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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风景：
有远古风景也有

现代桃花源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眼
睛。想要了解一个城市的历
史、文化、风俗，一定要去这个
城市的博物馆去看看。海滨城
市三亚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
孕育了这个城市与众不同的多
元文化，有贝壳文化、民俗文
化、自然文化等等。但对游客
来说，三亚自然博物馆是个比
较特殊的存在。

三亚自然博物馆建筑面积
2400平方米，馆内采用高科技
声、光、电技术，再现了1.4亿年
前的世界，馆藏品包括被联合
国教科文称为“20世纪最惊人
的发现”——辽西热河古生物
化石；贵州关岭、河南西峡、山
东山旺动物群、宁夏同心生物
群、内蒙古、甘肃等全国各地珍
贵的古生物化石以及海南独有
的动植物标本，亦有被誉为“东
方神木”的海南阴沉木、石中精
品——五指山黄蜡石等共两千
余件展品。

三亚自然博物馆坐落于三
亚大小洞天旅游区，很多市民
游客在游览景区时，也会顺便
到该馆打卡。小朋友们更是喜
欢这个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看着一件件古老的化石，
他们仿佛看到了亿万年前生物
的影子。

如果说三亚自然博物馆是
远古时代的科普风景，那海南
楚风木石博物馆则是一花一世
界的现代桃花源，那里寸步寸
景、绿意盎然，包含了中国古典
哲学的美感，是独具海南特色
的盆景天地。10月初，海南楚
风木石博物馆在海南花卉大世
界开馆，展出野漆、吊壁、山桑、
穿破石、夜来香等40多种以原
生海南树材创作的盆景，以及
《十八罗汉》《达摩》《屈原》《苏
东坡》等南渡江古沉木雕刻作
品，吸引了不少省内外人士的
关注。

“一棵矮壮雄茂的植物有
大气，亦有霸气，尤其是树干中
间巧出一窟，别有新意，因而就
汤下面，命名为‘有容乃大’。
世间人物，有若树之胸怀否？”
海南楚风木石博物馆馆长胡庆
魁是海南盆景艺术方面的专
家，1993年来琼后，他痴迷于
海南树种盆景创作和南渡江树
化石、古沉木及海南黄花梨收
藏，亲手制作了数百盆盆景，他
多年来一直在海南的山水间寻
觅，收藏了不少形状各异的木
化石（也称硅化木、树化石，品
质卓越的称树化玉）。

这些木化石曾经都是鲜活
的生命，为中侏罗纪晚期产
物。1.4 亿年前，海南气候温
暖，高大乔木繁茂，由于地质异
变，地震、火山爆发，原始森林
的参天大树顷刻间被掩埋，高
温高压缺氧，在漫长的岁月中，
经历地下水的化学交换、填充，
树木的木质部被二氧化硅等所
置换，而将树木的原始结构保

铭德票证博物馆收藏的民国结婚证。

白沙河谷的展品。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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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于是形成木化石。
“海南茂密的森林覆盖，为木化石准

备了‘原材料’，而南渡江等河流又为木化
石的形成贡献了‘孵化器’，有了这些‘孵
化器’，有了一亿多年锲而不舍水的抛光、
沙的打磨，木化石方才脱胎换骨。”胡庆魁
的海南楚风木石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他
希望通过这些展品，可以引起人们对自然
和历史的敬重与关心。

据了解，海南绝大多数民办博物馆都
是免费对外开放，这些博物馆不但让收藏
者从“独乐”升华为“众乐”，也为城市文明
贡献了一股力量。

本土文化风景：
在这里读懂对海南文化的坚守

“白沙河谷”听起来像是个地名，但它
实际上是家民办博物馆的馆名。2012年
7月26日，一则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报
道，让这个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的
博物馆一夜之间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白沙河谷”的主人是一名邮局退休
职工，名叫袁金华，今年已年过七旬。自
1974年起，凭着对海南本土传统文化的
一腔热爱，袁金华不断发掘、收集、保护、
整理与研究本土的历史遗留物件，甚至不
惜花光自己全部积蓄，尽一己之力，将一
件件具有海南地域文化特质的文物留住，
这一坚持就是45年。

