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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博物馆咋不“生态”了？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11-1 期数：583 阅读：496次

 
 

本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好路子，到头来却“走了样” 

 
 
 

 本报记者 李寅 文/图 
 
 
      2002年7月成立的贵州省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是中国生态博物馆群之一。如今，人们再

次走进这座生态博物馆，悄然发现，除了亘古的山水之外，这里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 

 
 
 

镇山要保护的是啥？ 

 
 
 
      在离贵阳市21公里的西南方，有一个被当地人誉为真山真水的民族村寨——镇山村国家级布

依族生态博物馆。 

 
      在村口路旁的山崖石上，刻着约翰·杰斯特龙的头像，村民们日暮劳作归来，都会不经意地看

看他。就是这位挪威友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中国的生态学专家带到这里。当他穿过村寨的

石拱门，站在错落有致的石阶上放眼望去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饱经风霜的古城墙、武

庙、巷道和民居，如同一首古朴的民谣；布依族少女悠扬的歌声，在这里百年传唱；穿着青蓝色

布依族服装的妇女坐在石板上雕花，孩子们在大人身边欢乐嬉戏；远处河水碧光映衬出一幅山水

田园美景。 

 
      这种蕴涵深厚民俗文化的美已经到了极致。约翰·杰斯特龙感叹，这似乎就是中国古人所企求

的“世外桃源”。 

 
      此后的几年里，经过中国专家和约翰·杰斯特龙的努力，他们向挪威王国申请到了50万美元

的专项资金，把镇山这个布依族小村寨建成生态博物馆。 



 
      2002年7月，他们如愿以偿，“博物馆”开馆了。 
 
      其实，光凭真山真水还不足以打动挑剔的中外专家。 
 
      镇山的资本是什么？ 
 
      400多年前“平播”之役，明王朝指派李仁宇将军屯兵于镇山，与该村的布依妇女班氏结

合，生二子，长子姓李，次子姓班。如今，在镇山，李、班两姓同为一家，和睦共处，两种文化

得到较好融合。村内既完整地保存着屯兵的石墙、三合院民居、武庙等遗存，还保存着融汇汉族

和布依族民居特点的木构架石板房，让今人似乎看到400多年前那场民族融合的轨迹。 
 
      而镇山的布依族歌舞、服饰、婚俗、节庆等布依族文化曾经远近闻名。 
 
      按照当初与挪威王国签署的协议，镇山村“生态博物馆”应由三个部分组成——村寨原貌、

信息资料中心场馆和居民新村，就是说镇山村在向外界展示“生态博物馆”的定位时，三者缺一

不可。 

 
      遗憾的是，自从2002年开馆以来，作为生态博物馆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的信息资料中心的

大门一直紧锁，直到2005年，为迎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该中心才得以

与观众见面。 

 
 
 

当初设想的“博物馆”如今有点“走样” 

 
 
 
      记者曾经不下5次到过镇山村。除了亘古的山水之外，这里似乎一切都变了。 
 
      记者走访了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发现，50岁以下的居民已多数不能够用完整的布依语交流，民

族语言面临着失传、消亡的威胁，布依族服饰在村民身上踪影难寻。 

 
      行走在村寨里，除了那些硬性规定不能拆除的石拱门之类的建筑之外，看不到布依族原汁原

味的生活习俗。而最为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级生态博物馆、一个有着400年汉族布依族融合

历史的村寨，竟然没有一张成熟的介绍资料，游人也不能从里面带走一件布依族民族工艺品。 



      这就是镇山村国家级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如今已偏离了“当初的设想”。更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级生

态博物馆、一个有着400年汉族布依族融合历史的村寨，竟然没有一张成熟的介绍资料。 

 
      相反，村民更热衷的是开餐馆。村子分为上寨下寨，在毗邻湖最近的下寨，几乎每一家都是

餐馆。在这个“生态博物馆”里，游人有的是一种奇怪而又无可奈何的感觉。坐在一家家经过简

单装修的民居里，窗外是美丽的青山秀水，还有飘荡招摇的餐饮广告牌，耳边充斥的是现代卡拉

OK和噼里啪啦的棋牌、麻将碰撞声。 
 
      贵阳市区的很多上班族已经习惯了周末相约到镇山，不是为观光赏景，而是去找一个便宜而

又时髦的地方潇洒。 

 
      不过，游人的光顾使镇山尝到了甜头。 
 
      镇山村委会主任班有作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镇山村，130多户人家年人均收入不足30
0元，到去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000元，远远高出了邻寨。如今在镇山，村民很少再下地干活

了，他们坐在家里等待游客的光顾，而地里的农活，却是20元或30元一天请邻村的人来干。 
 
      有人说，镇山是大学校园旁边的餐馆一条街；有人说，镇山是一个供贵阳人休闲娱乐的“山

庄”。总之，“生态”的概念在镇山已经渐行渐远。 

 
      不少的专家在担忧镇山的未来。贵州民族学院副院长杨昌儒教授说：“镇山村独特的文明形

态，几乎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而这一现象一旦出现，镇山村将会面临以下问题：文化方面，独

特的布依文化特质将消失；经济方面，将会迅速回到原来的状态。因为，失去文化支撑的镇山村

的山水风光是无法吸引游人的，而以旅游作为主要经济收入的镇山村，则会回到未开发前的经济

状态。” 

