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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征是乐东县利国镇农民，
却长年投身于收集和研究海南本
土文物。他调侃自己“不务正业”。

“8卷《崖州布遗存百品》样本
册基本完成，就剩下封面设计了；
用海南1000件古纺织文物创制可
流动策展的‘文化木乃伊’，今年将
按计划完成。”4月3日，55岁的周
长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正在做
这两件事，信心十足。

周长征的信心来源于他创办
的崖州布博物馆。

乐东县利国镇新联村有一栋
三层民宅，走进小院别有天地：院
门口放置古代糖寮生产用的多套
石绞以及生活用的石臼、石盆等老
物件；门前小院旧木桌上放着一堆
书，有《西汉人口地理》《海南岛志》
《崖州志》等。

这是周长征的家，门口墙上挂
着一块牌子——崖州布博物馆。
一楼靠墙放着数个玻璃柜，里面整
齐陈列着多种古老石器和各朝代
陶器、瓷器等老物件。“我从1989
年开始走南闯北，深入乡野考察和
采集文化遗存，并多方深入了解海
南人文和历史，收集民间老物件
6000多件套。”周长征说，2011年，
他在自家宅院创办崖州布博物馆，
将收藏和研究聚焦于琼南地区曾
经产出并成为棉纺织“活化石”的

“崖州布”。
二三楼房间，无论是靠墙的立

柜，还是地上的木箱，里面都整齐
摆放着多种颜色、各种花纹的土布
和古代纺织用的各种材料。“这是
明代琼南殷实大户人家女儿出嫁
配送的绣被；这是清代中期的坐
褥，也称椅披；这是民国时期老年
妇女用的头巾……”对于每一件藏
品，周长征都如数家珍，所有藏品
他都分门别类地整理成系列。

依托丰富的藏品，周长征对崖
州布的研究也非常深入。他像痴
迷收藏一样痴迷读书，并且笔耕不
辍，发表了《海南岛琼西南延德“隋
唐文物”采集考献》《中国棉纺织的
开端：海南灌木野棉》《海南棉纺崖
州布》等多篇学术文章。

周长征的行为，正如他的名
字，多年来延续着一个人的文化

“长征”，一次直至生命末了的苦
旅。

“中国棉纺织始于海南灌木野
棉。史籍记载，海南岛上的先住民
黎族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就掌握
棉纺织技术，是中国最早掌握棉纺
织技术的群体之一。”周长征说，黄
道婆客居海南37年，学习古崖州
棉纺织先进技术，后传回松江并遍
及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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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有文化觉醒的精
神，和无可推脱的责任，挖掘、
保护、弘扬曾经出现在身边而
即将消逝的文化。”说这话的，
是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新
联村农民、崖州布博物馆馆长
周长征。

“我收藏的这个穿孔圆
石，文物考古专家说是一件在
海南纺织史上具有重要考古
意义的新石器时代石制纺
轮。”说这话的，是乐东县黄流
镇中灶村农民、琼南历史文化
民间博物馆馆长蔡宁。

“不少外地人认为海南是
文化沙漠，但我们收集到旧石
器以来的各种文物显示，海南
岛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
文明。”说这话的，是乐东县佛
罗镇白沙河谷文化园主人袁
金华。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
话，让文化说话，这是专家学
者们的事业。但乐东民间有
一群人，他们是农民，是商人，
是老师或是退休老人，数十年
如一日，痴迷于收藏文物，建
起个人博物馆，热心研究当地
历史，彰显海南文化自信。

“建设白沙河谷，我们历尽艰辛，
幸运的是，我们得到省委省政府、县
委县政府以及省县多个相关部门的
认可、支持和帮助。”袁金华说，对于
馆藏的历史文物，不仅要研究、挖掘、
传承，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
化说话，还要发挥社会效益和拓展经
济价值，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传统
文化的活力。