白沙河谷本土文化园占地面积 25
亩，园内已建成海南本土文化博物馆两
座，馆内展示黎、苗、汉各族文物5000多
件，其中青铜蛙锣等是典型代表，更有纸
质古籍、图书几万册。走入馆内，黎锦龙
被、鹿皮画、黄花梨、鹿皮鼓等特色藏品让
人目不暇接，上至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
磨制石器，下至近代海南黎族的生产生活
用具，在这里都有了具体的展现。

多年来，袁金华不仅在收藏器物，更
在不断学习中努力建构自己的研究体
系。他认为，海南黎族文化、中原移民文
化、贬官文化、海洋文化都十分独特，但

“本土文化”更应该是对这些文化的整
合。白沙河谷就在多年坚韧探索几种文
化的对比整合中，综合地解读海南文化。

袁金华的想法代表了海南绝大多数
民办博物馆馆主的收藏思路。据海南日
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海南几乎每个市县
都有一家主打海南民俗的民办博物馆，
如，三亚民俗博物馆、槟榔谷景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物馆、海南锦绣织贝黎锦博
物馆（海口）、琼中民俗博物馆等，只是馆
藏面积有大有小，藏品质量不一，知名度
或高或低。

民间收藏历来是民众信心的晴雨表，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盛世收藏”之说。对于
热爱收藏的人士而言，收藏不仅是一种投
资，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当民众的热情与
地方推动地域、产业、行业文化的规划契合，
必然会出现井喷式发展，促进民办博物馆
如雨后春笋般萌芽。

当然，海南民办博物馆的蓬勃发展，
首先得益于2015年施行的《博物馆条例》
赋予非国有博物馆的“国民”待遇，在法律
层面明确了非国有博物馆的地位和属性；
其次，2018年海南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
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实施意见》也体现
了海南在性质、职能、责任、权益等方面公
平对待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的原
则。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都是公共博
物馆，都有责任繁荣公共文化，展现海南
本土文化之美。

趣味风景：
“独家记忆”里的情感打动

早晨的阳光倾泻而下，笼罩着海口中
山路，光影下的屋檐廊道显露出岁月的痕
迹。海口骑楼老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之一，也是海南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
地”，每位来骑楼老街的游客都会有不一
样的收获，也许是听到街角咖啡馆传出一
段悦耳的钢琴曲，也许是在中山路60号
的票证博物馆里，用老票证打开通向过往
的窗户，得以窥见往日的时光。

从“私家珍藏”到“社会共享”的华丽转身

市井风景里的海南私家藏馆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相对于国有博物馆，私人博
物馆往往位于寻常巷陌，为个人

创作或收藏的艺术品和文物开
设。近年来，民间收藏掀起热
潮，海南民间博物馆也遍地开
花。10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南省民政厅了解到，目前在
省内登记注册的民间博物馆有
30余家。

在海口复兴城的海南琼脂沉
香博物馆，一件件老物件讲述着
海南沉香的前世今生；澄迈天福
体育博物馆里有2000余件体育
藏品，是体育爱好者的“打卡”之
地；海南三亚海上军事博物馆是
海南省唯一的军事题材博物馆，
这里展出的导弹护卫舰、导弹驱
逐舰、退役潜艇、登陆艇等总会让
大小朋友大饱眼福……不少人
在旅行中会选择到特色博物馆
打卡，把博物馆当景点来游览。
海南民办博物馆都蕴藏着哪些
风光呢？跟着海南日报记者来
看看吧。

天福体育博物馆收藏的奥运会纪念盘。海
南
日

报
记
者
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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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游客在铭德票证博物馆参观。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