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有石磨， 村村有石

碾。 ” 在吃粮靠磨的年代，石磨是

农家不可或缺的家什； 随着现代

化工具出现，逐渐退出“时代舞

台” 的石磨，如今在哪里？

在山东日照五莲县于里镇赵

家辛庄村，有一座乡村博物馆，在

那里，330 件石磨成为展品，展示

着悠久的农耕文化。

山东日照赵氏石磨博物馆———

330件石磨展示农耕文化

巴黎圣母院雕塑原件中国首秀

记 忆

石磨转动的声响宛如乡间小曲

雨后的山村，空气里飘着泥土香。 沿

着小道往村头走，遇一院落，古朴而不失

庄重；抬头望，门上方，挂一牌匾，上书

“赵氏石磨博物馆” 。

展厅内，一件件、一排排石磨整齐置

于架上，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磨盘侧身

花纹，或画红梅、麦穗，或刻福字、姓氏，

有的苍劲有力，有的细腻入微。

展厅一角，一组铜色雕塑引人注目，

生动还原了推磨场景： 父亲两手攥住磨

杠，身体微前弓、迈出小碎步；母亲端着

簸箕，扬米去糠；及腰高的孩子，手握煤

油灯，紧盯磨台。

“这组雕塑有我童年时的影子。 ” 赵

氏石磨博物馆馆长赵洪祥轻抚磨盘纹

络，儿时记忆历历在目。

五莲多奇峰，石材资源丰富，与石磨

渊源颇深。 “我们县石磨制作匠人辈出，

石磨行销各地。 ” 赵洪祥介绍。

在没有现代工具的年代， 粮食往往

要经过石磨研磨，变成面粉、糁子后才可

食用，因此石磨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工具，

制作技艺至关重要。

赵洪祥的手艺历经家族 7 代传承。

在赵洪祥看来，儿时记忆里石磨“吱呀吱

呀” 转动的声响，是最动听的乡间小曲。

他的祖上是五莲县七宝山的一名石匠，

擅长刻碑、制石磨，并将技艺传给后代。

赵洪祥的父亲是家族技艺第六代传

承人。石磨磨粮，费时耗力。以前，父亲白

天要下地劳动，只能在晚上点灯推磨。

“夜里，磨盘咕噜地转着，中间的缝

隙‘吐出’ 白花花的细粮。 我在旁边趴着

等，时常听着声响、嗅着米香入睡。 ” 赵

洪祥回忆，“石磨转起来，意味着庄稼人

的日子有了奔头。 ”

办 馆

330件石磨来之不易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赵洪祥渐渐长

大成人，可父亲的头发白了，家里的磨盘

由厚变薄，磨齿变钝变平，更好用的现代

工具出现了，使用石磨的人越来越少了。

“村里经常看到被遗弃的石磨，有的

当台阶、垫井台，令人惋惜。 ” 赵洪祥感

到难过，在他看来，石磨不是一件简单的

器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伴随着我

们的祖辈度过了风风雨雨， 珍藏着宝贵

的农耕记忆。 ”

作为家族技艺第七代传承人， 赵洪

祥刻苦磨练技艺。 2021 年，他成为日照

的五莲石磨加工技艺项目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 此时，他深感重任在肩：“不

但要传承非遗手艺， 也要传承石磨文

化。 ”

同年， 山东成为全国乡村博物馆的

试点省份，鼓励各地深挖农耕文化、红色

文化、老字号等特色资源，因地制宜推动

乡村博物馆建设。“石磨曾陪我们‘同甘

共苦’ ， 就算现在没有了 ‘用武之地’ ，

也不应该被随意丢弃。 ” 于是，赵洪祥决

定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博物馆。

在乡间建博物馆，资金有限，怎样办

出特色？ 赵洪祥的定位是： 不求 “高大

上” ，但求小而精 、有“土” 味，扎根乡

土、浸润人心。

石磨从何而来？ 带着办馆的心愿，赵

洪祥与父亲骑车四处寻觅， 把散落在乡

间的石磨一件件收集起来。 “起初，收集

范围限于本镇，再到本县。 可我们慢慢发

现，收集的石磨种类、花样单一，材质基

本都是本土绿砂岩，花纹、造型也大同小

异。 ” 赵洪祥说。

地域不同，风俗习惯多不相同，石磨

风格也就迥异，例如有的地方好刻“福”