2016年6月11日，中国第11个
文化遗产日，“崖州藏美·海南民间文
艺家藏品展”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
乐东7家民间博物馆珍藏品集体亮
相。媒体以《“崖州藏美”惊艳骑楼》
为题进行报道。省文联给予高度评
价：“一群立志于寻找崖州文明碎片
的海南民间文艺家，将多年积累的珍
贵藏品，向公众呈现出来，让千百年
来风姿绰约却隐藏于世的崖州文化、
海南文明得以展露风采，意义非凡。”

“崖州藏美”活动唤起人们对渐
行渐远的农耕文化的记忆，展现的不
仅是乐东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更
是一种精神文化所在。这种共同记
忆，这种精神文化，产生一种凝聚力
和责任感，在乐东的经济、社会、文
化、教育等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乐东民间博物馆“崖州藏美”已
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文旅
融合大背景下，正逐步转化为重要的
文旅资源，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到
访乐东。4月2日，地处山区的乐东
西黎民族文化展示馆接待游客70多
位，地处沿海的乐东黄流龙窑博物馆
接待来自广州、海口的两批参观者60
多位……

民间博物馆“崖州藏美”，增强了
乐东的文化底蕴，保存了琼南的历史
记忆，丰富了海南的旅游资源，未来
开发利用潜力无限。乐东将利用海
南环岛旅游公路，与周边的旅游资源
相结合，开发设计历史文化游、艺术
体验游等主题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深
入体验当地的文化和历史，打造海南
特色文旅品牌。

“博物馆通过深度挖掘自身的文
化资源，如历史故事、民间艺术品、民
俗等，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展览和教
育活动中，通过创新的展示方式和互
动体验，打造新的文旅品牌，能够为
地方吸引更多游客，提升游客文化体
验。”袁金华说，白沙河谷正在对馆藏
精品进行数字化处理，未来将开发各
类文创产品，如纪念品、艺术品复制
品、文化衍生品等，不仅增加博物馆
的收入，也让游客能够将博物馆的文
化带回家，进一步扩大博物馆文化的
影响力。

背靠尖峰岭主脉，挨着白沙大桥北端，
紧邻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坐落着一个特别的
园区——白沙河谷文化园。

“我这大门设计有讲究，上面三角造型，
是母系社会建筑结构；下面方形结构，是中
原建筑风格。”4月2日，记者来到白沙河谷
文化园，有传奇色彩的72岁老人袁金华一边
推开大门，一边如是介绍：这样的设计，体现
白沙河谷文化内涵。

走进大门，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迎面并
排立着两块古朴巨石。“这两块石头历史久
远，上面有古人类打磨的印迹。”袁金华说。

白沙河谷是本土文化园，由海南本土景
观文化生态园和海南本土文化博物馆组成，
占地面积25亩。文化园有山丘、沟谷、清泉
和水草湿地等生态资源，有古井、古窑、甘泉
驿遗址等历史资源，还有母系屋、石祖塔、南
海神针等人文资源。博物馆里藏品有远古文
化、崖州文化、黎族文化、海洋文化，有石器、
铜器、铁器、陶器以及纺织与生活工器等，最
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晚期打制的石具器物。

“同这些弥足珍贵的展品久久对视，我
感到时间在浓缩，文明在浓缩，在升华。”参
观白沙河谷博物馆，海南本土作家关义秀
说，他试图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一次文明
之旅，聆听来自久违时空的美韵清音……

早在2012年，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海南
省博物馆、海南省收藏家协会等单位专家组
成文物鉴定专家组，对白沙河谷博物馆藏品
进行系统整理、鉴定、分类、登记、建档，鉴定
文物总数1292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10件
（套）、一般文物1182件（套）。从2019年开
始，白沙河谷博物馆根据专家组鉴定成果，
编辑印刷《白沙河谷博物馆文物图集一》，同
时，对馆内尚未鉴定、登记的部分文物进行
鉴别、分类、拍照和建档，编辑印刷《白沙河
谷博物馆文物图集二》。两本图集1200多
页，双手捧着沉甸甸的。

