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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名建筑设计师汪克来说，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算得上是

他众多作品中一个有“现场感”的

作品。来参观这座乡村博物馆的

国内外嘉宾有不少就是他推荐的。

“意外”接手博物馆设计
王小梅最初请汪克为博物馆

做设计时，他婉言推辞了。没过多

久，他到翁贡村三友坡参观老建

筑，刚好遇到王小梅等人在开挖博

物馆基槽，被王小梅亲手建博物馆

的行为感动，汪克在现场就勾画了

建设草图。“我就多问了一句，结果

自己掉进去了。”他回忆道。

虽 然 开 了 头 ，但 能 否 坚 持 下

来、能不能接受设计理念？汪克

说，国际上通常是建筑师负责制，

但在国内，很少有把建筑师创意做

出来的业主。

挑战很多，施工力量不强，缺

经验、没资金。尤其是在博物馆尾

翼建造时，资金短缺使原入口大厅

计划搁浅。汪克放弃原先设计，思

考了一天一夜后，提出六片尾翼墙

设想，解决了难题。

对汪克而言，设计这个博物馆

有偶然也有必然，“说偶然，是整件

事都不在计划中；说必然，是因为

我从业 30 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能够

有较高完成度的建筑，这次刚好有

了这样一个机会。”

“生长”出来的博物馆
相比城市博物馆，建在乡村的

民间博物馆更强调“地方叙事”，汪

克把它称为建筑的“在地性”。在

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建筑是从这

个地方“生长”出来的，可以成为这

个地方的精神载体、文化载体。

为了充分汲取当地的文化基

因、生态养分，在设计博物馆时，汪

克对展厅采用了三种空间形态来

呼应乡村博物馆的“地方叙事”：

第一个展厅为水平展开的弧

形 空 间 ，自 然 光 接 入 ，带 来 垂 直

感。层高不高，能将体积不大的乡

村文物“体面地”展现出来。面向

院落还开了景观窗，加上材料质感

和肌理，给人一种强烈的现场感。

第二个展厅空间开敞，让人耳

目一新。5.4 米的层高可完整展示

大件文物，开阔的空间能容纳 300

多人，视线穿透性强。大厅中央还

设了自然光展台，配合两侧天井窗

和高窗，可以将前厅积累的感受推

向高潮。

第三个影像展厅观众可以得

到不同的空间体验，旁边还有一扇

小小的景观窗，将室外景观拉进展

厅，达到入画的效果。

“除了空间，还有伴随空间的

光影，围合空间的质感和肌理，这

些共同构成建筑的现场感。”汪克

说，完成度好的建筑能够产生强烈

的现场感，而建构是关键。手上记

忆博物馆通过好的建构、不错的完

成度，与“地方叙事”找到了结合，

互为表里，犹如“生长”出来的一

样，将建筑的“场所精神”请了出

来，端坐在博物馆里。

从建筑学的角度，汪克认为，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的实践具

有推广价值。多年来，受法律制

度、规范标准及建造现实阻碍，建

筑 的 建 构 这 一 核 心 价 值 难 以 实

现。而手上记忆博物馆的设计让

人想起“礼失求诸野”，在当前的环

境下，小型乡村博物馆建造更易回

归建造本质。

建筑亦是文化艺术
多年来，汪克参与了包括四个

省级博物馆在内的 20 多家博物馆

的方案及实施设计。

梁思成先生曾说，许多建筑物

是我们文化的体现、文明的大宗遗

产。

完成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

的设计，是帮小梅老师，也是帮我

自己做个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我

们把建筑的美做出来了，包括材料

的美、建构的美。”

“博物馆是城市发动机。现在

看来，这个发动机不限于城市，也

适用于乡村振兴。”汪克说，贵阳市

手上记忆博物馆是文物的载体，承

担了文化保存者的角色；博物馆有

保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基础功

能，还承担着教育者的角色。他认

为，博物馆的四大基本功说到底就

是对人的激励，鼓励人们追求更美

好的生活，在市场环境下这也是对

经济的推动。

留存乡愁记忆
架起沟通桥梁

——来自贵阳首个人类学民间博物馆的报道

从贵阳市区出发，驱车 20 多公里，便可到达位于观山湖区

金华镇翁贡村三友坡的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仲夏时节，

慕名而来的学者和游客源源不断，有游客在留言本上写下这

样一句话：美丽的山谷回声。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建成以来，持续抢救非遗作品。

观山湖现代服务产业试验区与属地政府金华镇，借助打造

文博中心的契机，积极支持博物馆开展文化保护、文化交流

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座

博物馆作为乡村历史文化和贵州民族文化的鲜活载体，在传

承乡村文脉、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旅融合等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贵阳乡村振兴热潮中一股不容忽视的

