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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浙江的文物大市。丰富的文物遗产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仅构建了温州严整有序、层次分明的文脉肌
理，也塑造了深沉厚重、创新包容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温州利用民间
资本雄厚的优势和社会力量办文化的传统，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民办博物
馆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推动民办博物馆发展，制
定出台相关政策，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博物馆予以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
吸引社会力量共建、共管博物馆，努力推动“私家珍藏”走向“社会共享”。
2022年温州提出打造“中国民办博物馆之城”，以文气激活人气、商气，让
文化温州润泽幸福温州。据统计，温州现有民办博物馆31家、省级乡村博
物馆 73家，市级乡村博物馆 12家，这些分布全市各地的博物馆，凝结乡
村互助共富链，创造工作岗位，助力乡村振兴，呈现朝气蓬勃的发展态
势。乡村博物馆利用自身更为灵活的优势，与民营经济相结合，让“博物
馆+文创”“博物馆+研学”“博物馆+旅行”模式愈发成熟与普遍。通过在
城郊、乡野产能业态的合理“布点插花”，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促进文旅深
度融合，产生了具有浙江特色、温州辨识度的民办博物馆“聚集效应”。

顺势应变，工业遗存“涅槃重生” 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蕴藏着
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的改革精神。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温州即开浙江省
民办博物馆先河。

进入21世纪后，迎来了温州民间创办博物馆的高潮。如何优化结构，
统筹推进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属性、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成为急
需解决的决策问题。为此，在摸清家底、盘活资源、理清思路的前提下，政
府开始统筹在全市不同的优质资源，引导并帮扶。如苍南县矾山镇，曾是
以采矿炼矾闻名的“世界矾都”。因明矾市场不断萎缩，矾矿发展日渐式
微，如何找寻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成为矾山镇转型的一大难题。当地政
府意识到，矾山几百年来的工业文明和文化积淀，是其独一无二的优势
资源，蕴涵着丰富着生活内容、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传统风俗等，它们都
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人文价值传统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史料，这也为矾
山镇建设并走向博物馆发展之路提供了重要依据。以博物馆为载体，挖
掘和传承矾山文化资源，不仅有助于矾山向历史文化名镇的方向转型，
也能把矾山的文化能量释放。因此在2012年，温州矾矿正式启动申报世
界工业文化遗产，以此为契机，在当地政府、村民和促进会的通力协作
下，矾山周围的大批工业文化遗存，如矿道、车间、仓库、老设备等，被有
意识地修复并保护起来，有计划地打造“工业遗存博物馆群”。在定位上
这些专题博物馆大多与矾山特有的矿山文化景观相关，通过政府出地，
政策补助、企业筹资、民间集资，吸引本土在外成功的企业家回乡办馆。
目前已形成以温州矾矿博物馆、矾都矿石博物馆、矾都奇石博物馆为核
心，以正在筹建的国家矿山博物馆、矾山教育博物馆、矾都矿山机械设备
博物馆为特色馆的苍南矾矿工业遗址博物馆群。曾经没落的工业遗址，
在文旅、商旅、农旅的融合下，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

