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浩奇

8月14日至15日，济宁市文物系统(故宫
博物院)专题培训班在北京开班，这在全国
地市级文物系统中，是首次将文物专题培
训班搬进文物知识最高殿堂——— 故宫。培
训班邀请了吴良镛真传弟子、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等国内顶尖文物保护专家授
课，学员们还有幸到故宫非开放区实地参
观学习，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对文物保护
的责任感。

本次培训班是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
物保护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山东省文物读
书会精神的背景下开办的。“打铁还需自
身硬”，为使济宁文博管理人员在原来基
础上提升新境界，跟上时代发展的思维模
式和方法，更好地促进文博事业全方位发
展，一场搬进文物圣地、挪到大师膝前的
培训班应运而生。

“我们的梦想就是在五年之后紫禁城
600岁生日之时我们能够把一个壮美的紫禁
城完美交给下一个600年。”在8月14日晚
上的培训班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以
《文物博物馆单位管理的辩证法——— 以故
宫博物院为例》为题，对文物单位管理工
作展开了精彩论述，台下33名学员聚精会
神，获益匪浅。此外，故宫博物院常务副
院长王亚民、副院长宋纪蓉也分别就文创

工作、文物医院等主题与学员们进行沟通
交流。

专家授课结束后，学员们又对办班地
点故宫进行了实地参观学习。期间，他们

到漱芳斋、延春阁、重华宫等故宫非开放
区域进行了参观，并就文物保护主题，对
这处明清24位皇帝工作、生活的地方进行
了研究学习。

“如果没有这次打破常规的培训班，
我也许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些非开放区域的
珍贵历史文物，一辈子也感受不到大师们
对待文物的态度和责任。”培训班学员泗
水县文广新局副局长李景凤深有感触地
说，她空前感受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神
圣，并将用真心对待每件文物，为中国文
化和中华文明作出贡献。

“就像学英语一样，与其在课堂上死背
单词，不如到它的发源地去生活、体验和实
践。”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燕说，走进故
宫，接近大师，聆听教诲，感触中国传统文
化的优秀和传统文明存在的体温，能近距离
地接触很多对社会没开放的文物，见识到了
专家们对这些文物的态度、对文物的保护责
任，这对一个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有着更直
接的推动作用。

“十二五”以来，济宁市文物系统始终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创新思路理念，
强化工作举措，狠抓责任落实，圆满完成了
各项目标任务，全市文物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文物工作在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地位显著提升，社会影响力
越来越大，文物事业发展走在了全省前列，
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为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经济文化强市作出了
积极贡献。

济宁在全国地市级文物系统中首次将文物专题培训班搬进故宫

负笈文物圣地 聆听大师智慧

□李爱国

短短两天的学习培训，使我真真正正地体会到了作为
一名文物人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也进一步深
化了对于继承发扬文博事业，不断放大其服务经济、文化
及教育功能的认识。

文博事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文化产业。让不可
移动的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一个个旅游景点，让可移动的文
物从博物馆、库房里走出来、活起来，变成一个个既体现
传统文化又赋予现代意识的文创产品，不能不说是当前经
济发展中的一朵奇葩，也成为有力地支撑地方经济建设的
栋梁。由此，我们当珍而重之。

对于地方来讲，大力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建设，创
新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让博物馆走进社区走进乡村，
不断创新馆藏文物展示利用模式，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和体
验我们古老的文明、传统的底蕴，何尝不是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服务大众精神需求的最佳途径呢？由此，我们当珍
而重之。

做好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就是不断发挥物质文化遗产
的教育功能。通过对馆藏文物的科学研究，让我们走进古
老文明的精华、体验传统文化的温度，提升中华文明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由此，我们当珍而重之。

故宫从它成为一个公共的文化设施以
后，第一天就面临着管理的问题，这管理问
题越来越复杂。2012年故宫的游客突破了
1500万人次，成为世界唯一一座每年要接待
1000万人次以上的博物馆。故宫存在“五个
之最”：世界上接待观众最多的博物馆，单
日接待观众最多的博物馆，观众的成分最多
样化，故宫观众目的性最复杂，故宫庭院里
面分散的观众不集中。对于这样一个地方的
管理我们要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