文化力量。

不久前，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院

长、凤凰县山江苗族博物馆副馆长

石群勇专程来到贵阳市手上记忆

博物馆参观学习。

身为 民 间 博 物 馆 研 究 领 域

的 学 者 ，石 群 勇 一 直 关 注 着 国

内 民 间 博 物 馆 的 发 展 。 一 次 网

上 浏 览 ，贵 阳 市 手 上 记 忆 博 物

馆 进 入 她 的 视 野 ，“ 这 个 博 物 馆

很有特色，还经常有人类学专家

学 者 汇 聚 ，我 特 别 想 来 学 习 交

流。”石群勇说。

民 间 博 物 馆 有 着 独 特 的 魅

力 和 本 土 特 质 。 据 统 计 ，截 至

2023 年 ，全 国 登 记 备 案 的 博 物

馆 达 6833 家 ，其 中 民 间 博 物 馆

有 2247 家 ，占 比 32.88% 。 无 论

规 模 大 小 、创 办 者 是 谁 ，民 间

博 物 馆 都 是 我 国 博 物 馆 体 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在

诸 多 领 域 填 补 了 国 有 博 物 馆 的

空 白 。

“民间 博 物 馆 在 留 住 文 化 基

因、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石群勇说，我国是

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绚丽多彩，

非遗项目众多。然而，国有博物

馆大多集中在中心城市，难以覆

盖到所有地区，也难以将民间丰

富的文化遗产尽数囊括，民间博

物馆恰好是很好的补充，承载着

当地的文化认同、精神归宿和浓

浓乡愁。

“在手上记忆博物馆，我看到

了 其 对 社 区 文 化 空 间 的 一 种 支

撑，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是本

地人，村民们在馆里参加蓝花印

染培训，跟着学了许多手艺，慢慢

地 有 了 一 些 收 入 ，我 非 常 感 动 。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是从人类