迁改同变，村落民居文气激活商气 在温州的老城区、乡村田野间
有着众多古民居，在岁月的沉淀下散发出历史文明的气息。而现今不少
地方对古宅、村落进行大拆大整，古屋老宅随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如何
在文物保护与发展之间求得平衡，温州不同地区也纷纷交出了自己的答
卷。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和中国景观村落的温州永嘉芙蓉村，古
建筑众多，近乎完整地保留了宋元以来楠溪江古村落的原始风貌，俨然
一座古老的博物馆。从村落里发家致富走出去的乡贤、永嘉商人，怀着赤
诚的思乡之情回归故里，用满腔的热情用心打造题材各异、主题鲜明的
博物馆群。这里现有摄影器材馆、民俗馆、古石雕馆、宋瓷馆、瓯瓷馆五家
博物馆，未来将会有博物馆群文创产品会客厅、红色题材博物馆、芙蓉书
画博物馆等，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这座古村落，实现文旅融合发展，赋
能乡村振兴。另外，温州龙湾的一处名为“钟秀园”的休闲公园，在进行旧
村改造过程中，特意将龙湾各地9栋清代中、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古建筑整
体迁移到此处。在整体迁移过程中，这些古建筑的每片瓦、每块砖、每根
梁都被编上号码，像拆搭积木一样从“老家”搬到“新居”，配套“古宅新
生”全生命周期管理应用，融合运用地理信息技术、物联网智能终端、大
数据挖掘等技术，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古建筑保护利用开发，走出“科技保
护古建”的新路子。搬迁至此处的古建筑被分为四处，一号为贞义书院，
二号为龙湾非遗体验馆，三号为郑家园麦麦酒酒坊，四号开发为钟秀园
管理房。他们有着“龙湾非遗”的共同主题，又有着各自的特色与功能，在
历史人文景观积淀深厚的钟秀园，打造龙湾的非遗体验基地，将非遗文
化与博物馆融合链接，通过博物馆的“聚集效应”，让来到此处的游客一

次性打卡多家博物馆，为古建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也带来了商机。这是
城中村改造中启动古建筑落架异地迁移植入新业态（展馆）工程的一次
成功范例。同样赋予古建新生的还有温州鹿城的墨池坊博物馆群。在温
州市区的五马——墨池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的墨池坊，作为北宋温州知
州杨蟠规划的三十六坊中最著名的坊巷之一，至今保留着清代街巷格局
和大量古民居。2022年8月，墨池—东瓯王庙—县学前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提升工程开工。改造项目以“风雅墨池坊、千年东瓯王”为整体目标定位，
全面串联起墨池瓯越文旅圈与五马历史文化商圈。此次改造中，重点对
六个古院落进行保护性修缮，活化文保建筑和历史建筑7幢，打造了人文
雅居“一坊六院”文化场景。立足墨池坊瓯越文化核心的区位优势，形成

“一坊六院”人文雅居、“一园六景”人文先贤、“东瓯三馆”人文始祖三大
主题游览模块，将墨池坊打造成为温州艺术交流展示的平台。墨池坊引
入书画非遗等民间活态博物馆业态，打造人文融合新高地。衍园美术馆、
春兰草堂等民办博物馆、艺术馆就入驻其中。墨池坊还在今年的国庆中
秋双节期间推出了重磅级画展、钟表展、扇画展、剪纸展、摄影展、印石
展、夹缬展等多个临展，吸引超30万人次驻足观展，创新实施民间活态博
物馆集群的发展思路，主打“文化+”的庭院业态，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观光。通过保护、整治、提升，盘活了附近一带的民居古建，也顺势刺激了
周边区域的经济消费，以历史文化、艺术、时尚等多元素赋予一幢幢历史
建筑新的活力和功能。

应河而生，打造时尚市集文化产业 塘河是温州人的母亲河，孕育
出温州灿烂的历史文明。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塘河文化，近些年悄然呈
现“井喷”式发展。近年来，温州市瓯海区积极探索“政府支持、社会参与、
市场运作、规范管理”的办馆模式，打造了由5个特色鲜明的展馆组成的
塘河民办博物馆群，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以博物馆为载体衍生的文
旅消费 IP——青灯市集，跻身全国美学生活市集的“顶流”，成为近年从
温州民间孕育催生的“塘河文化”代表性 IP之一。依托万象城商圈以及青
灯市集文旅 IP，挖掘潜能，提炼聚能，打造一批吃、玩、购、娱为一体的精
品旅游线路，增强博物馆群自身“造血”能力，实现产业提升和运营平衡。
接下来，温州还要建立塘河民办博物馆联盟，建立馆际之间在文物收藏、
保护、展览、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常态化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塘河民
办博物馆群的社会功能和集群效应。重点挖掘塘河沿线的地域优势、人
文优势，借助市场运作、社会资本、资源共享共赢等方式，积极开拓“文
化+旅游+休闲”的新型博物馆文旅产业，例如可以设立咖啡吧、音乐小
酒吧，解决吃饭难、停车难等问题，让游客成为“回头客”。规划中的塘河
水上巴士可以将梧田老街、万象城周边、山根音乐艺术小村串联起来发
展，融入文旅发展，带动持续性运营。2023青灯市集全国美学大会（春季）
活动共展出超1200个特色生活美学品牌，总人流量突破20万人次，销售
额达6580万元；梧田老街项目开展了“域见梧田·初现探秘”活动、瓯海婚
博会暨古风国潮婚礼节等系列活动，五一期间人流量突破40万余人次。
由此可见，博物馆聚集所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快
速发展，迸发出无限的能量。