字，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有的地方

好刻画，民间韵味十足。赵洪祥意识到，要

想办好博物馆， 呈现出不同民俗风情、乡

土味道，必须放远目光，扩大收集范围。

几年间， 赵洪祥的足迹遍布大半个

中国， 将一件件被遗忘在角落的石磨

“请” 进了博物馆。 “330 件石磨来自不

同年代， 花纹是它们历经变迁的 ‘年

轮’ 。 ” 赵洪祥说，“每一件石磨都‘会说

话’ 。 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造就了不同

的样子，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在我眼里，

它们都是乡村文化瑰宝。 ”

未 来

博物馆要有自己的“生长力”

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展品渐多，参

观的人也多了起来。然而，水电、保洁、维

护等可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这些费用全

靠赵洪祥个人支出。

“要想让乡村博物馆持续办下去，必

须要有自己的 ‘生长力’ ， 首先要具备

‘造血’ 能力。 ” 赵洪祥说。

石磨取之于生活， 现在能否继续用

之于生活？赵洪祥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一块磨盘，轻则四五十斤，重则近百

斤。 赵洪祥记得，以前，父亲能轻松搬起

石磨，可上了年纪，就变得吃力了。 有一

次， 父亲想抬一块磨盘时， 不小心受了

伤，整个指甲都被掀下来了。

赵洪祥心疼父亲， 也随之产生了一

个灵感：“当下，国家正提倡推动非遗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能不能制作文创

产品，推出一款轻盈的石磨？ ”

在此基础上， 赵洪祥开创赵老汉石

磨品牌，保留手工锤凿等关键工艺。 近 7

年间，他获得 52 项发明专利，成果转化

为一款轻盈石磨，直径比巴掌略大，重约

5 千克，小巧轻便，轻摇手柄，即可磨出

鲜香的豆浆；产品推向市场，游客参观时

即可选购。

有了“造血 ” 能力，博物馆蓬勃发

展。 赵洪祥修缮展厅、完善设施，让参观

效果更佳， 同步推动乡村博物馆的内涵

建设，着重讲述石磨的历史故事、文化常

识、地域特色等。

午后，展厅迎来一群研学的孩子。 仅

在书本上见到的老物件，而今就在眼前，

他们好奇地在展品前驻足观看， 聆听解

说；有时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触摸着一

件件石磨，感受着石磨文化的独特魅力。

“博物馆成了旅游 、 研学 ‘打卡

点’ ，与周边景点串联成线，全程集研学

游玩、农耕体验、休闲采摘于一体，让这

条旅游线路更有文化味、乡土味。 ” 赵洪

祥说，“在这里， 农耕文化可见可感，孩

子们在触摸和体验中感受老一辈的艰

苦奋斗，明白粮食来之不易，树立勤俭

节约意识。 ”

