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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博物馆爷爷”自费办馆
75岁的张书岩收集了3万余件套古（文）物，主展厅已扩充到13幢古民居，

还全省四处送展，传扬耕读家风文化

海都讯（记者 吴雪薇）
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
场主题论坛于 5月 18日下午
在福建博物院学术报告厅举
办。主题论坛会集众多国内
博物馆学界的专家学者，围
绕如何发挥博物馆可持续的
作用、赋能人民的美好生活
进行讨论。博物馆的存在，
对系统地收集人类的记忆、
保持文明的印记、记录时代
的变迁，都发挥了重要的支
撑作用。在主题论坛进行期
间，福建博物院副院长龚张
念接受海都记者采访，谈论
本次博物馆日中，闽博为使
策展贴近大众美好生活所做
的尝试。

龚副院长表示，闽博希望
通过展览所进行的社会教育，
让大家对展览有更加深刻的
理解领悟，并参与到展览当
中，成为展览的一个角色，告
诉观众，为什么我们的布展是
这样的。如这次“福航天下”
主题展览中有关“寻味丝路
——大家来策展”教育项目的
尝试，让参与志愿讲解活动的
师大附小的小朋友与现场的
观众，一同参与到策展中来，
通过不同年龄段公众的视角，
来主动探寻和阐释一日三餐
与古代丝绸之路的联系。

这种“剧本杀”式的观众
“参展”体验，并非闽博的首次
尝试，而是在日常的展览活动
中，都有与中小学校、各大高
校合作，以志愿者或“小小讲
解员”的形式举办。借着2023
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
主会场活动在福州市举办的
契机，伴随“福航天下——海
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记”主题
展览而举办的“寻味丝路”，成
为闽博展示公众教育项目成
果的一个窗口。

让文物“讲故事”让观众来“策展”
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主题论坛18日下午在福建博物院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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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5·18国际博物馆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目
前，福建省在册的民办博物馆已达42家，成为宣讲福建故事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

在屏南，有一位叫张书岩的75岁老人，2010年开始从退休金中
挤出钱来，在糖尿病缠身的情况下，自费办起了耕读文化博物馆，全
省四处送展，传扬耕读家风文化。他被当地的孩子称为“博物馆爷
爷”。就在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夕，他又走进当地10多所中小学，自
费为师生们巡展一个星期。18日，海都记者走近这位“倔强的博物
馆爷爷”，听他讲述博物馆展教路上的那些事儿。

2009 年，张书岩从屏
南县旅游局局长的岗位上
退休。他独自一个人，回
到了有着 1147年历史，被
誉为屏南古时“四大书香”
之首的漈头村，当起了义
务邮差。在送件的过程
中，他发现不少乡民经常
把一些有年头的老物件随

意丢弃。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的张书岩便一一把这些
老物件收集回家。

2010 年，张书岩二儿
子将县城的小吃店搬回了
村里。张书岩便在小吃店
旁租了两间店，将收集到
的老物件摆了起来，在门
口挂起了“农耕文化小展

室”、“明清家具小展室”两
块牌子，供食客免费参
观。没想到反响特别好，
当年，省政协一位领导到
村里调研后，曾在留言簿
里写道：“乡村旅游大有作
为，收集民俗文物功德无
量。”受鼓舞的张书岩决定
自费修缮古民居，创办屏

南耕读文化博物馆。
经过 13年的发展，张

书岩的耕读博物馆主展厅
已扩充到 13幢古民居，面
积多达 3000多平方米，通
过“租、借、买、赠、寄”形
式，收集了 3 万余件套古
（文）物，并在当地旅游集
散中心设有 700余平方米

展馆。
但收集这些古(文）物

的酸甜苦辣只有张书岩自
己清楚。有一回，张书岩
徒步 40多里路，在一个偏
僻的小山村，从一位过世
的 90 多岁裹脚老人遗物
的火堆中，抢出两双“三寸
金莲”鞋子。

张书岩说，自费办博
物馆，最难的是经费。族
亲、乡民的古宅虽然不收
租金，但每个月的修缮费
用都在 5000元以上，而且
防火、防盗、防鼠虫等，更
是伤透脑筋。

为节省一些修缮费
用，张书岩时常自己下场

帮着干活。有一年，张书
岩在搬木构件时从 4 米
高的楼上摔了下来，造成
了腰椎骨爆裂、17 颗牙
爆碎。“躺在医院的半年
里，像是经历了一场活人
追悼会。”张书岩笑着说
道，但一拨又一拨探望的
亲友、乡民更坚定了他办

馆的决心。
出院刚回到村里不

久，为了优化村巷的环境
卫生，他曾连续 3年，每月
从自己的退休金里拿出
800元，请村里的五保户当
保洁员。为这事，老伴半
年不和他说话。但后来，
看到村里的游客越来越

多，连孩童都知道保护古
物后，家里人开始坚定支
持他。

这些年来，虽然缺少
资金，但张书岩一直坚守
在“耕读家风文化”的主题
展教路上。

“ 时 间 都 去 哪 儿
了？我不是在博物馆就

是在展教的路上。”近两
年来，年逾古稀的张书
岩身体越来越不好，除
了糖尿病，血糖血压、心
脏 都 亮 起 了 红 灯 。 他
说，虽然知道自己“余生
不多”，但耕读家风文化
展教的脚步，他一刻都
不愿意停下。

从局长到“邮差”再到馆长

为省钱修古宅摔裂腰椎

张书岩送展入校

张书岩收藏的清代种子收纳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