物院的非遗馆。

中国环境报：怎么想到把非遗馆建
在传统博物馆里？

陆建芳：非遗馆起初侧重民俗，是民
俗馆。在传统博物馆里建非遗馆，当时是
件有争议的事。大家觉得，传统博物馆比较
高大上，民俗馆有点下里巴人。把二者放在
一起，是需要有胆识的。南京博物院是我
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
博物馆，在这样的馆里建非遗馆，国内没
有先例，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筹划之初，我们希望搞清楚，传统博
物馆和非遗馆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当
时很多传统博物馆门庭 冷 落 ，陷入自娱
自乐的圈内人闭环。其优势在于文物、人
才、名声和科研。但也有局限，如没有广场、
剧场和工坊，而这些是非遗馆举办民俗活
动、演艺活动和工艺创作不可或缺的。

中国环境报：这些问题，你们是怎么
解决的？

陆建芳：我们在南京博物院基建过
程中，设计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一是保留了南京博物院老大殿前面
的露天大平台，用于举办大型演出。

二是建立了五位一体的非遗剧场，
剧场可以作舞台、电影院、活动中心、看
台、会议场所，容纳近 400 名观众。现在，
它每年大约能被用到 200 多天，利用率很
高，南京博物院的讲坛、非遗展演、大型
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近 3年来，非遗馆里
传统戏曲的展演场次也逐渐增加。

三是建设了 400 多平方米的“老”茶
馆，以古代戏楼为核心，展现近代茶馆的
场景。去年，这里演出 313 天，成为南京
博物院的一张名片。

四是建设前店后坊的百工坊。邀请
非遗传承人入驻，提供免费的吃、住和基
本补贴，传承人自作自卖，收入全部归自
己，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传承和表演。
迄今已有 30 多 个 项 目 在 此 轮 展 。 但 是
这还不够，我们希望他们有所进步，所
以 要 求 他 们 做 讲 座 。 传 承 人 手 艺 好 ，
口 才 却 未 必 好 。 为 此 ，我 们 帮 助 传 承
人 制 作 PPT，鼓 励 他 们 梳 理 研 究 非 遗
项目的传承历史、技艺。现在，非遗馆
每 周 有 4 场 讲 演 ，中 小 学 校 也 会 邀
请 。 在 此 过 程 中 ，传 承 人 既 加 深 了 专
业研究，又增加了收入，即便离开了南
京博物院也能四处讲演。

五是开设公众餐厅。我们传播餐饮
文 化 ，就 是 要 打 响 有 特 色 的 地 方 菜 名
片。每一个地方菜系的建立，都要有名
店、名厨和由上百个名菜构成的菜单。
非遗馆邀请地方菜名厨来现场讲座，同
时配合媒体的网络直播，平均每场吸引
线上观众超过 10万人次。

中国环境报：非遗馆的文化活动这么
丰富，观众参观三两个小时，似乎都不够？

陆建芳：南京博物院已成为 4A 级景
区了，是旅行社推荐的著名景点。因为
观众可以在这里看展览、听讲座、听戏、
吃饭，待上一天。

地位提升了，上级拨给的运营经费也
直线上升，各部门的项目经费也宽裕了。
现在，南京博物院的辐射能力增强，不但
是江苏省内博物馆的龙头，也是文创联
盟的老大。

另外，全省的剧团还依托南京博物
院的平台得到了成长和发展，外地剧团
到南京开发市场，也愿意先到这里亮相。

编者按

南京博物院非遗馆（下
称非遗馆）的筹备始于 2006
年，2013 年正式运营。短短
3 年间，它带动了南京博物
院文创产品的火热销售，也
带来了巨大客流。南京博物
院 每 年 参 观 人 次 由 不 足 50
万 ，攀 升 到 去 年 的 300 万 。
在非遗馆的民俗艺苑，每年
有 50 多场少年儿童传承活
动。有公众反映，每次活动
报名通道一开启，所有名额
就 会 在 几 分 钟 内 被 一 抢
而空。

那么，是什么成就了非
遗馆的高人气？如何在传统
博物馆里，展示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

对话人：
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

究所研究馆员陆建芳
采访人：
本报记者陈妍凌

本报讯 坐落于京杭大运河北端的北
京物资学院近日挂牌成立运河文化研究
所，计划通过对运河文化的研究，推动运
河漕运和水利治理、运河文化创意产业、
运河沿线生态建设、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等
多方面内容，保护和弘扬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研究所所长陈喜波教授介
绍说，在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运河水质污
染问题不容忽视，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利用
有待深入挖掘，沿线多地各自开发，区域
联动有待加强，这些都是运河研究中存在
的实质性难题。

作为国内运河研究基地之一，北京物
资学院将开展运河文化产业相关课题的
调查研究、研讨交流活动，为北京市运河
文化带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
提供学术支撑，为运河文化的传承和遗产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运河文化带生态环境的保护至关重
要。据了解，北京通州区已计划建立国家
森林公园，恢复和保养运河生态。随着副
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运河的生态功能、
经济功能、文化展示功能等将日益凸显。

王琳琳

推动水利治理加强文创产业

运河文化研究所成立

在
传
统博物馆展示非遗

文化热点

国际博物馆日是国际博物馆
协会发起，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
事业健康发展，吸引公众对博物
馆事业了解、参与和关注的活动，
时间为每年的 5月 18日。

我 国 于 1983 年 正 式 加 入 国
际博协，随后每年组织纪念国际
博物馆日相关活动。从 2009 年
起，国家文物局开始采用主会场
活动的方式开展博物馆日宣传活
动，现已在重庆、广州、沈阳等地举
办了8届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今
年的主会场在北京。

小知识：国际博物馆日

文化动态

对话

图为南京博物院图为南京博物院““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诞辰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诞辰 9595周年周年””系列展演系列展演。。

图为北京东岳庙正门图为北京东岳庙正门，，北京民俗北京民俗
博物馆也坐落于此博物馆也坐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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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