岁月更迭 ， 石磨是时代变迁的缩

影，更是一代代农民奋斗的见证。 推磨

的年代已成过去， 古老的石磨依旧存

在，它们静静地躺在展架上，等待着前

来探寻的人。

李蕊

新华社电 由清代首位巡台御

史绘制的 《台湾图附澎湖群岛

图》、 绘制明代西北边旅的 《太原

至甘肃驿铺图》、 明万历年间出版

的《石渠阁精订天涯不问》等珍贵

中国古代地图 9 月初起在台北故

宫博物院展出。

题为“四通八达———古代道里

交通图籍展” 的特展展出了一系列

绘制道路并标记里程数的古代地

图，以及含地图的古代书籍，包括

行商用的路引和路程图、 专为帝王

出巡及谒陵绘制的往返程细图、戍

防巡边专用的边防图、大型驿路图

以及地方政区图等，地图绘制时间

从 14 世纪末延续到 20 世纪初。

其中，重要展品《台湾图附澎

湖群岛图》全长 7.72 米、宽 63 厘

米，据考证由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

叔璥绘制，详细记录了从台湾岛最

南端沙马矶头到北部大八里社渡头

的海岸线、码头、村落和城镇。

展览策展人、 台北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卢雪燕说，《台湾图附澎湖

群岛图》与台湾博物馆收藏的《康

熙台湾舆图》等清代台湾全岛地图

互相印证，都绘制出了 17 到 18 世

纪纵贯台湾南北的主要交通干线

“南北大路” 。

同时展出的《太原至甘肃驿铺

图》则展现了明代从山西省太原府

向北至大同以及北部边境的主线

支线驿路，全图颜色艳丽，兼具实

用和观赏价值。

其他有趣的展品包括明万历年

间出版的 《石渠阁精订天涯不

问》， 这本巴掌大的袖珍路程书由

浙江宁波 “石渠阁” 画室出版，意

在“行走天下，无须问路” ，涵盖了

明代南京、 北京、 十三省边路路程

图和水陆路引，可以说是古代交通

指南。

展览分为两阶段展出， 第一阶

段从 9 月 5 日到 12 月 1 日， 由驿

路大观、南北大路、清帝谒陵、行遍

天下、 市民大道单元组成； 第二阶

段从 12 月 7 日到明年 3 月 2 日，

除了驿路大观、 市民大道不变外，

其他 3 个单元变为巡边之路、翻山

越岭、南巡路上。

新华社电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 周年， 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近日宣布， 将于 9 月 25 日

至 2025 年 2 月 7 日期间推出中华

文明溯源特别展览。

据介绍， 该特展将分为 3 个单

元， 展示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和发

展的历史脉络。 展出的近 110 件展

品，来自内地多个省份和香港共 14

间文博机构。 展品中有 16 件为国

家一级文物，大部分文物是首次在

香港展出。

此外， 中华文明溯源展还将设

有多个多媒体装置， 为观众带来沉

浸式体验。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

将举办亲子考古工作坊等教育活

动， 让参加者了解考古工作的各个

范畴，并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

文化内涵。

中华文明溯源展是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中华文明” 系列的第二

个展览。 该博物馆曾于 2023 年下

旬举办“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

新发现” 特别展览，主要展出 120

件青铜器、 玉器、 金器及陶器等珍

贵文物。

新华社电 今年是秦始皇兵马俑考

古发掘 50 周年。 近日，“千古一帝的地下

王国———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 在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开幕，通过 230 件（组）文物