学家的视野出发建造的博物馆，

学术性、专业性兼备。未来，这里

将 是 贵 州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文 化 高

地。”石群勇说。

“会说话”的建筑
——访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设计师汪克

学者石群勇：

这里将成为贵州重要文化高地

▋ 传承非遗，在乡村建一座博物馆

博物馆的二层有一个手作空间，里面摆满

了以蓝色为主色调的手工作品，收纳盒、书签、

胸针、帆布包、发卡、永生花。工作人员蒋敏正

忙着向嘉宾介绍作品。

“除了可以挑选做好的作品，游客还可以自

己体验，体验项目主要有蜡染、印染、纸扎染

等。”蒋敏说。

蒋敏是翁贡村十一组的村民，以前在药

厂 流 水 线 打 工 。 考 虑 到 孩 子 还 小 ，前 些 年

回 了 家 。 贵 阳 市 手 上 记 忆 博 物 馆 建 成 后 ，

开 始 开 发 文 创 作 品 ，她 是 第 一 批 参 加 培 训

的手艺人。

“之前领材料回家做手工作品，现在全职在

博物馆，参与管理，也做一些手工活。”蒋敏说，

现在一个月有两三千块钱收入，每天走几分钟

来上班，时间灵活，活也不累，既能照顾家里

人，又能挣点零花钱。

“挑花绣这种活，村里的很多嬢嬢都会做，

大家会领材料回家，做好了拿过来，我们集中售

卖。”博物馆还会组织培训，蒋敏的挑花绣手艺

就是在博物馆的培训班学的。

在蒋敏的身旁，61 岁的王大芬正专注地

做着胸针，只见针线一圈一圈地从蜡染的棉

布边缘穿绕 ，半个小时后 ，一个漂亮的胸针

就做好了。

“我们以前做布鞋，经常补补缝缝，学起来

也不难。”王大芬儿子一家在外打工，她在家除

了种地喂鸡，还要照顾 80 多岁的老人。

现在，王大芬做完家里的活，就来博物馆做

手工。“做了一年多，今年正式加入团队，有固

定工资喽。”王大芬笑着说。

在一百多平方米的手作空间，这群干了半

辈子农活的妇女有说有笑做着手工，工作场所

从地里转到了博物馆，手上技艺成为了她们的

增收技能。

在博物馆手作空间，挂着“贵州省省级非遗

工坊示范点”“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

培基地”“贵州省乡村振兴巾帼基地”“筑城工

匠”等牌子。

“这里 的 人 世 世 代 代 都 是 农 民 ，通 过 博

物 馆 ，他 们 变 成 了 手 艺 人 ，生 活 状 态 也 发

生 了 改 变 。 在 这 个 博 物 馆 ，人 人 都 是 运 营

者 、管 理 者 ，也 是 受 益 人 。”王 小 梅 介 绍 ，目

前 馆 内 的 村 民 基 本 都 是 省 级 、市 级 、区 级

的 乡 村 工 匠 。

乡村博物馆作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连

接着乡村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共同记忆，是

乡村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载体。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是一座以文化人

类学方法来建造的民间博物馆，更注重物与

地域、手艺人、村庄文化空间及家族文化系统

的关联性研究，功能更丰富，也更复杂。

“老物件承载的是生命的故事，大量手

工 做 的 老 物 件 正 在 消 失 ，已 然 成 为 一 种 记

忆、一种文化遗产。”王小梅说，贵阳市手上

记 忆 博 物 馆 中 的“ 记 忆 ”取 了“ 技 艺 ”的 谐

音，就是想通过博物馆留住记忆，连接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为了留住乡村记忆，博物馆建成后，王小

梅带着馆内的人开始了一场老物件“拯救”行

动，“东西旧了，人们往往就会处理掉，很多老

物件就这样慢慢消失了。”

之前，一位村民家中有一把旧凳子，是这

户村民母亲的陪嫁物。王小梅带人去他家

时，老凳子斜放在屋内一角，村民正准备拿去

烧火。在他眼里，这凳子已毫无用处，当作废

物处理掉再正常不过。当他听了讲解后才意

识到，原来这些老物件也有价值。

摆 在 馆 内 的 一 张 木 质 床 ，来 自 另 一 户

村 民 家 里 。 王 小 梅 去 到 村 民 家 时 ，这 张 清

朝 时 期 的 老 床 放 在 偏 僻 角 落 ，床 上 堆 满 了

杂 物 。 这 家 人 修 了 新 房 子 ，正 打 算 把 老 床

烧掉。

这场“拯救”行动，让一件件快要消失的

旧物在馆中“变废为宝”，成为村史民俗的见

证，留住最后的乡土记忆。

“手工作品饱含着一个时代的人的情感，

蕴藏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智慧、审美和记

忆，这是工业产品无法替代的。”王小梅感慨。

“博物馆收藏的不仅有服饰、布料等非

遗 作 品 ，还 有 一 些 快 要 消 失 的 农 具 、竹 编

等 。”贵 阳 市 手 上 记 忆 博 物 馆 工 作 人 员 周

娟 霞 说 ，为 了 让 更 多 人 参 与 保 护 和 传 承 民

族 文 化 ，春 节 时 ，博 物 馆 还 会 给 村 民 拍 全

家福，与村民联动写春联、打糍粑，希望通

过 传 统 节 日 与 村 民 连 接 起 来 ，壮 大 文 化 保

护和传承力量。

“与村民的互动是有效的，不断有人加入

到博物馆工作中来。保护者也好，手艺人也

好，希望每个人都因这个博物馆得到认可，建

立文化自信，让他们被更多人看见，有更多资

源进来，帮助农村农民，也帮到博物馆，增强

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动力。”王小梅说。

从经济效益来看，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

馆短期内或许不突出，但内容价值的输出对

贵州民族文化的赋能和产业的帮助是巨大

的。博物馆的目标是希望建成贵州的一个民

族文化高地，通过这一方空间，也能看到贵州

民族文化及其价值。

▋ 拯救旧物，留住最后的乡土记忆

自 2002 年开始，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

创建人、馆长、非遗学者王小梅就开始参与民

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并发起蓝花

叙事公益文化项目。

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过程中，王小梅想

找一个可以让民族文化集中展示，并可以实

现长久发展的基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空间限制被打破，城市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2018 年，王小梅决定回到家乡，在乡村建造一

