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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文旅融合旨在实现文化、旅游产业及相关要素相

互渗透、交叉融合或整合重组，逐渐突破原有产业边

界或要素领域，相互交融形成新的共生关系。坚持宜

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原则，全

方位、深层次、宽领域推动文化旅游发展。故宫博物

院、敦煌莫高窟、苏州博物馆等成为推动文旅融合的

主力军。

2021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进文化和

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

（2021—2025年）》《浙江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等相继出台，在推进博物馆改革

发展方面，明确提出乡村博物馆培育计划，计划在

“十四五”期间建设乡村博物馆1000家。乡村博物

馆是位于乡村范围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点收藏、展示、传播和传

承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文化、革命文化及乡村生产生

活、非遗保护、产业发展见证物，向公众开放，具有

博物馆功能的文化场馆。位于乡村的国有和非国有博

物馆可纳入乡村博物馆系列①。乡村博物馆充分发挥

了博物馆的各项功能，是可以成为乡村文化传承与发

展的重要载体。探究乡村博物馆的底层逻辑、发展态

势、培育路径，有利于推动这一新形态的文化展示据

点提档升级，使其成为文旅融合发展新阵地。

1　乡村博物馆的底层逻辑

1.1　传统村落是乡村博物馆的基底

中国的传统村落多数是在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环

境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社会环境综合作用

下形成的。受气候、土壤、技术条件等因素影响，乡

村居民从事的生产方式各不相同。于是，生活和社会

交往方式、土地利用形式、聚落形态、民居建筑等也

因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各具特点②。随着时代的变迁、

人口的迁移，各村落经历多次文化迭代或者文化堆积

形成与众不同的风貌，必然会留存下不同的物质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文化遗产所代表的便

是村落几百上千年的文化底蕴。

村落内的物质文化遗产又可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

可移动文物，是村落历史演变的重要载体。非物质文

化遗产起源于村落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村落人文风貌

的另一体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缺一不可。

然而，单纯强调加强保护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真正的保护，应当是将这些文化遗产自然融入村民的

日常生活，使保护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从而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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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一支强大的保护队伍。随着乡村的发展建设，

以村落文化遗产为基底建设乡村博物馆，很大程度上

可以在保护村落文化底蕴的同时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如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岕里婚庆博物馆，其坐落

于小浦镇方岩村的许家老宅内，展品丰富多样，包括

旧时岕里婚庆过程中的恋爱信物、婚礼用品等两百余

件珍贵物品，许家老宅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更是

为博物馆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岕里婚庆”已

成为长兴县小浦镇的一张文化金名片，推动了当地旅

游发展，增强了群众的文化认同感。

1.2　助力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是乡村博物

馆的目标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③。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发展

乡村旅游是一个重要渠道④。而提到旅游建设发展，

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旅融合事业，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重要战略部署⑤，乡村旅游更是如此。乡村博物馆