精品全方位、 多角度呈现秦始皇陵的面

貌、内涵和价值。

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陈列展览部副

主任叶晔介绍，展览以秦始皇陵考古发掘

成果为基础， 分为秦始皇帝等八个单元，

展示了秦始皇陵的总体布局、 礼制建筑、

陪葬坑、陪葬墓及出土文物等，以及这些

遗址和文物所反映出来的秦代政治、经

济、军事、艺术、社会生产、娱乐生活、精神

思想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秦始皇陵外城东门遗址、陵寝建筑

遗址、飤官遗址以及陵西一号陪葬墓出土

文物，都是首次在展览中与观众见面。” 叶

晔说。

秦始皇陵园为了解秦代物质文化和

精神思想提供了重要物证。 1974 年，秦始

皇兵马俑的发现揭开了秦始皇陵系统考

古工作的新篇章。 经过 50 年的考古调查、

勘探、发掘和研究，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了解了秦始

皇陵园的形制、结构与布局，基本摸清了

秦始皇陵区的遗存分布。

近日，“浴火重生———巴黎圣母院增

强现实沉浸式展览”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

放， 观众可以任意穿梭 800 余年时光，见

证经典场景，与包括石像怪在内的 4 件巴

黎圣母院雕塑原件互望。 这也是它们的中

国首秀。

4 件雕塑原件陈列在展厅最深处。 工

作人员介绍， 这个展览是献礼中法建交

60 周年暨中法文旅年重点项目。 800 多年

来， 巴黎圣母院数次历劫， 又数次重生。

2019 年， 这座宏伟大教堂的尖顶在火光

中轰然倒塌，令无数人为之惋惜。 随后，包

括中国设计师在内的各国建筑师、修复专

家、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其重建。 展出的

4 件文物就是在修复过程中 “退休” 的，

它们的复制品已经接棒在巴黎圣母院上

岗。

这可能是最近数百年来，这 4 件文物

首次以平视角度与观众见面。 曾经，它们

都位于巴黎圣母院外观的中上部，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只能仰头远观。

“走” 下来的文物，亲和度倍增。 造型

最别致的当属石像怪———从 19 世纪起就

蹲坐在巴黎圣母院南侧山墙上，设计师从

古代神话和中世纪传说中汲取了设计灵

感；2023 年，这件文物被移除。 最实用的

文物———滴水嘴兽，也是萌态可掬，它是

巴黎圣母院雨水排放系统的一部分 ；19

世纪中期，它和 200 多尊形态各异的滴水

嘴兽一同上岗。

科技之光照耀在这些古老的文物上，

赋予观众倒拨历史齿轮的机会。 在展厅

里，观众只要用平板设备扫一扫，就可以

走进“数字孪生的巴黎圣母院” ，开启一

场跨世纪的文化之旅。 一位专家举例，观

众能走进“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与观礼

者“交流” ，或是“拿” 起皇冠、手杖端详。

在这里，观众可以追溯 1163 年巴黎圣母院

始建时的遥远岁月， 移步间浏览数百年变

迁故事，见证修缮背后的精湛工艺，与从事

保护和修复工作的工匠“面对面” 。

刘冕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将推出中华文明溯源展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看古人如何“天涯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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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疍家博物馆位于海南陵水，是综合性疍家文化主题博物馆。 该馆于 2023 年

9 月开馆，致力于收藏、记录与传播疍家人的人文与历史。 疍家，是一个视水为陆、以

舟为室、浮游江海的群体，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沿海和江河湖口地带。疍家人特殊的

生产、生活环境，形成了迥异于陆上居民的水上社会。 新华 / 传真

“感知中国 - 敦煌文化走进新西兰” 活动日前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

旨在通过展示敦煌壁画、塑像、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增进中新两国人文交流，促进

民心相通。 新华 / 传真

9 月 12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与梅兰芳纪念馆联合主办的“纪念梅

兰芳诞辰 130 周年：九畹华姿———梅兰芳戏曲表演手势展” 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开

幕。 本次展览以梅兰芳纪念馆藏梅兰芳手势照片为基础，结合文物文献及当代以梅

兰芳手势为主题的再创作作品，展现梅兰芳情思起伏、气韵万千的手势艺术之美，彰

显京剧神韵。 新华 / 传真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开幕

诸多精品文物首次亮相

山东日照赵氏石磨博物馆———

330件石磨展示农耕文化

记 忆

石磨转动的声响宛如乡间小曲

雨后的山村，空气里飘着泥土香。 沿

着小道往村头走，遇一院落，古朴而不失

庄重；抬头望，门上方，挂一牌匾，上书

“赵氏石磨博物馆” 。

展厅内，一件件、一排排石磨整齐置

于架上，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磨盘侧身

花纹，或画红梅、麦穗，或刻福字、姓氏，

有的苍劲有力，有的细腻入微。

展厅一角，一组铜色雕塑引人注目，

生动还原了推磨场景： 父亲两手攥住磨

杠，身体微前弓、迈出小碎步；母亲端着

簸箕，扬米去糠；及腰高的孩子，手握煤

油灯，紧盯磨台。

“这组雕塑有我童年时的影子。 ” 赵

氏石磨博物馆馆长赵洪祥轻抚磨盘纹

络，儿时记忆历历在目。

五莲多奇峰，石材资源丰富，与石磨

渊源颇深。 “我们县石磨制作匠人辈出，

石磨行销各地。 ” 赵洪祥介绍。

在没有现代工具的年代， 粮食往往

要经过石磨研磨，变成面粉、糁子后才可

食用，因此石磨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工具，

制作技艺至关重要。

赵洪祥的手艺历经家族 7 代传承。

在赵洪祥看来，儿时记忆里石磨“吱呀吱

呀” 转动的声响，是最动听的乡间小曲。

他的祖上是五莲县七宝山的一名石匠，

擅长刻碑、制石磨，并将技艺传给后代。

赵洪祥的父亲是家族技艺第六代传

承人。石磨磨粮，费时耗力。以前，父亲白

天要下地劳动，只能在晚上点灯推磨。

“夜里，磨盘咕噜地转着，中间的缝

隙‘吐出’ 白花花的细粮。 我在旁边趴着

等，时常听着声响、嗅着米香入睡。 ” 赵

洪祥回忆，“石磨转起来，意味着庄稼人

的日子有了奔头。 ”

