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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博物馆

以敬立商

以义取利

□ 李 倩

☞ 我国文物管理技术队伍的结构是一个倒金字塔形，越到基层，文物数量越巨大，文保力量越缺乏

☞ 保护文物从我做起，参与文物保护的社会力量并不单纯是一个被需求的客体，而是积极参与的主体

大盛魁二权分立的股份制企业制

度以及跨行业多种经营的方式，对现

代企业具有借鉴意义

□ 李 哲 武晓岸

猴王代演新传奇
□ 梁归智

秉持文化精品意识，瞄

准艺术与票房双赢目标，影

视作品正在持续演义又一代

新的西游魅力大神话

“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民间的俗语讲
述了历时三百多年的商号——大盛魁的繁盛。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有一座
以展示大盛魁商号传奇历史的民营博物馆——
大盛魁博物馆。

清代风貌的建筑群落雕梁画栋，牌匾上“大
盛魁”三个金黄的大字熠熠生辉，朱红色的大
门，门前是雕刻精美的看门狮和上马石，一如清
代的深宅大院，彰显着主人不凡的气势与地位。

“大盛魁这三个字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
涵。”大盛魁博物馆馆长张书平说，“大，是指规
模大，大盛魁有82家分号；盛，是指事业之盛，鼎
盛时期单公积金就有一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
的一年财政收入才 3000 万两，可以说富可敌
国；魁，是指专业之精，它是亚洲最早的二权分
立的股份制企业”。

跨入大门，迎面的廊柱是一副对联：“步八千
里云程披星戴月，集廿二省奇货裕国通商”。据
张书平介绍，这副对联原件挂在大盛魁总号的大
门上，讲述大盛魁经营范围之广、经营货种之全
和经营之艰难。门厅里有仿真动物模型，一峰
驮着茶叶的骆驼、一匹背着褡裢的蒙獒犬。骆
驼、茶叶、狗，是大盛魁旅蒙贸易的标配。极盛
时，大盛魁有骆驼 2 万峰，蒙獒护卫犬近千头。
门厅墙上挂着一幅大盛魁商贸图，上面绘制了驼
道、京羊道、茶马大道，遍及欧亚大陆。

博物馆是三进的院子，共有9个场馆，占地
1000 多平方米。每个场馆按不同的主题展示
陈列，藏品千余件。火枪、棉衣、票据、龙斗、独
轮车、戥子秤⋯⋯从起源到业务范畴，从牌匾、
碑文拓片，到生产经营用具，从管理创举到内部
培训书籍，一件件展品都讲述了大盛魁的历史。

公元17世纪末，清康熙年间，王相卿、张杰和
史大学在杀虎口建立大盛魁商号，后将总号迁入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大盛魁以放“印票”为
主，经营茶叶、牲畜、皮毛、药材、日用百货及票号
等业务，贸易网络遍布中俄等国家和地区。

“上到绸缎，下到葱蒜，大盛魁的业务范围
很广，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不涉及的。”张
书平说，“他们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创立的‘二权
分立’的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大掌柜
负责经营，职业经理人持股分红”。

大盛魁从创业之初，就创立了以“人力股”
（给企业骨干入股）为基础，结合“财神股”（公积
金雏形）、“永远身股”（给三位创始人入股）和“狗
股”（给建立奇功的狗入股）多种形式的股份制，
堪称亚洲股份制鼻祖。

“大盛魁的辉煌不仅局限于商业成就。”张
书平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曾经帮助中国共
产党打通了内蒙古通往俄罗斯的红色交通线”。

张书平指着展柜内的一张烈士证书说：“这
是段履庄，1940年他曾被日本人抓去迫害，被营
救出来 3 天就去世了。1989 年，段履庄被追认
为烈士。”

段履庄是大盛魁商号历史上名气最大的掌
柜。为了这个烈士证，张书平没少费心思。他
多方打听，几经周折才见到真品。

从2010年开始，张书平便开始了对大盛魁
文物的收集，呼市的文玩市场、收藏状况他门儿
清。走街串巷了五六年，2015年大盛魁博物馆
终于建成。“这些藏品有些是我们费尽心思买回
来的，有些是跟收藏者合作进行展示的。”张书
平说，“虽然目前藏品不算多，但我们是在研究
文化的基础上来拓展实物，只要我们的方向对
了，剩下的只是时间和资金的问题”。

目前，大盛魁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张书平
说：“展示只是一部分，主要的工作是对大盛魁商
号精神文化方面的挖掘。我们研究大盛魁为什
么强大，希望能对现代企业发展有指导意义。”

“敬胜怠以敬立商以商救国，义胜欲以义取
利以利济世。”这副对联便是张书平总结的大盛
魁商号得以经营近三百年的秘诀。张书平说：

“大盛魁首先是多民族团结的典范，其次它二权
分立的股份制企业制度以及跨行业多种经营的
方式，都对现代企业具有借鉴意义。这些经营
管理理念共同构成了大盛魁的精神文化内涵。”

四大名著中，讲普及度和影响力，应该
推《西游记》居第一位。明朝中叶以来迄
今，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西游记》都是
童年少年时期最亲密的成长伴侣。