禁与放的关系是文物保护单位首先要确
定的。故宫向社会公布全院工作人员不允许
抽烟，对于抽烟的观众也会没收打火机。故

宫实行游客实名制游览，对一些持假学生
证、假导游等不法人员，只要有一次违章、
违法行为，它的身份证就刷黑了，再也不能
进故宫。为了处理好堵和疏的关系，故宫现
在把所有门洞都打开，十分畅通。开放地点
增多后，故宫增加了观众咨询中心，让观众
及时了解周边景点。

只有地上没有垃圾，屋顶没有草，墙面
是整洁的才像一个负责任的开放单位，才像
一个博物馆。为了在古与新之间做得恰到好
处，故宫加强古建筑的零修工作，专家们开
始培养徒弟，进行木作、瓦作、油作等的培
养，两年进行考评，六年出师，培养一批传

承人；还有培养传统的建材人才，建材一点
一点的一道工序都不能少，一定按照传统工
艺做才行。

除此之外，做好文物单位尤其是故宫这
样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工作，还
要处理好快与慢的关系、减和增的关系、闭
和开的关系、精与博的关系、雅与俗的关
系、内与外的关系以及学和研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
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我们的梦
想就是在五年之后紫禁城600岁生日之时我
们能够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美交给下一
个600年！

单霁翔：文物博物馆单位管理的辩证法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普遍提升，文化创造、文化创新、
文化创意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博物馆的文
创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提倡发
展文化产业，文化创新，可以使博物馆从陈
旧的思想观念里解放出来，一方面加大投
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
的建设，千方百计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
权利的实现，另外一方面大力扶植经营性文
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多层面的文化需求，
大大推动了故宫乃至博物馆系统文化的全面
发展。

近两年来故宫文创产品的创新举措，
不断引发大众与媒体的赞叹和关注，把故
宫文化带回家，观众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
小产品，更是对故宫的一份情感，对传统
文化的一次体验和认知，故宫文创的新理
念。

故宫的文创秉承这么四点：以弘扬传统
文化为己任，以社会公众需求为导向，以时
代前沿科技为依托，以扎实的学术科研为支
撑。故宫文创要讲四个结合：故宫文创要与
大众日常生活相结合，要与馆藏文物相结
合，要与社会创作团队力量相结合，要与有

文化担当的管理科学、品质优良的制作企业
相结合。

产品的研发取得较大的进展。首先我们
不断丰富产品种类，2014年全年新品上市265
种。其次我们注重打造故宫文创的明星产
品，也加强了主题型产品的研究，这是新品
研发的数量对比。

截至2014年故宫博物院研发的文化产品
已经累计达到6700多种，图书有1000多种。
我们把文创产品一共分为六大类，器物类、
书画类、玩具类等。故宫文创产品多次被外
交部选为国礼赠送外国领导人。

王亚民：文创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

文物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为制
定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案，需要像医生诊断病
人那样诊断“生病”的文物，这就是“文物
医院”的概念。

文物医院的基础是故宫博物院拥有的
“传统文物修复技术”和“现代的科学技术
手段”。前者包括古书画的装裱与修复、古
书画的临摹与复制、青铜器的修复与复制、
宝玉石的雕刻与镶嵌、传世漆器与木器的修
复、古钟表的修复、文物囊匣的制作和丝织
品的保护修复技术等。这些技术经过世代相
传，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拥有了完整的工艺
流程，是具有故宫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故宫博物院不仅珍视这些传统工艺技
术，对其开展有效的保护和科学化研究，同

时也在不断将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引入现
有的传统工艺技术中。

有了文物医院的基础，将如何构建其
体系呢？第一步就是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
建立。为了保留文物的原始信息与人工干
预后文物状态的改变而对文物原状与修复
过程进行全面记载，相当于是给文物建立
了一份详尽的“病历”。第二步是对文物
病害的诊断。故宫博物院在修复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规范化”的表述
方法，即建立图示标准。目前已经形成了
一份适合于院藏纸绢类文物的病害分类及
图示准则，规定了院藏纸绢类文物的病害
范围、基本术语及定义、病害分类和图示
中的文本内容与格式、病害标识符号以及