的建设，必须以助力文旅融合和推动乡村振兴为主要

目标，充分发挥其博物馆特性。博物馆不同于其他产

业的文旅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文化与旅游的叠加，而

是一种文化资源同旅游效能在共同价值驱使下的有机

结合。如今，博物馆已然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阵地，

不仅拥有文化传播的职能，还兼具着旅游休闲打卡的

特殊效能。乡村博物馆完全可以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

流量支柱，成为保护与创新、传承与发展、现代与自

然的调和者。

2　乡村博物馆的发展态势

2.1　丽水市莲都区的乡村博物馆

自浙江省于2021年提出乡村博物馆（展示馆）培

育计划以来，2022年，莲都区成功创建6家省级乡村

博物馆，2023年又成功创建2家乡村博物馆（具体参

见表1）。

2.2　乡村博物馆的类型

截至目前，莲都区所创建的8家乡村博物馆，根

据其展示内容可分为革命历史、非遗技艺和民俗文

化三大类型。其中，革命历史类3家：北乡革命纪念

馆、浙江铁工厂纪念馆、丽松宣边区革命纪念馆；民

俗文化类3家：碧湖乡贤馆、老竹畲族文化馆、稽勾

古道展示馆；非遗技艺类2家：鱼跃博物馆、畲凤民

族服饰展示馆。根据创展主体可分为集体主导、企业

主导和个人主导三种。其中，北乡革命纪念馆、丽松

宣边区革命纪念馆、碧湖乡贤馆、老竹畲族文化馆、

稽勾古道展示馆等5家为乡镇主导创建；鱼跃博物

馆、畲凤民族服饰展示馆为企业主导创建；浙江铁工

厂纪念馆为个人主导创建。从莲都区8家乡村博物馆

分类情况可知，目前莲都区在乡村博物馆的创建上，

乡镇为创建主力军，企业和个人虽有参与，但占比较

少。莲都区是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之一，从1926年冬到

1949年5月，历经23年的艰苦奋斗，留下许多感人的

革命史料及浙西南革命精神，故以革命历史为展陈内

容占有较大比重。

2.3　乡村博物馆的发展困境

由于莲都区的乡村博物馆创建工作仍处于起步

阶段，虽成功创建8家乡村博物馆，但依旧存在发展

困境。一是发展后劲不足。乡村博物馆虽然创建完

成，但部分馆缺乏后续发展力量；过度依赖政府资

金支持，尚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展陈空间、展品数量

与质量难以更新优化。二是业务水平强化难。乡村

博物馆现有管理人员大多为兼职，且基本不具备文

博领域相关知识，只能维持乡村博物馆日常开放，缺

少展览策展、藏品管理、参观讲解、研学拓展等业务

能力。三是乡村认同感较弱。乡村博物馆创建主体多

为政府和企业，虽承担了乡村文化宣传、展示、传承

等功能，但主要参观研究人员为文博爱好者和游客

等，本地村民在乡村博物馆中多数扮演的是被动接受

的角色，少有主动参与，导致乡村博物馆的职能没有

充分发挥，且缺少本地村民的关注，乡村博物馆难以

实现长远发展。

3　乡村博物馆的培育路径

3.1　拓展创建主体，凝聚乡村博物馆建设合力

无论是中央推动的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浙江省文

博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力推的创建1000家乡村

博物馆（展示馆），力推主体均为政府，现阶段乡村

博物馆的建设主体仍以各级政府为主体。各级政府为

建设主体有利于乡村博物馆建设的总体推动，能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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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规划有机结合，与相关政策相协调，同时可以做好

区域性规划布局，避免盲目扩张及不合理分布。且

政府为主体能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确保乡村博物馆

建设的进度及质量，同时避免同区域间过度同质化的

出现。但仅仅依赖各级政府为建设主体，难免会缺乏

活力，这就需要企业、村集体或个体参与，多方合力

共同创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乡村博物馆建设赋

能。如丽水市莲都区鱼跃博物馆，以丽水市莲都区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为主导，碧湖镇参与协调，丽水

市鱼跃酿造食品有限公司为建设方，三方协作，将鱼

跃博物馆建设成为一个集乡村博物馆、非遗技艺展示

馆、企业文化展示馆、研学教育基地于一体的多功能

序号 名称 地点 简介

1 北乡革命纪念馆
莲都区仙渡乡

葛畈村

北乡革命纪念馆展示了北乡革命老区（丽武宣缙游击区）的红色历

史。通过革命先烈使用过的武器装备、生活用具、文献书稿等展

品，讲述了反袁斗争、和合起义、双乐起义、雅梅起义、泄川起义

等发生在北乡的起义活动，以及刘英、粟裕带领的红军挺进师转战

北乡的革命历史和北乡人民抗击日军侵略的光辉事迹

2 老竹畲族文化馆
莲都区老竹镇

老竹村

老竹畲族文化馆由5个20世纪70年代的圆形粮仓改建而成。展览展出

畲族服饰、畲族日常生产生活用具200余件，重点突出具有畲族特

色的头饰、彩带、织绣、婚俗、饮食、农耕、文学艺术、民风民俗

等，全景式展示了当地畲族历史文化

3 碧湖乡贤馆
莲都区碧湖镇

人民街

碧湖乡贤馆是由汤氏宗祠这座四合院古建筑改造而成的，馆内分

“历史文化”“乡贤人物”“组织架构”“乡贤采风”“红色故

事”“西乡客厅”六个单元，共介绍了碧湖镇当地25位先贤、160位

今贤的事迹

4 鱼跃博物馆
莲都区碧湖镇

碧云街

鱼跃博物馆是丽水百年老字号“鱼跃酿造”的展示窗口，展览由

“农耕起源”“酿造沿革”“酿造文学”“非遗技艺”“鱼跃历

史”“企业文化”等板块组成，展出了农耕用具、酿造工具、酱醋

酒具、鱼跃工厂老物件等，场景化再现了酱、醋、酒等产品酿造的

过程，介绍了“鱼跃酿造”百年来的历史变迁

5 畲凤民族服饰展示馆
莲都区大港头

镇渡南路

畲凤民族服饰展示馆结合古堰画乡畲凤民宿、民族服饰设计师作

品，打造“民族服饰原生态展示区”“民族文化创意区”“民族文

化体验区”三个分区。展厅开放式展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服装、

织绣、饰品，以及纺车、织布机、女红用具等与服饰有关的展品

6 浙江铁工厂纪念馆
莲都区大港头

镇玉溪村

浙江铁工厂纪念馆位于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浙江铁工厂旧址—中

共处属特委旧址内。浙江铁工厂是抗战时期我国有名的武器生产基

地之一，为抗日军事力量提供了武器保障。展览原汁原味地展示了

铁工厂的生产工具和制造的子弹壳、枪榴弹盒等武器，以及与铁工

厂相关的徽章和文献，真实反映了共产党人艰苦卓绝、不怕流血牺

牲的奋斗历史

7 丽松宣边区革命纪念馆
莲都区丽新乡

马村村

丽松宣边区革命纪念馆由马村村当地古民居改造而成，分为“土地

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赓续红色基因”