《西游记》是谁写的？这还用问吗？当
然是明代淮安县的大才子吴承恩了！其实
不然。吴承恩写《西游记》，是胡适和鲁迅
给出的答案。流传下来的明代、清代的所
有刻本、抄本《西游记》，上面都没有吴承恩
的姓名，只有编辑刻印人和评点人的名
号。胡适和鲁迅的根据是明代天启年间

《淮安府志》中吴承恩名下著作名录中有
“西游记”一条，但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吴
承恩写的“西游记”可能就是一篇游记散
文，和小说《西游记》没有一点关系。

文本和作者考证，留给学者专家们去
讨论。咱们一般读者，还是关注一下小说
的阅读接受历史更有意思。早期的《西游
记》阅读接受史痕迹，是明清时期陈元之、
李贽、汪象旭、陈士斌、张书绅、刘一明等这
些文人用“评点”的方式写下他们的阅读感
受和理解。接受角度，当然离不开他们那
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就是鲁迅在《中国
小说史略》里概括的：“或云劝学，或云谈
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在《<
西游记>考证》中提出了“游戏说”，认为《西
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的滑稽小说、
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
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

1949 年到 1979 年，“农民起义的象征”
“造反英雄的传奇”“歌颂中国人民克服困
难的勇气”等说法递嬗演变。动画片“大闹
天宫”娱乐又鼓舞了几代少年儿童的心灵。

改革开放以来，小众的学术研究和大
众的影视改编等齐头并进。杨洁导演、六
小龄童饰演孙悟空的 1986 版电视剧《西游
记》取得空前成功。“敢问路在何方？路在
脚下”唱出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英勇奋斗、
大智大勇的意气心声。

其他一些影视改编，比如“春光灿烂猪
八戒”等，则反映了市场化时代的多元文化
影响。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以及网
络时代的到来，各地区的西游记文化主题
公园、孙悟空文化主题游乐场等层出不穷，
网民们在博客、微博、微信群中对《西游记》
发表各种议论，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影视改编重在时代的新创造、新发挥，
是否符合《西游记》原意其实已经无足轻

重。学术研究，则是另外一番天地。吴圣
昔、张锦池等研究者持续接力，为《西游记》
学术研究竭尽绵薄。央视“百家讲坛”播出
韩田鹿讲《西游记》，虽然还有某些并不到
位的说解，但对理解《西游记》原本的思想
内涵还是比过去前进了不少。

最新的动态，则是小众研究与大众接
受的进一步接近、融会，逐渐浑然一体。如
中华书局 2014 年出版李天飞校注本《西游
记》，以及其微信公众号2016年讲《西游记》
一百讲，把《西游记》的文献考证这种艰深
的学术课题与生动活泼的大众接受巧妙衔
接，取得了传统《西游记》研究论文论著形
式所难以达到的效果。郑保瑞导演的电影

《西游记》系列“大闹天宫”（2015）、“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2016）等横空出世，秉持文化
精品意识，瞄准艺术与票房双赢目标，正在
持续演义又一代新的西游魅力大神话。正
是：西游魔力超千古，猴王代演新传奇！

我国文物资源的结构是一个正金字塔
形，与此极不匹配的是，我国文物管理技术
队伍的结构却是一个倒金字塔形。越到基
层，文物数量越巨大，而文保力量却越缺
乏。面对此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借用古老
的智慧——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近年
来，随着文保意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了“保护文物从我做起”的道理，越来
越多的社会组织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脚步丈量

古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是我国著
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近十多年，针对文
化遗产遗存较快消失的状况，‘人文武汉
志愿者’群体进行了大量抢救性拍摄、记
录、整理、存档工作。”志愿者侯红志说，
他们一直在坚持常态性寻访、抢救记录
文化遗产。

在十多年来用脚步丈量身边历史的
坚持中，“人文武汉志愿者”群体立下了不
小的功勋。据侯红志介绍，2011 年 10 月，

“人文武汉志愿者”确认了武昌机务段初
创时期名称——武东机房，及当年英国人
修筑老车间等设施，获得独家资料；2012
年 10 月，采访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两
位前副厂长，得到该厂在武汉汽车工业初
创及发展时期的工作情况，并对该厂保存
完整的厂区建筑予以报道。此外，“二七”
大罢工发源地、武汉市江岸车辆厂及临近
的江岸车站地区、武汉第一座教会医院
——普爱医院旧址等遗址虽已被拆毁，但

“人文武汉志愿者”仍然为它们留下了详
细的记录。

至今，在武汉市已确定的 69 处工业遗
产名单中，大部分都曾留下“人文武汉志
愿者”群体的足迹。他们通过关注、采访、
记录、报道和传播，留下了上万张珍贵老
照片，还有难以计数的文字资料。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有其不可忽
略的必要性。”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励小捷说。我国文物资源浩若烟海，而文
物博物馆系统的行政、事业机构设置与承
担的繁重任务却很不相称。有的县甚至连
一个文管所都没有，大量基层一线管理留
白。由于地方财力有限，许多文物资源丰
富的县同时也是贫困县，保护投入难以保
障。我国 11 万余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
及近 64 万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状况
较差。

