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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微小博物馆
可与社会大融合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

区正在打造一批社区微小

博物馆，除了新城社区史

迹陈列馆，宁丰社区也有

村史史迹陈列馆，丹顶鹤

社区设有面塑博物馆等。

社区微小博物馆的

独到优势在于接地气，可

以让社区群众近距离接

受博物馆的熏陶，而且具

备“小、快、灵”的优势。

但和社会上的其他博物

馆相比，社区微小博物馆

也有自身的局限，如馆

小，主题少，藏品不多，参

观者可能多局限于附近

居民等，提升社区微小博

物馆的服务水平是其需

要长期努力的方向。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的季爱娟教授说，博物馆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一部分，具有文化传播

与传承的功能。社区微

小博物馆也要走出去和

引进来，除了本社区居

民，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参观、体验。

季爱娟建议社区微

小博物馆要和社会大融

合。具体可以在以下几

个方向拓展：一、更多地

结合本土文化，引进非遗

文化体验与展览，用展品

加活动把静态的展出变

成动态的交流，提升吸引

力。二、社区微小博物馆

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有些

藏品可以相互交流展出，

还可以和收藏企业进行

联展。

文文//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沈芝强

图图//通讯员通讯员梁平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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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寿街建于民国时期

的古民居，精致典雅的砖雕、

石雕、灰雕、木雕、壁画、石脚

高窗、五彩窗花、灰砖、黄瓦、

青石板等，在经历了百年历

史风霜后，一种沧桑的质朴

美、岭南美和历史美，甚至是

西洋美扑面而来。

古朴的风韵、残留的旧

屋、老旧的侨房，仿佛在叹息

着岁月的流逝。虽很多已无

人居住，但看到不时结伴路

过的老街坊，还是能感受到

这里的生活气息。

自清乾隆以后，九江成

为南海的商业集散地，有着

“小广州”之称，作为商业繁

华地的古镇“九江大墟”，其

临涌的和由九江涌向两侧作

“非”字结构延伸出来的街

巷，在当年都是商业店铺或

“写字楼”，而人居之家或有

钱人家的“豪宅”都建在这个

商业中心的外围，用现代话

说就是“郊外”。

恰好万寿街就在这“郊

外”。民国时期的1926年，

九江曾成立九江特别市政

府，乡人李卓峰先生被孙中

山委为筹备处主任，足见九

江当时的繁华。

往昔繁华的万寿街，如

今面临两方面困境。一方面

是人的流失，万寿街入住率

仅 46.3%，房屋空置率达

53.7%，主要居住者为长者和

新市民。另一方面，面临儒

林文化的流失，长者难以传

授儒林文化，而新市民流动

性较大，对万寿街归属感不

强，认同感低。居民表示，希

望在街道上有公共活动空

间，活化街道上的空置房屋，

传承儒林文化。

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

说是精神之根，对于一座城

市或乡镇来说，则是活力与

灵魂。

怎样让年轻一代感受传

承儒林文化，怎样让传统建

筑具备美观性和实用性，怎

样让儒林文化融入现代社区

生活？这是值得儒林社区思

考的问题。

为什么要办儒林文化历

史陈列馆？儒林社区党委书

记麦桂均说，随着时代的变

迁，万寿街多数原住民都搬

到其他地方居住，老家中一

些老物件留着没什么实际用

处，扔掉又舍不得，陈列馆是

最好的去处。

“社区有陈列馆放这些

老物件蛮好，空闲时到这里

走走，又能想起过去的生

活。”麦桂均表示，最重要的

是，子孙们无法想象祖辈过

去的生活，带上孩子们逛陈

列馆，一件件老物件摆在那

里，可以给孩子们讲讲过去

的故事，让他们了解爷爷奶

奶辈的生活。

九江镇素有侨乡美誉，儒林

社区侨房众多，是九江镇侨乡文

化的重要纽带。在儒林社区党

委的支持下，社区党员、街坊会

会员、万寿街老街坊、新市民、社

会组织代表、社区志愿者骨干共

同参与了万寿街活化行动。

原本人去楼空破败的侨房

华丽变身。万寿街23号原是郑

嘉强的祖屋，他将祖屋免费给

社区打造成儒林历史文化陈列

馆，还将万寿街25号给社区改

造成社区花园；万寿街18号原

是儒林社区港澳同胞麦海雄居

住的地方，经过与兄弟姐妹商

量后，他把房子捐赠出来打造

成侨胞之家……

在儒林历史文化陈列馆，

一入大门这几个大字映入眼

帘，里面陈列的都是一件件承

载着旧日时光的老物件，这些

老物件都是街坊从家里拿出来

的，有碗、门牌、床等物品，都是

街坊小时候家里也有过、用过，

但不知什么时候，它们一件件

地流失了、不见了，如今再见，

犹如唤醒了一段记忆，让人的

心顿时柔软起来。

年过60岁的蒋艳芳是万

寿街居民，自从得知社区开展

万寿街活化项目后就加入其

中，还多次把家中旧物寄存出

来建设公共空间。“家里没有空

间了，堆在那里也是浪费，难得

有这样机会，就拿出来给街坊

一起欣赏。”她说，感谢社区给

他们老一辈提供这个平台，可

以跟年轻人有更多沟通交流的

机会，共同做好一件事情，实现

自身价值。

现在她成为一名志愿者骨

干，专门负责陈列馆和花园的

维护。“我已经退休了，家里又

没孙子要带，有时间有平台当

然要勤奋点啦。”蒋艳芳笑呵呵

地说，从家里到陈列馆每天都

会来回几次，看下要不要帮

忙。像蒋艳芳这样的热心街坊

有很多，自从儒林历史文化陈

列馆开馆后，街坊很快用旧物

将有两层的陈列馆填满了。

陈列馆旁边的社区花园，

变身风韵古朴、环境优雅的公

共活动空间，吸引了一班热爱

曲艺的老街坊前来练习。

儒林社区撬动和凝聚多方

参与空间更新，让传统建筑具

备美观性和实用性，让儒林文

化融合现代社区生活，以社区

公共空间和社区活动为载体，

共创居民心目中理想社区，赢

得多方点赞。

“这缝纫机我家以前也有。”“这风扇看

起来很有历史感。”……11月5日，九江镇

儒林社区街坊们来到新开的历史文化陈列

馆参观，馆里陈列的都是街坊们拿来的旧物

件，让大家从文物及资料中了解九江的儒林

文化。

儒林历史文化陈列馆坐落于儒林社区

万寿街，这里老旧的侨房见证了一段段历

史，是居民心中的集体回忆，也是九江儒林

文化的一个符号。

曾经热闹的万寿街不再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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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共同建设文化陈列馆

他山之石

▲
儒林文化历史陈列

馆摆放的老物件。

▲
陈列馆一角。

社区花园吸引了一

班热爱曲艺的老街

坊前来弹奏。

▲

▲万寿街25号改造前后对比图

■■儒林文化历史陈列馆旁儒林文化历史陈列馆旁

边的社区公园风韵古朴边的社区公园风韵古朴、、

环境优雅环境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