画面的基本概述、病害描述等。第三步，
需要借助一些现代科学仪器，针对文物的
病害进行科学会诊，目的是科学地确定修
复方案。第四步，“文物医生”需要结合
保护修复工艺开展科学研究，才能解决问
题，实现技术进步。

“文物医院”在有了基础与科学化构
建之后，还应思考文物的预防科学。其中
包 括 了 可 能 对 文 物 造 成 影 响 的 环 境 因
素——— 温度、湿度、光照、霉菌、虫害
等，自然灾害——— 地震、洪水、暴雨、台
风等，以及各种人为风险。而惟有秉持科
学的态度，以完善的监测体系和精确的数
据为基础，才可能将影响文物的危害因素
降到最低。

宋纪蓉：像医生诊断病人那样诊断“生病”的文物

培训班学员在故宫认真研究学习济宁文物系统(故宫博物院)专题培训班现场

单霁翔(右一)同济宁市文物系统培训班全体人员合影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右二)为学
员授课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中)为学员授课

在继承创新中放大

文博事业服务功能

□孔德平

济宁市文物系统2015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暨读书会使我
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文物局长座谈会及省文物局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读书会精神的认识和把握，受益匪浅。下
步，我们将做好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章。

我们将立足曲阜208处文物保护单位和819处文物点，
全面落实确保文物安全万无一失的各项基础性工作，继续
做好“三孔”及外围古建维修，推进文物保护规划和方案
的编制报批；继续做好文物防汛、防火和防破坏工作，落
实好文物消防、安防和防雷等专项工程建设。

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发展中保护”的理念，
按照“提境界、树形象、扩市场”的思路，深入挖掘孔子
及儒家思想，做好文物资源活化利用文章，在文物系统树
立起一个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标杆。做好晨钟开城、
暮鼓关城、祭孔展演和孔府大戏台等演艺项目，深化丰富
“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新模式，自主研发曲阜特色文
化旅游产品。与此同时，强化景区开放管理和接待服务，
推进文物资源惠民工程。

让文物在保护

和利用中“活”起来

□李彬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次济宁市文物系统半年
工作总结暨读书会通过赴故宫博物院实地观摩、专家授
课、集中学习和交流讨论的形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提高
境界、拓宽思维的大门，从思想认识上，使我们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上有了更深的触动。

故宫博物院在文物保护、内涵挖掘和文化展示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通过当面聆听单霁翔院长和两位副院
长的高端授课和现场观摩，我感到不虚此行。最大的收
获是认清了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形势，坚定了做
好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决心，也明确了今后工作
的目标和方向。

邹城市作为孟子故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在新形势下，要走出一条文化遗产活态利用与
传承发展的“邹城模式”。为丰富完善文物展示载体，我
们以孟庙孟府景区改造提升为重点，完善传统礼仪活态展
示，打造国家级政德教育基地，孟庙孟府孟林积极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工作，构建“斯文在兹”的儒家文化
展示载体体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挖掘整理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走出文化遗产活态利用

与传承的“邹城模式”

16 专版 2015年8月18日 星期二

电话:(0537)2399971 Email:dzrb163@126 .com

◆专家观点◆

◆学员心得◆

□马正栋

近期，济宁市文物系统专题培训班在故宫博物院举
办，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副院长
宋纪蓉就文物修复保护、文物安全、文创产品开发及文保
单位的管理等业务分别授课，同时还通过实地参观进行了
现场教学。这次培训对我触动很大，受益匪浅。

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文物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辉煌，
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只有让老百姓走近文
物、贴近文物、与文物交流，文物才能真正“活起来”，
否则我们的传统文化就难以传承。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艺
术和科学价值。要以敬畏历史、抱朴求真之心对待文物，揭
示文物背后的故事。要坚持修旧如旧，保护文物真实性、完
整性的原则，真正做好文物保护，让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
承。突出宣传教育功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文物真正“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各
地区、各省之间乃至与其他国家之间，要加强文物对外交
流合作，推动一批富含中国文化、凝聚中国智慧、展现中
国气派的精品文物展览“走出去”。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为学员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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