作为城市与乡村文脉传承的载体，博物馆留存了城乡悠久的人文记
忆，见证温州人民一代又一代的乡愁。温州在打造民办博物馆之城的过
程中，不断凝聚文化内核，找准发展定位，加强片区联动；平衡城市化与
文脉传承，顺应原有的城乡肌理，顺势应变，迁改同变；让博物馆群落应
运而生，让“人气”在古老的建筑间流动起来，将博物馆的聚集效益最大
化，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气派、浙江特质、温州辨识度”的文化标识。

（蔡书茈 朱朝野）

维系乡村乡愁记忆、传承乡土文化根脉、助
力乡村文化振兴，乡村博物馆，根植在比城市更
广阔的天地，正在成为博物馆生长的新力量。

今年 11 月，聚焦温州乡村博物馆创新发
展，以“博物馆，与乡村共未来”为主题的系列视
频上线。这是自 2022年以来，温州博物馆在温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指导下，策划制作的第
二季乡村博物馆系列视频。第一季视频以“博物
馆的力量：见证乡村美好生活”为主题，以村民、
学者、志愿者、游客等“他”者视角，展现温州 5
家不同乡村博物馆的特色亮点，获得了广泛的
关注和引流。而第二季则选取温州瑞安市东梨
民艺博物馆、洞头区海陶美术馆、泰顺县畲族文
化展示馆、鹿城区藤桥非遗馆四家通过浙江省
文物局验收认定的乡村博物馆，以纪录片的叙
事语境，通过主理人的自述，用镜头将四个乡村
博物馆鲜活而又有温度的办馆故事娓娓道来。

东梨民艺博物馆传承展示着夹缬文化，也
在研究复原几近失传的彩色夹缬技艺。它成立
手艺互助社，通过文创产品的生产，带动当地百
姓的致富，并且不断思考和运作着把夹缬文化
与当地箱包产业融合，让博物馆和非遗技术赋
能当地箱包产业的发展。这是乡村博物馆致力
于发展为研究中心、教育中心、艺术中心，与乡
村共富的故事。

海陶美术馆不仅“发明”了用海泥做的陶
器，还把海泥做成建筑用的陶砖、瓷砖。更多的
用途、更多的系列，让海陶开始走向更大的市
场，甚至海外。这是乡村博物馆引领和带动乡村
产业发展的故事。

泰顺畲族文化展示馆选择与一家全国知名
的大型网游公司合作，把畲族的传统文化开发
成了时尚潮玩的游戏皮肤，让传统文化走进了
年轻人的世界。这是乡村博物馆利用融媒资源
传承创新的故事。

藤桥非遗馆不仅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当地
非遗，更是通过游戏、研学吸引着年轻一代的
兴趣，甚至把非遗物件设计成像乐高一样的拼
装玩具，向更为广阔的玩具市场拓展。这是乡
村博物馆带动乡村成为研学旅游热门打卡地
的故事。

