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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1957年9月份出生在四川宜宾，建川博物馆

聚落创办者。在创办博物馆以前，樊建川是一名成功的

房地产商人，个人资产近 30 亿元，收藏近现代文物一直

是樊建川的爱好。2003 年，樊建川竞拍购得四川省成都

市大邑县安仁镇 500 亩河滩荒地，开始筹建 5 个抗战主题

博物馆。10 余年间，樊建川参与设计、建设了 30 余个博

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接待参观者超过 1000 万人次，取

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做铭记红色历史的‘敲钟人’”
——记建川博物馆聚落创办人樊建川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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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的一天中午，与建川博物馆
聚落创办人樊建川一起在新博物馆踩点
的工作人员陆续散去，樊建川沉默地低头
看了看手机，又回头和仅剩的一名员工沟
通了几句新馆的建造细节。

比原定约访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
后，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位今年夏天因一
张在重庆火车站席地而坐候车的照片，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排行榜的新晋“网
红”。见到记者后，樊建川说的第一句话
却和他的“宝贝”有关，“到明年，改革
开放即将40年，我们马上要新开一个有
关改革开放的博物馆，目前藏品我已经
收了有80万件，这个博物馆是我拼了命
也要建成的”。

话音刚落，樊建川又低头摆弄起手
机，顺便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微博。“我
的博物馆聚落从开建至今没有在广告宣
传上花过一分钱，有我个人这 150 万粉
丝的微博就够了。”平均每天发微博 5
条，最多的时候有 10 条，每条留言都亲
自回复，樊建川十分看重自己的微博。

采访过程中，樊建川滔滔不绝，但
话题始终围绕着他的博物馆。博物馆
建设是樊建川的事业，也是他的生活，
他自称“馆奴”。“应该有人敲响警钟，让
人们铭记历史，而我就想做一个‘敲钟
人’。”本着这样的初衷，樊建川倾尽所
有，用 10多年的时间在四川省成都市大
邑县安仁镇建起了涵盖抗战、民俗、红
色年代、抗震救灾、红军长征共 5个系列
30 余个博物馆，接待参观者超过 1000
万人次。

“抗战精神属于全民族”

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曾彦修
曾用一段话描述了樊建川丰富的人生经
历：樊建川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做过知
青，插过队，又当过兵，还做过高校理论
教师，一朝改行从商，进军房地产业。有
若干年，房地产日进斗金，几年间富商辈
出，樊建川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没想
到，事业有成之后的樊建川却把他的事
业重心转了个大弯，几乎全身心投入到
博物馆聚落方面去了。建造博物馆需要
投入可观的时间、资金和经历，多年过去
后，樊建川做到了。

用樊建川自己的话说，“经历过物资
匮乏年代的人对收藏有一种特别的‘癖
好’”。此外，樊建川有着 11 年的军龄，
他的父亲樊忠义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军
人，樊建川从小就对战争有着天生的关
注，将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也是缘于
自己的抗战情节。

最初，樊建川是在经商之余四处奔
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作考证，
熬夜写作。“这中间有劳累辛苦，有力不
从心，还有别人的不解。我的朋友说我
是樊傻儿，问我收藏这些东西干啥。”樊
建川说，有时连他自己也问自己，是不是
大脑出问题了？“但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
支撑着我，无论如何也要将抗战收藏进
行到底，抗战精神是属于全民族的，我们
中华民族又应该是由一个个秉持抗战精
神的人组成的！”

2003 年，樊建川竞拍购得安仁镇
500亩河滩荒地，他决定在抗战胜利60
周年纪念日开放 5 个抗战题材博物馆。
2005 年 8 月 15 日，展现中国共产党发
动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馆”、反映国
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馆”、纪念美国
援华的“飞虎奇兵馆”，还有“不屈战
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以“预展”
形式如期开放。现在的建川博物馆聚落
有超过 30 个分馆且数量还在增加，藏
品数千万件。

樊建川自己的书《大馆奴》里写道：
我拼命建馆，坚持做到今天，我想父亲在
天堂一定很高兴。父亲，下世再做您的
儿子，跟着您去打仗。

“收藏文物是一种满足”

在樊建川的手腕上，记者看到有一
条旧旧的银色手链十分醒目。“我这手
链，正好 70 岁了，10 多年前在云南腾冲
买的，1944 年中印缅战区美军所用。目
的在于，万一在战斗中牺牲，肢体破碎，
凭手链还能辨别身份。”

小到一根手链、一枚印章，大到重达
10吨的碉堡残骸，对樊建川而言，藏品无

大小，为了寻得收藏，他走南闯北、远渡
重洋，在他眼中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
服的。经过 10多年的努力，建川博物馆
里有了千余万件藏品，展出的部分不到
其总藏品的1%。