办 馆

330件石磨来之不易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赵洪祥渐渐长

大成人，可父亲的头发白了，家里的磨盘

由厚变薄，磨齿变钝变平，更好用的现代

工具出现了，使用石磨的人越来越少了。

“村里经常看到被遗弃的石磨，有的

当台阶、垫井台，令人惋惜。 ” 赵洪祥感

到难过，在他看来，石磨不是一件简单的

器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伴随着我

们的祖辈度过了风风雨雨， 珍藏着宝贵

的农耕记忆。 ”

作为家族技艺第七代传承人， 赵洪

祥刻苦磨练技艺。 2021 年，他成为日照

的五莲石磨加工技艺项目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 此时，他深感重任在肩：“不

但要传承非遗手艺， 也要传承石磨文

化。 ”

同年， 山东成为全国乡村博物馆的

试点省份，鼓励各地深挖农耕文化、红色

文化、老字号等特色资源，因地制宜推动

乡村博物馆建设。“石磨曾陪我们‘同甘

共苦’ ， 就算现在没有了 ‘用武之地’ ，

也不应该被随意丢弃。 ” 于是，赵洪祥决

定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博物馆。

在乡间建博物馆，资金有限，怎样办

出特色？ 赵洪祥的定位是： 不求 “高大

上” ，但求小而精 、有“土” 味，扎根乡

土、浸润人心。

石磨从何而来？ 带着办馆的心愿，赵

洪祥与父亲骑车四处寻觅， 把散落在乡

间的石磨一件件收集起来。 “起初，收集

范围限于本镇，再到本县。 可我们慢慢发

现，收集的石磨种类、花样单一，材质基

本都是本土绿砂岩，花纹、造型也大同小

异。 ” 赵洪祥说。

地域不同，风俗习惯多不相同，石磨

风格也就迥异，例如有的地方好刻“福”

字，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有的地方

好刻画，民间韵味十足。赵洪祥意识到，要

想办好博物馆， 呈现出不同民俗风情、乡

土味道，必须放远目光，扩大收集范围。

几年间， 赵洪祥的足迹遍布大半个

中国， 将一件件被遗忘在角落的石磨

“请” 进了博物馆。 “330 件石磨来自不

同年代， 花纹是它们历经变迁的 ‘年

轮’ 。 ” 赵洪祥说，“每一件石磨都‘会说

话’ 。 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造就了不同

的样子，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在我眼里，

它们都是乡村文化瑰宝。 ”

未 来

博物馆要有自己的“生长力”

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展品渐多，参

观的人也多了起来。然而，水电、保洁、维

护等可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这些费用全

靠赵洪祥个人支出。

“要想让乡村博物馆持续办下去，必

须要有自己的 ‘生长力’ ， 首先要具备

‘造血’ 能力。 ” 赵洪祥说。

石磨取之于生活， 现在能否继续用

之于生活？赵洪祥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一块磨盘，轻则四五十斤，重则近百

斤。 赵洪祥记得，以前，父亲能轻松搬起

石磨，可上了年纪，就变得吃力了。 有一

次， 父亲想抬一块磨盘时， 不小心受了

伤，整个指甲都被掀下来了。

赵洪祥心疼父亲， 也随之产生了一

个灵感：“当下，国家正提倡推动非遗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能不能制作文创

产品，推出一款轻盈的石磨？ ”

在此基础上， 赵洪祥开创赵老汉石

磨品牌，保留手工锤凿等关键工艺。 近 7

年间，他获得 52 项发明专利，成果转化

为一款轻盈石磨，直径比巴掌略大，重约

5 千克，小巧轻便，轻摇手柄，即可磨出

鲜香的豆浆；产品推向市场，游客参观时

即可选购。

有了“造血 ” 能力，博物馆蓬勃发

展。 赵洪祥修缮展厅、完善设施，让参观

效果更佳， 同步推动乡村博物馆的内涵

建设，着重讲述石磨的历史故事、文化常

识、地域特色等。

午后，展厅迎来一群研学的孩子。 仅

在书本上见到的老物件，而今就在眼前，

他们好奇地在展品前驻足观看， 聆听解

说；有时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触摸着一

件件石磨，感受着石磨文化的独特魅力。

“博物馆成了旅游 、 研学 ‘打卡

点’ ，与周边景点串联成线，全程集研学

游玩、农耕体验、休闲采摘于一体，让这

条旅游线路更有文化味、乡土味。 ” 赵洪

祥说，“在这里， 农耕文化可见可感，孩

子们在触摸和体验中感受老一辈的艰

苦奋斗，明白粮食来之不易，树立勤俭

节约意识。 ”