 
 
 

生态博物馆，巩固比建立更艰难 

 
 



 
      1998年，贵州六枝梭戛长角苗建成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此后，包括布依族、

侗族、汉族在内的4座生态博物馆相继建设完成，贵州成为中国建设生态博物馆时间最早、数目最

多的省份。此后，内蒙古、广西、云南都先后建立了生态博物馆，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经

达到8座。 
 
      班有作对镇山的发展很是担忧，据他介绍，在去年“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

坛”期间，项目组分别给予贵州3个生态博物馆250万元的资金支持，而镇山由于“没有让专家满

意”，到手的资金只有58万元。 
 
      在生态博物馆发展的路上，遇到尴尬的不只是镇山。锦屏县隆里古城汉族生态博物馆，古城

的保护工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但到今天，部分古建筑破坏依然严重；一些新式建筑对古城

传统建筑风格也是一种破坏。富有特色的隆里汉戏目前仅有极少数年长者能演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尽管一些官员不愿意使用“已经走样”的说法，但是，一个村子建成一

座生态博物馆后游人的大量增加，给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乃至管理带来的威胁，真正成为管理部门

一个尴尬的话题。 

 
      管理者最真切的感受是：“生态博物馆，巩固比建立更艰难。” 
 
      生态博物馆的巩固缘何成为一个难题？其实生态博物馆在这些村寨中产生，是政府和专家行

为。实际上，在中国古老村寨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对村民来说是一种超前行为，也就是说老百姓还

没有形成文化自觉，在强势文化的面前不堪一击。 

 
     “生活在这个社区里的居民决定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方向。”东南大学余压芳博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社区村民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认识决定了生态博物馆的走向，国外的经验是对社区村

民进行培训。” 

 
      加拿大于1978年建立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时首先就建立了指导中心，对居民进行了3年的培

训。 

 
      余压芳说：“在镇山村，对社区公众进行大规模的培训做得不够。” 
 
      对社区村民的培训是必要的，巩固生态博物馆，也许还应该听听挪威文物专家达格·梅克勒伯

斯特针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发展所提的意见：“对于生态博物馆的理论理解程度，在不同的管理

层有不同的差距，而在中间管理层对生态博物馆的理解还认为是旅游发展问题。” 

 
 
 
小资料 

 
 



生态博物馆知多少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的生态博物馆已经超过300个。 
 
      中国自1998年以来建成了9座生态博物馆，分别是梭戛苗族、镇山布依族、隆里古城汉族、

堂安侗族、地扪侗族、南丹里湖白裤瑶、三江侗族和熬伦苏木蒙古族、章朗布朗族生态博物馆。 

 
      广西建立的南丹、三江两座生态博物馆同时是广西民族博物馆的科研基地。专家的介入，提

升了村民文化保护的自觉性，使生态博物馆真正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努力，被称为“广西模

式”。 

 
      内蒙古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有一辆流动的文化大篷车，不仅把旅游者从机场接到大草原，而

且在车上就可以浏览生态博物馆的种种资料，体现出其对待旅游者的体贴、细微之处。 

 
 
 

路在何方？ 
 
 
                                                    余压芳 
 
 
      我国目前建成的9座生态博物馆，其实施范围和保护对象都是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传统乡

土聚落。而在它们建立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又恰恰是我国各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如何保护传统乡

土聚落的时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保护对象的交叉和各种保护措施的并行。 

 
      在贵州和广西（实施生态博物馆项目的两个主要省份），生态博物馆都被作为重要的保护对

象，得到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重视，表现出明显的“打招呼效应”。同时，一些传统乡土聚落

既是生态博物馆项目的实施范围，又是民族文化村寨保护的实施范围，同时还可能是相应级别的

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在管理上就出现了行业归口与行政隶属关系的交叉对接。从省一级的行业部门管理现

状看，贵州和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的行业归口部门是省文化厅文物处，而其他受保护村寨的行业主

管部门为建设厅村镇处。 

 
      从县市一级的行政隶属关系看，则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方式，如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在建立之

初是作为一个行政科级单位，挂属贵州省六枝特区文化局主管，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则没有作

为专门的行政单位，只是由贵阳市花溪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代管。 

 
      从这些困难来看，理顺生态博物馆保护方式与其他传统乡土聚落的保护方式的关系，是解决

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值得思考的是：建立了生态博物馆的村寨和其他传统乡土聚落的主要区别又



是什么呢？它们是否还需要实行其他常规的对于传统乡土聚落的保护措施？如果需要的话，那么

实施的主次关系又如何？是有关部门直接给生态博物馆所在村寨部署保护工作呢，还是所有的策

略都统一到生态博物馆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式中？ 

 
      事实是，在硬件建设上，生态博物馆的资料信息中心是其区别于其他传统乡土聚落的主要内

容；在软件管理方面，生态博物馆的日常管理机构介入到村寨的日常事务之中。从具体实施的保

护措施上看，生态博物馆还要依靠各种职能部门对传统乡土聚落的保护、扶贫等相关措施的执

行，而其保护成果也主要归功于常规保护措施的力度加强，而真正的属于生态博物馆特有的保护

方式——“社区参与”制度，在各个生态博物馆中都显示出较大的实施难度。所以，在今后的建

设工作中，制定和执行切实有效的“社区参与”推进机制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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