只要眼睛“毒”，破烂堆里也能捡到
宝。2014年 6月 19日，在滇西考察抗战
遗址的樊建川偶然发现路边墙角处有一
截准备当废物处理的“电线杆”。眼尖的
他凭着钢管接头处的痕迹一眼认出这是
抗战时期美军铺设的滇缅输油管。兴高
采烈的樊建川顺手就在微博里记上一
笔：抗战结束，输油管道废弃，人们将其
挖出，物尽其用，充当电线杆、房梁。哎
呀，作为废铁回炉，抑或充当文物进馆，
一眼之差！

只要舍得“钻”，废弃支票堆里也能
找到文物。2004年年底，樊建川偶然得
知重庆有一位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
支票。经过近 2 个月和对方讨价还价
后，樊建川最终将几麻袋支票打包作价
数万元从对方手中收回。

运回成都后，樊建川一头扎进这堆
支票中研究鉴别，经过一个多月的鉴别，
选出了 100 多张非常有价值的支票，其
中有一张有“蒋宋美龄”的亲笔签名，这
张支票的金额是 999 美元，是当时美国
华侨的抗日捐款，必须宋美龄签收，而且
还注明这笔款项用于救治伤病。“我真是
太惊喜了，手都在发抖，后来经过国家文
物部门鉴定，这张支票是国家一级文
物。”樊建川告诉记者。

曾经，凭着一股子志在必得的狠劲，
樊建川说自己搞收藏是东一件西一件，
单枪匹马地干。在自己有了一定积蓄以
后，他觉得可以把曾经的爱好变为一种
责任。樊建川逐渐在全国各地都建起了

联络站，以便网络化、系统化地收藏文
物。“对自己来说，收藏文物是一种满足，
我实现了理想、愿望，对社会也是一种帮
助。不管何时，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战
文物，我还是会第一时间前往。”

樊建川说，博物馆是吃百家饭长大
的，有的藏品靠着他上门去讨，但也有不
少藏品是“人在馆中坐，物从海外来”。

加思是一位新西兰老人，一见到樊
建川就“指责”他：“你这馆里有白求恩，
为何没有路易·艾黎？”樊建川答：“没有
他的文物。”“我给你！”原来，加思是路
易·艾黎基金会的发起人。路易·艾黎
曾经参与和支持过中国抗战，而且坚持
在基层干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值得
尊敬。

“很多人都是无偿帮助我们，甚至不
少人觉得捐文物还不够，还要做一些其
他事情。”说起这些，樊建川十分感慨。

“讲不完，这些年来，很多人侠义相助，博
物馆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的初衷是让文物说话”

或许是同军人经历有关，樊建川身
上有一股子“韧劲儿”，任何事情都愿意
做到极致。

比如，做了 10 年房地产商，把企业
的名声做到了在全四川响当当，自己还
上了胡润排行榜。又比如，终其一生、倾
尽所有为自己的博物馆事业奋斗。再比
如，他打算将来去世后，要把估算市值80
亿元至100亿元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无偿
捐赠给成都市政府。

“这件事也不算什么新闻了，但不管
什么时候想起这个决定，我都没有后悔
过，从决定无偿捐赠那天起，我就觉得轻
松了。”樊建川告诉记者，“我的初衷一直
没变，就是要让文物说话”。

谈到收藏、文物、博物馆，樊建川可
以聊到两眼放光，一头扎进博物馆的樊
建川又是十分不起眼：一件几十元钱的
墨绿色 T 恤一穿就是好几年，脚上穿着
一双简易的凉鞋，手腕上带着一根不起
眼的银手链，最喜欢吃的就是炸酱面配
青菜。他就是这样一个简衣素鞋、粗茶
淡饭、日夜不休、苦中作乐的“馆奴”。

有这样一件事让诗人流沙河记忆犹
新，曾有朋友质疑：“樊建川建博物馆可
能是捞名声、自我炒作。”流沙河答：“社
会上这类事情的确不少，但我凭多次的
接触印象，深知他绝非这类人。”

“我想，一个战士死在战场上，就是
他的归宿。如果我死在了建设博物馆的
路上，可能是我最高兴的事。”樊建川说。

用生命守护
高原“家人”

在平均海拔 4600 米以上，总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的可

可西里无人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藏羚羊是分布数

量最多的野生动物。

上世纪 80 年代，盗猎者为猎取其皮毛卖钱而枪杀藏

羚羊，使其数量从几十万只迅速下降到两万只。为此，

可可西里保护局专门设立了自然保护站，而保护局队员

们则常年冒着生命危险巡山反盗猎、救助受伤走失的藏

羚羊。

从 2015 年开始，可可西里保护局的队员们每年要进

山 4次至 5次，每次在太阳湖和卓乃湖一带蹲点 25天，继

而在腹地展开数次小范围巡山。如同在电影 《可可西

里》 中展示的那样，队员们守护着可可西里这片神奇的

土地。对于自己的付出，他们的想法再简单朴素不过：

“藏羚羊是可可西里的骄傲，它们就是我们的家人。”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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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结束援疆任务已经半年多了，但全国对口支援
新疆先进个人、福建省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教师蔡伟聪仍
时常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学生，想起自己 3 年多忙
碌而又充实的援疆生活。前不久，他还专门抽空回到新
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指导专
业教学，看望各族教师和孩子们。“两次援疆行，一生新疆
情。”蔡伟聪动情地说，“我已经与这片壮美、神奇的土地
结下了不解之缘，新疆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福建厦门与新疆吉木萨尔相距约5000公里，2014年
3月份，蔡伟聪告别家人，从东南沿海来到西北边陲，开展
对口支教工作。迥异的环境，让初到新疆的他吃了不少苦
头：嘴唇干裂、鼻孔流血、喉咙沙哑……然而，困难并没有
让蔡伟聪退缩，他暗下决心：绝不在新疆虚度一天。