岁月更迭 ， 石磨是时代变迁的缩

影，更是一代代农民奋斗的见证。 推磨

的年代已成过去， 古老的石磨依旧存

在，它们静静地躺在展架上，等待着前

来探寻的人。

李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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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磨转动的声响宛如乡间小曲

雨后的山村，空气里飘着泥土香。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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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抬头望，门上方，挂一牌匾，上书

“赵氏石磨博物馆” 。

展厅内，一件件、一排排石磨整齐置

于架上，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磨盘侧身

花纹，或画红梅、麦穗，或刻福字、姓氏，

有的苍劲有力，有的细腻入微。

展厅一角，一组铜色雕塑引人注目，

生动还原了推磨场景： 父亲两手攥住磨

杠，身体微前弓、迈出小碎步；母亲端着

簸箕，扬米去糠；及腰高的孩子，手握煤

油灯，紧盯磨台。

“这组雕塑有我童年时的影子。 ” 赵

氏石磨博物馆馆长赵洪祥轻抚磨盘纹

络，儿时记忆历历在目。

五莲多奇峰，石材资源丰富，与石磨

渊源颇深。 “我们县石磨制作匠人辈出，

石磨行销各地。 ” 赵洪祥介绍。

在没有现代工具的年代， 粮食往往

要经过石磨研磨，变成面粉、糁子后才可

食用，因此石磨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工具，

制作技艺至关重要。

赵洪祥的手艺历经家族 7 代传承。

在赵洪祥看来，儿时记忆里石磨“吱呀吱

呀” 转动的声响，是最动听的乡间小曲。

他的祖上是五莲县七宝山的一名石匠，

擅长刻碑、制石磨，并将技艺传给后代。

赵洪祥的父亲是家族技艺第六代传

承人。石磨磨粮，费时耗力。以前，父亲白

天要下地劳动，只能在晚上点灯推磨。

“夜里，磨盘咕噜地转着，中间的缝

隙‘吐出’ 白花花的细粮。 我在旁边趴着

等，时常听着声响、嗅着米香入睡。 ” 赵

洪祥回忆，“石磨转起来，意味着庄稼人

的日子有了奔头。 ”

办 馆

330件石磨来之不易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赵洪祥渐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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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厚变薄，磨齿变钝变平，更好用的现代

工具出现了，使用石磨的人越来越少了。

“村里经常看到被遗弃的石磨，有的

当台阶、垫井台，令人惋惜。 ” 赵洪祥感

到难过，在他看来，石磨不是一件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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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承人。 此时，他深感重任在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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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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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浸润人心。

石磨从何而来？ 带着办馆的心愿，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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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说，“在这里， 农耕文化可见可感，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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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身体微前弓、迈出小碎步；母亲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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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常听着声响、嗅着米香入睡。 ” 赵

洪祥回忆，“石磨转起来，意味着庄稼人

的日子有了奔头。 ”

办 馆

330件石磨来之不易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赵洪祥渐渐长

大成人，可父亲的头发白了，家里的磨盘

由厚变薄，磨齿变钝变平，更好用的现代

工具出现了，使用石磨的人越来越少了。

“村里经常看到被遗弃的石磨，有的

当台阶、垫井台，令人惋惜。 ” 赵洪祥感

到难过，在他看来，石磨不是一件简单的

器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伴随着我

们的祖辈度过了风风雨雨， 珍藏着宝贵

的农耕记忆。 ”

作为家族技艺第七代传承人， 赵洪

祥刻苦磨练技艺。 2021 年，他成为日照

的五莲石磨加工技艺项目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 此时，他深感重任在肩：“不

但要传承非遗手艺， 也要传承石磨文

化。 ”