袁金华出身农民，当过老师，做过邮递
员，但他把收藏当作一生的事业。1974年，
他开始有意识地发掘、收集、保护和研究海南
本土历史文物。50年追求，50年积累，袁金
华建成海南民间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
库，把白沙河谷打造成了海南本土文化地标。

一位文化学者参观白沙河谷后说了这
样一段话：古代海南，曾被人们认为是文化
沙漠，袁金华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偏见，海
南古代也曾有辉煌的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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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物、建博物馆，在乐东，袁金

华是一位先行者。事实上，乐东有一群
人数十年如一日，痴迷研究本土文化，建
起一批各具特色的民间博物馆，成为一
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海南225国道九所镇中灶村段，路
边有一栋三层民宅，门口挂着“琼南历史
文化民间博物馆”的大长牌。三层楼6个
房间又挂着6块不同的小牌：琼南史前文
化展区、琼南古陶瓷文化展区、琼南非遗
文化——黎汉传统工艺展区、琼南书契
文化展区、琼南古建文化展区、琼南农耕
文化展区。

“我从1995年开始在琼南民间收集
文物，涉及地理、历史、民族、乡规、俚俗
等，馆藏文物从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
至海南解放初期，其中不乏反映海南史
前文化的各类石器。”馆长蔡宁说，部分
馆藏品如史前厚形制大石斧、史前刻符
双肩石斧、史前石戈、史前蝶形石饰、史
前记忆石棒、史前陶刀等，均为海南较早
发现的高古文物。

如果你想了解海南黎族历史文化，
到乐东县大安镇西黎村，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西黎村虽然是大山里的一个小
村庄，但却“藏”着一座民族文化展示
馆。馆主人王秀芹是一名普通的黎家妇
女，从事收藏30多年。

黎族同胞在海南岛居住生活历史悠
久，但随着时代发展变迁，黎族传统器物
越来越少见。走进西黎民族文化展示
馆，有一种走进历史长廊的感觉。馆里
藏品有女性装饰品、生活器具、农耕工
具、纺织工具、狩猎武器、黎族织锦等黎
族群众曾使用过的各种器物，有数千件
之多，涵盖黎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个石器，是昌化江畔一位老人送给
我的，看着像斧头，据老人说，这是一个远古
的物件。”王秀芹指着展示馆一楼展台上一
块石头说，清华大学一位考古学教授看到该
石器后，惊讶地说：海南有这样的石器，说明
黎族同胞在海南岛生活的历史久远。

乐东地处偏远的民族地区，由于诸
多原因，直到去年才建立国有博物馆。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乐东就涌现出
一批民间收藏家，他们怀着一腔热情深
入黎村苗寨收集文物。目前，乐东成规
模的民间博物馆就有7家，除白沙河谷文
化园、琼南历史文化民间博物馆、西黎民
族文化展示馆外，还有乐东黄流龙窑博
物馆、乐东绿之南民族文化展示馆、崖州
布博物馆、乐东黎苗藏馆等。民间博物
馆各有特色，自成体系，成为游客了解当
地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的收藏、研究、
展示和教育机构，承载着历史见证、文化
传承和知识普及等多重职能，其数量和质
量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地区的文明
程度和文化发展水平。乐东民间的7家博
物馆，展现了乐东人文化觉醒和责任担
当，彰显了海南历史底蕴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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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记者 周月光

琼南历史文化民间博
物馆主人蔡宁。
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在西黎民族文化展示
馆，一位小朋友在敲击黎
族乐器。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周长征和他收藏的崖州布。
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摄

琼南收藏家蔡
宁收藏的一件黎族
雕画木盒。

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摄

琼南历史文化民间博物馆内的部分石纺轮。 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摄

琼南历史文化
民间博物馆珍藏的
青釉刻花罐。

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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