视频镜头跟随主理人从公众视野走回博物
馆打理、运维的“幕后”，通过观察、采访，看到主
理人们怎样在乡村博物馆艰难的生存和发展中
激荡出智慧，从承继出发，不断“解锁”文化引
领、非遗活化、百姓共富的功能，并且通过创新，
走向了与产业相结合的更具前景的发展之路。

正像来自杭州的摄制团队所感受到的，他
们觉得温州的乡村博物馆是活着的，它们都有
着与时俱进的活力，以丰富的样态活在当下。同
时它们也是充满着张力的，扎实前行的每一步，
都在积聚着文化产业发展的力量。在这些乡村
博物馆主理人的身上，看到了温州人义利并举、
经世致用的务实和独树一帜的温州精神。创造
机会让更多人“看到”温州优秀的乡村博物馆，正
是前后两季系列视频的创作初衷。

当前博物馆事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和战略机遇。深层次、多维度激发博物馆
发展活力，以博物馆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将让
博物馆事业为乡村振兴和人民美好生活赋能。
温州博物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进行资源调配
和分享，指导乡村博物馆融合资源，与民营经济
相结合，推动“乡村博物馆+文创”“乡村博物
馆+研学”“乡村博物馆+融媒”“乡村博物馆+产
业”的发展模式，逐步探索出一条“温州模式”的
乡村博物馆发展道路。

以微小启程，与梦想同行。这不仅是对温州
乡村博物馆发展的期许，也是温州博物馆“与乡
村共未来”的践行。

（马炯 燕牧鹤）

今年以来，黑龙江依兰县认真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
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要求，狠抓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工作，扎实开展文物保护宣传和青少年教育活动，文物保护与城市发
展相辅相成，开发文创事业产业，多措并举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一是积极开展调查申报，不断完善文保名录。组织实施第三次全国不
可移动文物普查，开展一系列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发掘文物105件。积极深
入民间进行流散文物调查，征集多件新石器时期石斧，辽金时期铜镜、瓷碗
等重要文物。着力加强文保单位推荐申报，成功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5处。二是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物保护教育活动。积极与全县中小学联系，依托“国际博物馆日”“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和文化下基层“四进”等主要活动，组织开
展了“童心绘童趣 巧手绘文物”“探索博物馆里的艺术”等青少年主题社
教活动8场次，并制作了内容丰富的依兰县馆藏精品文物图片展、依兰县
历史文物图片联展等宣传展板以及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彩页等宣传资
料，开展针对广大市民的主题宣传活动6场。通过广泛宣传，全社会文物保
护意识普遍增强，为顺利开展文物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是
扎实推进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结合。按照“改造旧城、留住老城、划出区域、
保护重点”的原则，形成由“文物、优秀历史建筑—风貌保护道路—历史文
化风貌区”共同构成的点线面相结合的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体系：以南北
夹信子一条街为点；以慈云寺、四合发、清真寺、日伪宪兵司令部为线；以
五国城路以西区域为文物重点保护层面，在此区域范围内，30处优秀历
史建筑、13处文物得以活化保护。四是大力实施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工程。
依兰县将文化事业产业纳入全县“3+2”产业布局，大力实施文化事业产
业“3+4+N”工程，明确了发展“古色人文游”“红色爱国游”“绿色生态游”
的工作规划，加快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发挥其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
跨越、可持续的独特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发展。 （白云）

依兰县多措并举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塘河博物馆群

腾笼换鸟，民办博物馆之城
“聚集效应”的温州现象

博物馆，与乡村共未来
——温州“乡村博物馆”系列视频第二季上线

藤桥非遗馆内景

海陶美术馆外景东梨民艺博物馆 手艺互助社

畲族文化展示馆展厅

苍南矾矿工业遗址博物馆群
（图源：“矾山旅游”公众号）

墨池坊博物馆群
（图源：“温州鹿城”公众号）

永嘉芙蓉村博物馆群
（图源：“中国永嘉”公众号）

钟秀园博物馆群
（图源：“龙湾文旅”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