个民族文化博物馆，当年 11 月，用老房子改造

的手上记忆博物馆落成开放，成为贵阳市第

七家民间博物馆。

虽然长期在乡村开展田野调查，但建造博

物馆的决定对她而言，是一段全新的、辛苦的

文化之旅。在 2022 年博物馆新馆启动建设

后，困难远比想象的多，人才、资金都缺。修

博物馆还需要专业技术，王小梅和团队成员

都并非专业人士。

说到团队成员，包括她在内，总共才 4 个

女生。王小梅自己担任“总设计师”，边学边

教。“每个人都很努力、很认真去做这个事

情。”王小梅说。

参与施工的村民不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

施工缓慢，工期被拖延。他们更想不明白的

是，为何要来村里建博物馆？

2023 年 5 月，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是贵

阳市首个人类学民间博物馆。走进博物馆，

服饰、工具、染布等藏品带着浓浓的民族文化

元素，随处可见“蓝花叙事”字样。

“蜡染、印染、纸扎染作品大多以蓝色为

主色，纹样多为花鸟鱼虫，这代表了博物馆藏

品和研究的主要文化脉络。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大多也是女生，她们的生命状态就像空谷

幽兰，有一种安静的美丽。所以，‘蓝花’既喻

物，也喻人。”王小梅说。

她说，“叙事”是博物馆独特的表达方式，

馆藏的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人、物与生活的

紧密联系，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学术性的内

容老百姓难以理解，传播起来也显得冰冷生

硬。博物馆希望通过见人、见物、见生活，让

藏品更加贴近生活，让文化走近大众。

经过发展，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已成长

为一座集基础性研究、文化遗存展示、专业书

籍出版、传承人口述史、文化交流、非遗研培

研学、文创产品孵化、文宿于一体的生态博物

馆，累计收藏民族传统非遗技艺物件 6000 多

件，包括百年苗族盛装桃花背牌、上世纪 70 年

代的仡佬族印染花板等。

▋ 沟通世界，在深山架起文化桥梁
上个月底，黔东南的德江傩堂戏博物馆馆

长冉勇将珍藏了七年的“双凤朝阳”仡佬族手

工印染被单捐赠给博物馆。

据了解，德江傩堂戏博物馆藏品达几千

件，其中多件为国家级非遗级别藏品。这次除

了捐赠，德江傩堂戏博物馆还带来了傩面具，

与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展开文化交流。

近年来，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在民族文

化传承保护、国内外文化交流互动中发挥着重

要的纽带作用，经常有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

专家学者慕名而来。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的定位不是一般

的旅游打卡点，更重要的功能是聚集国内外学

者研究，让 藏 品 的 价 值 被 更 多 人 知 晓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的价

值，并非只是一个陈列着过去‘记忆’的场所，

又与未来产生连接，并通过文化交流持续拓

展、生长。我们希望用人类学的方法，让博物

馆的藏品实现转化、运用，同时促进国际交

流，让这里成为世界了解贵州民族文化的一

扇重要窗口。”王小梅说。

品牌策划人苏江元表示，自己在贵阳市手

上记忆博物馆看到了文化的新生。新生的第一

层面是系统地收集呈现，可以促进文化保护传

承。此外，还有一种新生的文化“肌理”，比如蜡

染刺绣集中展示，可以与社会产生更多的文化

交流和碰撞，历史价值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彰显。

“新生的第二层面，是博物馆落地后，让很

多消失的文化记忆得以恢复，而且这种在地的

刺绣或其他技艺，与当地手艺人的生存、乡村

振兴都有关联，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的动

能。”苏江元说。

未来，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将持续为国

内外学者研究贵州民族文化提供研究样本，并

计划推动馆内藏品数字化。同时，博物馆还计

划建一个世界蜡染数据库，贵州作为拥有蜡染

纹样最多、技艺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民族地

区，希望通过这个数据库，借助丝绸之路，推动

文化走出去、引进来，加强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 传授技艺，绣花针绣出新生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江一帆

■相关阅读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蓝花叙事小馆。 江一帆 摄

德江傩堂戏博物馆将“双凤朝阳”仡佬族手工印染制品捐赠给手上记忆博物馆。

来自吉首大学的石群勇教授参观馆内藏品。 黄菊 摄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展示的蜡染作品。 杨才江 摄

俯瞰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 杨才江 摄

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外景。 杨才江 摄

博物馆藏品。杨才江 摄 王小梅在整理蜡染制品。 杨才江 摄

工作人员在画蜡。 杨才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