同年， 山东成为全国乡村博物馆的

试点省份，鼓励各地深挖农耕文化、红色

文化、老字号等特色资源，因地制宜推动

乡村博物馆建设。“石磨曾陪我们‘同甘

共苦’ ， 就算现在没有了 ‘用武之地’ ，

也不应该被随意丢弃。 ” 于是，赵洪祥决

定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博物馆。

在乡间建博物馆，资金有限，怎样办

出特色？ 赵洪祥的定位是： 不求 “高大

上” ，但求小而精 、有“土” 味，扎根乡

土、浸润人心。

石磨从何而来？ 带着办馆的心愿，赵

洪祥与父亲骑车四处寻觅， 把散落在乡

间的石磨一件件收集起来。 “起初，收集

范围限于本镇，再到本县。 可我们慢慢发

现，收集的石磨种类、花样单一，材质基

本都是本土绿砂岩，花纹、造型也大同小

异。 ” 赵洪祥说。

地域不同，风俗习惯多不相同，石磨

风格也就迥异，例如有的地方好刻“福”

字，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有的地方

好刻画，民间韵味十足。赵洪祥意识到，要

想办好博物馆， 呈现出不同民俗风情、乡

土味道，必须放远目光，扩大收集范围。

几年间， 赵洪祥的足迹遍布大半个

中国， 将一件件被遗忘在角落的石磨

“请” 进了博物馆。 “330 件石磨来自不

同年代， 花纹是它们历经变迁的 ‘年

轮’ 。 ” 赵洪祥说，“每一件石磨都‘会说

话’ 。 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造就了不同

的样子，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在我眼里，

它们都是乡村文化瑰宝。 ”

未 来

博物馆要有自己的“生长力”

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展品渐多，参

观的人也多了起来。然而，水电、保洁、维

护等可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这些费用全

靠赵洪祥个人支出。

“要想让乡村博物馆持续办下去，必

须要有自己的 ‘生长力’ ， 首先要具备

‘造血’ 能力。 ” 赵洪祥说。

石磨取之于生活， 现在能否继续用

之于生活？赵洪祥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一块磨盘，轻则四五十斤，重则近百

斤。 赵洪祥记得，以前，父亲能轻松搬起

石磨，可上了年纪，就变得吃力了。 有一

次， 父亲想抬一块磨盘时， 不小心受了

伤，整个指甲都被掀下来了。

赵洪祥心疼父亲， 也随之产生了一

个灵感：“当下，国家正提倡推动非遗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能不能制作文创

产品，推出一款轻盈的石磨？ ”

在此基础上， 赵洪祥开创赵老汉石

磨品牌，保留手工锤凿等关键工艺。 近 7

年间，他获得 52 项发明专利，成果转化

为一款轻盈石磨，直径比巴掌略大，重约

5 千克，小巧轻便，轻摇手柄，即可磨出

鲜香的豆浆；产品推向市场，游客参观时

即可选购。

有了“造血 ” 能力，博物馆蓬勃发

展。 赵洪祥修缮展厅、完善设施，让参观

效果更佳， 同步推动乡村博物馆的内涵

建设，着重讲述石磨的历史故事、文化常

识、地域特色等。

午后，展厅迎来一群研学的孩子。 仅

在书本上见到的老物件，而今就在眼前，

他们好奇地在展品前驻足观看， 聆听解

说；有时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触摸着一

件件石磨，感受着石磨文化的独特魅力。

“博物馆成了旅游 、 研学 ‘打卡

点’ ，与周边景点串联成线，全程集研学

游玩、农耕体验、休闲采摘于一体，让这

条旅游线路更有文化味、乡土味。 ” 赵洪

祥说，“在这里， 农耕文化可见可感，孩

子们在触摸和体验中感受老一辈的艰

苦奋斗，明白粮食来之不易，树立勤俭

节约意识。 ”

岁月更迭 ， 石磨是时代变迁的缩

影，更是一代代农民奋斗的见证。 推磨

的年代已成过去， 古老的石磨依旧存

在，它们静静地躺在展架上，等待着前

来探寻的人。

李蕊

赵氏石磨博物馆展厅展示的传统石磨和石磨文创产品。

展出的青铜鹤。

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 / 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