四个展区，全面介绍了丽松宣边区的革命历史事迹

8 稽勾古道展示馆
莲都区雅溪镇

库川村

稽勾古道展示馆由库川村朱氏宗祠改造而成，是以古道文化遗存为

主要内容的专题展示馆。稽勾古道为丽水城六大通衢古道之一，是

处州府通京必经之路，曾称“古栝苍道”，是“为瓯栝达都会通

衢”。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处州西北至婺州二百六十里”即指

此道

表1　丽水市莲都区乡村博物馆情况表

096 Vol.301



【博物馆学】Museology

场馆。浙江铁工厂纪念馆，是个人和政府合作创建的

乡村博物馆，其创建个人便是该馆的讲解员。其在讲

解过程中能够更准确地传达相关信息，确保参观者能

够深入理解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和意义。个人作为创建

者，其对乡村博物馆充满了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会

通过他们的讲解传递给参观者，这种情感连接有助于

增强参观者对博物馆的认同感和兴趣，使参观体验更

加难忘。

3.2　改变发展观念，构建乡村博物馆新形态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网络的普及，群众对于博物馆

的需求已经不再停留在看这一层面，越来越多人所追

求的是具有可传播性、可互动性及可流量化。所以乡

村博物馆的发展观念也应有所改变和提升，以满足现

群众所需所想。一是强化与参观者的交流沟通，让参

观者参与到乡村博物馆的展示中来。通过设计各种互

动环节，如触摸屏幕浏览信息、实景体验、数字沙盘

展示等。现代传播学理论强调主体和参观者之间的互

动循环，参观者从被动认知走向主动认知，能够更深

入地理解和吸收展示内容。参观者参与其中，他们能

够感受到自己的参与和贡献得到了认可与重视，从而

增强对展示内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提

升有助于增强参观者对乡村博物馆的忠诚度和黏性。

二是打破空间束缚。空间不仅具有自然和地理的属

性，更具有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属性，正如马克思所

指出的：“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

要素。”⑥乡村博物馆应突破已有空间局限，利用数字

化技术以及线上展示平台，以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的群

众的参观需求。也可以把乡村博物馆定义到整个村庄

的维度，而不是一幢建筑之内。把所有展示、研究、

教育等方面内容布局到村庄之中，同村民的社会、经

济、生活等相结合，全方位、全领域展示特有乡村文

化，实现乡村博物馆同村庄一体化、活态化发展。

3.3　强化公益属性，提升乡村博物馆认同感

乡村博物馆自带博物馆的公益属性，在展示、保

护和传承乡村文化遗产的同时，满足群众的文化需

求，提升其文化素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但乡村

博物馆除了对外来参观者负有公益责任外，更应满足

本地乡村群众的需求。如今乡村老龄化日益加剧，乡

村博物馆在承担博物馆职责的同时，应适应老龄化趋

势。乡村博物馆与城镇中的博物馆最大的不同便是定

位于乡村，其有更大的宽容度。可以将乡村博物馆的

公共空间及馆外场所建设成适应老年人活动的场地，

适当增加灯光、便携坡道等设施，配备老花镜、常用

药物、饮用水等。乡村博物馆的部分空间也可以适当

打破展示区域的封闭性，成为半开放或全开放的场

所，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活动及社交场地。这有助于吸

引本地乡村居民到乡村博物馆参观，直接或间接地将

村民转变为乡村博物馆的参观者和建设参与者，提升

村民对本地乡村博物馆的参与度并增强认同感，进而

更好地推动乡村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丽水市莲都区创建的8家乡村博物馆是多主体参

与、实现多领域展示的场馆。在创建过程中有较多的

优秀经验，同时也存在不足。通过对丽水市莲都区乡

村博物馆创建的分析，从拓展创建主体，到改变发展

观念，再到强化公益属性，一定程度上为全国其他地

区的乡村博物创建提供参考。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

乡村博物馆有望成为保护、传承和展示乡村文化遗产

的重要场所，成为乡村振兴的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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