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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点及面  规范引领 
 

 刘小清  潘林荣 
 

  根据浙江省文物局《关于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浙江

湖州市博物馆帮扶浙江省莫干山陆有仁中草药博物馆成为省文物局确定的首批八个对口帮扶试

点之一。 
  陆有仁中草药博物馆创建于 2000 年，现址位于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镇舞阳街东段隐龙坞，占
地 30多亩，建筑面积 600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民办的中草药博物馆。 该馆藏品丰富，
有中药标本 2000余种，古代制药存药器皿等 1000多件，古代中医药书籍 50000余册。中草药博
物馆开放 10余年来，已接待社会观众 50万人次，社会效益较好。  
  湖州市博物馆作为一家有着 50年历史的地市博物馆和国家二级博物馆， 希望通过这次对口
帮扶试点，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在帮扶中取长补短、锤炼队伍、提升自我。  
  帮扶工作回顾 
  深入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目标。省局文件下发不久，博物馆第一时间组织展陈、藏品

等多方面的力量对陆有仁中草药博物馆的现状及藏品情况进行了考察调研，并与其馆长陆有仁医

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走访调研中发现，陆有仁中草药博物馆现址为 2000 年建造，展馆面积
较大，现有展厅面积 700余平方米 ，中医药文化方面的藏品数量较为丰富。由于建馆时间不长，
展馆硬件条件尚可，藏品也有专门的保管场所，但基本陈列显得较为无序和单调。因此，经研究

沟通后，决定将帮扶重点定位在基本陈列的改造提升上。  
  立足基础工作，编制展览文本。项目方案明确后，帮扶工作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陈列大

纲的编写是实施陈列展览的基础工作， 在与陆有仁中草药博物馆充分沟通的前提下， 初步确立
了陈列大纲的主题和框架，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不断地进行充实和丰富，数易其稿，于 2013
年 5月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陈列大纲。6月 9日，该项目的布展论证会在德清县陆有仁中草药博
物馆举行，论证会邀请了省文物局、湖州市文物局、湖州市博物馆和德清县博物馆的相关专家。

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会后，大纲编撰人员吸收专家意见，在陈列内容通俗化、科普化上

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修改和提炼，并在大纲中增加了德清本土化的元素，使得陈列大纲更加完

善和丰满。 
  最终完成的陈列大纲以“杏林之光——中医药文化陈列”为标题，以陆有仁中草药博物馆自

身藏品为骨架，以复原场景和文字图版为辅助，揭示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介绍中医药的基本知

识；展示中医药的实用工具，介绍中国历史上医学大家和德清县本土医学的成就，以期达到普及

中医药文化知识、展现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独特魅力、激发本土民众爱国情怀和乡土情怀的目的。 
  2013年 7月份，博物馆对该次改陈的工程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确定了施工单位。8月至 9
月份，适逢高温酷暑，施工单位严谨施工、博物馆派专人严格监管，10 月份完成了布展。11 月
初，省文物局专门派出专家组与市、县各方一起对项目进行了验收，专家组给予“操作规范、格

调高雅、制作优良、具有示范价值”的评价，同时对不足之处提出了整改意见。 
  整个过程，湖州市博物馆严格按陈展流程进行推进，因此，在完成项目的同时，为民办馆在

陈展工作上树立了专业性的样板。 
  主要做法及成效 
  相互协商，让政府帮扶措施与民办博物馆的自身发展意愿相衔接。这次省局推出的民办博物

馆对口帮扶举措旨在整合有限的财政资源与国有馆的办馆优势，一对一地指导民办馆的品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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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规范提升。但任何帮扶都必须以尊重民办馆主体地位、自身发展的意愿为前提，绝不能越俎

代庖、自说自话。陆有仁中草药博物馆馆舍条件不错，馆主凭着一腔热情、悉心收藏各类与中医

中药有关的文物资料，在目前条件下其简陋的展柜、仓储式的陈列格局也是合乎实际的，来此问

诊、参观的观众还是比较多，但其文化信息的传播效果十分有限，提升陈展、改善形象是该馆的

迫切要求。湖州市博物馆在设定帮扶目标与计划前，花了较多的时间与馆主反复交流沟通，即使

是确定改陈这一任务后， 怎么改，选什么风格等，双方的具体意向还是有点差异的。民办馆的
意愿要尊重、博物馆的专业要求要坚持，最后在协商与平衡中达成一致。“杏林之光”展览完整

呈现时，陆有仁对博物馆所做的工作表示了充分认可。 
  多方合力，让民办博物馆帮扶试点由点及面起到示范作用。此次经费补助额度也不多，如何

使这杯水车薪发挥最大效益是博物馆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课题。项目启动之初，适逢“湖州博物

馆在行动”计划推出，市、县又先后出台了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意见， 借此东风，促成该项目
纳入全市的整个行动计划，德清县政府将它列入重点补助项目;市文广新局加大了对该项目的指导
力度，县政府补助资金用于该项目外围的环境提升，德清县博物馆派专人协助陆有仁馆整理藏品

目录。多方合力由点扩面，不仅原定的中医药文化陈列面目一新，而且整个馆的环境及管理档次

也有较大的改观，推动了该帮扶项目综合实效的全面提升，受到了省局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尊重专业，让民办博物馆帮扶举措与其规范化建设相衔接。在该试点项目刚确定之初，受帮

扶方更多地关心帮扶经费的开支事宜。在这一点上，博物馆严格按照省民办博物馆帮扶试点有关

文件精神及相关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要求，与馆主耐心沟通、寻求共识，使受帮扶方逐步明白：

结对帮扶并非简单地给钱出力，展陈改造也不等于普通的室内装修，有其自身的专业化流程。项

目实施中， 通过先做藏品资料的梳理、再编写陈列大纲、再设计⋯⋯每个环节， 以专业化规范
化的态度与行动感化并引导馆主的认知，可以说“杏林之光”展览完成了,至少在什么是博物馆展
陈、其基本的规程要求如何等问题上，陆有仁一方是实实在在地清晰了，从而影响到他们对博物

馆规范化建设理解的提升。 
  有关与民办博物馆对口帮扶工作的思考 
  国有与民办对口帮扶的切入点在项目提升。政府推出的结对帮扶举措，其目的就在于超越简

单的资金帮扶，因此项目选择最重要、能否提升是关键。这既要立足帮扶一方国有馆的自身优势，

又要考虑被帮扶方的迫切要求，项目选对了、操作扎实了，帮扶的更高诉求才能推进。 
  国有与民办对口帮扶的着眼点在示范引导。帮扶实施的项目仅仅涉及展览、藏品、管理的某

一方面，但如果能在帮扶项目中通过沟通、引导，实实在在地让民办博物馆的举办者对一座标准

化的博物馆的运行规律、专业要求、工作流程等方面有所认知，那帮扶的意义和价值就显现出来

了。对口帮扶与资金补助的共同点都属帮扶性质而不是代办包办，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更注重

帮扶项目对受帮扶方在专业化、规范化方面认知与行为的提升，从而推进民办馆的健康自主发展。 
  国有与民办对口帮扶的关注点是长效坚持。我国的民办博物馆事业方兴未艾，民办馆的规范

化提升任重道远。现阶段初步的实践表明，对口帮扶比之简单的资金补助更具示范推动意义。因

此，建议在 2013 年试点基础上扩点拓面，把这项工作持久、扎实地做上若干年。另外，要通过
结对帮扶双方的相对稳定性、帮扶项目的持续性，做出样板、推出示范，探寻长效机制建设，循

序渐进地引导民办馆提升专业品质、实施规范管理，在合作共建中推动国有与民办馆的共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