事实上，群众不仅是文物创造的主体，
也自发肩负起了保护的重任。例如，我国
现存的元朝之前的古建筑有 70%在山西
省，遍布在晋东南的乡村。这些建筑早已
失去原有的功能，也不便用于开发。但是
800 多年来，那里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守护
着它们，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村民理事会，承
担保护的职责。

“这些事例说明，文物遗存及其所蕴含
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让一个地方、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每个人，找到一种血脉相连
的东西，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乃至自豪感。
所以，参与文物保护的社会力量并不单纯
是一个被需求的客体，而是积极参与的主

体。参与者觉得他不只是付出还有获得，
不只是乐善好施而且是自己的责任与义
务。”励小捷说。

唤醒意识

“走道左右各两间房间，面积很大。同
侧的两间房中间隔断为一排折叠木门，打
开则成一大厅，可举办宴会⋯⋯房子前面
原来有片小树林，多半为龙眼树和荔枝
树。据说原先小山坡上为坟墓，屋子地下
室可挖出人骨。”

乍一看去，这些“碎片”信息让人不知
所云，但是对于“福州厝”（福州话把家叫

“厝”）而言，这些珍贵的碎片却正在逐步拼
凑出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

“福州老建筑群”的创办者薛纪天告
诉记者，福州的城市建设在 2000 年以后
进入快车道，城区的老建筑减少得很快。
如果不及时记录、整理，许多历史信息就
会伴随建筑一起灰飞烟灭。于是他们开
始对福州老建筑进行自发保护，通过网络
力量发动民众的文保意识成为他们最成
功的一招。

“我们成立网站——‘福州老建筑百
科’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学术资料堆积，而
是承担起了普及建筑知识、讲述建筑背
后 故 事 的 责 任 。 为 了 吸 引 更 多 民 众 参
与，网站采用的是类似维基百科的架构，
任何一个注册用户都可以自由撰写、编
辑词条，分享关于福州老建筑的记忆和
见解。”薛纪天说，例如前面提到的那条
信息就是一位群友提供的，她的先祖曾
任闽海关副税务司，住过立新路 5 号的

“海关副税务司官邸”。
如今，“福州老建筑百科”网站已录入

老建筑相关词条近 1700 个，配有 4500 多
张图片，其中600多张是珍贵的老照片。

对于那些已经消失的老厝，“福州老建
筑群”积极开发民众资源，以搜集碎片、重
建历史。而对于好不容易挺过了岁月风雨
的老厝，除了记录，“福州老建筑群”则将重
点放在保护上。

近年来，“福州老建筑群”自发戴起了
“红袖章”，成了维护老建筑的监督员。对
于有文物身份或规划明确保护的老建筑，
一旦发现破坏行为，群友们就向主管部门
举报；对于有一定价值，但没有法定身份的
老建筑，群友们首先进行记录、撰写词条、
留下档案，再联络媒体关注、报道。

几年前，群友“小飞刀”在走访上下杭
历史街区的苍霞、太平汀州旧屋区时，发现
有多处历史建筑被拆，而这些历史建筑都
是《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明确划
定保护的对象。得知这一情况后，群友们
立即向主管单位举报，并联络了本地媒体
进行报道。最终管理部门决定暂停苍霞旧
屋区的拆迁。“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薛纪
天笑着说。

直接参与

“2007 年，我们参加‘公民参与文化遗
产保护与模式示范项目’，保护性修缮了陈
老巷 42 号‘阮祥泰’老字号部分建筑，这是

‘拾穗者’首次直接介入文物保护，是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探索。”湖北襄阳拾穗者民间
文化工作群的召集人邓粮自豪地说。

邓粮介绍，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
群是致力于地域文化和汉水文化整理、研
究、保护和传播的非营利社会组织。2005
年成立的拾穗者现有成员 16 人，全部兼职
开展文保志愿活动，经费采用 AA 制、社会
资助等方式。

“我们是完全混搭的一个社会组织，每
个成员年龄参差不齐，学历不同，职业各
异。但这群人的共同点，就是深刻的文化
自觉，满满的人文情怀。依赖它作纽带，我
们参与文保，拾穗十年。”邓粮说。

十年来，拾穗者开展了南漳古山寨、老
河口木版年画、漳纸工坊、文化岘山、樊城
历史街区、襄阳古城、三国遗迹寻踪、荆山
古村落保护、汉水流域田野调查、文化遗址
探访等十余个文保项目。其中不少都取得
了实质性效果。

在福州，民间文保力量同样也以其专
业性和公益性，多次直接参与政府的文保
项目。例如，2012 年，在《烟台山历史文化
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期间，“福州老
建筑群”群友们的现场走访、信息反馈有效
弥补了规划编制人员力量有限的不足，他
们还及时指出缺漏的几处历史建筑，完善
规划内容。

“文保的道路曲折漫长，我们保护昨
天，是为了更好的明天。”重庆市南岸区巴
渝公益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吴元兵道出了所
有草根文保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