蔡伟聪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吉木萨尔县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开设了汽车维修专业。他很快进入角色，着
手制定了《汽车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了让方案更
具针对性，蔡伟聪先后走访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化
工学校，考察众多汽车维修企业。“堪称昌吉州职业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范本。”对蔡伟聪起草的方案，当地
职业教育院校负责人如此评价。

紧接着，蔡伟聪根据学校教学特点和学生状况，为汽
车维修专业的 8 门核心课程建立了《教学质量监控标
准》，并配备了200多套考试题库、70套实训指导书和考
核项目，初步形成了“人才培养—课程设计—教学质量监
控标准—应知应会考核”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流程。

专业开设之初，蔡伟聪发现“一些学生不爱上枯燥的
理论课，在课堂上经常打瞌睡”。他一边工作一边思考，
不断完善教学思路，决心着手改革 45 分钟课堂教学模
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合为一体。

在学校的支持下，蔡伟聪主持建设了总面积 800多
平方米的汽车发动机实训车间、底盘实训车间、电气设备
实训车间、综合维修实训车间和电工电子实训车间，车间
配备了多媒体投影、计算机、实际操作设备和工具。

在主持建设车间的同时，蔡伟聪又加班加点编写了
一套“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方案，明确车间实训守则、实
训指导教师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他提出，每堂课授
课教师要有 20 分钟至 30 分钟的多媒体教学，然后再分
组实际操作。

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能够即刻应用
到实际操作中，得到了师生的一致认可。学校党支部书
记罗娟告诉记者，“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合为一体，现在
成为我们学校的一大教学特色，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

2015 年夏天，当蔡伟聪一年半的援疆任务结束时，
吉木萨尔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汽车维修专业已经初具规
模。然而，看着依依不舍的孩子们，年过半百的蔡伟聪心
底涌出一股暖流，他不顾家人反对，向组织申请继续留
任。“还要再巩固专业师资基础，帮助更多的孩子学好本
领、实现就业。”蔡伟聪说。

打造高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是蔡伟聪在两次援疆
期间始终倾力推动的工作。他建议学校实行“结对培养”
制度，将有潜力的年轻老师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对他们实
行每周“三个一”培训，即每周为受训教师开展一次教学
观摩、安排一个规范实际操作项目、作一次考核检查。

“认真敬业的作风、科学求实的态度、永不放弃的精
神……”在青年教师王波的印象中，蔡伟聪老师注重言传
身教，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启发，“打开了自己
业务上升的通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吉木萨尔县中职技校首届汽修专
业毕业生全部实现就业。虽然开设专业仅3年，但该校汽
修专业的职教水平在昌吉州乃至全自治区都处在前列。
去年4月份，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蔡伟聪带领
汽车维修专业 3 名老师和 10 名学生参赛，获奖率高达
90%。在汽车定期维护和车辆四轮定位团体赛中荣获一
等奖，获得代表新疆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资格。

了解到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家庭困难，蔡伟聪在学校
的支持下，开办了“民族学生勤工俭学创业店”，不仅为贫
困学生勤工俭学创造了条件，而且还激发了全校各族学
生学习汽车维修技能的热情，让学生们可以学以致用。

“我们课余时间在创业店工作，挣到了生活费，有时
还能补贴家里。”提起蔡老师，学生夏依丁·叶提艾姆眼含
泪水：“蔡老师付出了很多，他就像亲爸爸一样，总是为我
们着想，帮我们排忧解难。特别是他认真负责的态度，令
我们受益终身。”

爱心传万里，真情洒天山。今年初，蔡伟聪回到了厦
门，3 年的援疆时光成了他永远珍藏的记忆。回首在新
疆工作、生活的日子，蔡伟聪感慨地说，“永远忘不了孩子
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家长们淳朴的笑脸。最令人激动也
是最开心的，就是帮助许多孩子实现了梦想”。

爱心传万里 真情洒天山
——记全国对口援疆先进个人蔡伟聪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蔡伟聪（左一）在指导学生实习操作。 （资料图片）

图① 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可可西里保护局局长布周（右）和队员在给救助的藏羚羊喂奶。

图② 藏羚羊在可可西里悠闲觅食。

图③ 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队员们在日常沿线巡护中。

樊建川站在建川博物馆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