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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中的伏羲、
神农最早都以‘羊’为部
落图腾。据考证，伏羲曾
受‘羊角柱’的启发，发明
了‘八卦’；尧舜时代的皋
陶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
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
核心精华‘仁’‘义’‘礼’赋
予羊的身上，赞叹羊是

‘美’‘祥’之物；明代将
‘羊之跪乳’编进《增广贤
文》中，将羊塑造成懂得
感恩的典范……‘羊文化’
几乎融入在中国传统文
化的方方面面。”近日，在
银川市羊文化收藏馆，收
藏馆 80 后设计师杨晔娓
娓道来的“羊文化”，让记
者深感中华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我经常出差在外，
听到人们夸赞宁夏滩羊，
作为宁夏人非常自豪。”
谈及建立羊文化收藏馆
的缘起，杨晔说，虽然宁
夏滩羊美誉度颇高，但说
起滩羊，都只是从美食这
个概念来解读。传统意

义上的羊文化究竟如何，却鲜有人挖掘和用新
颖的方式展示。由此，他和伙伴们萌生了建收
藏馆的想法，想从文化传承角度提炼羊文化，让
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中国传统羊文化和宁夏
羊文化历史。由此，一个集传统、时尚于一体的
设计感极强的宁夏首家羊文化收藏馆于 2023
年建成，并成为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

“我们是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记录小羊！
而‘羊大为美’‘羊鱼为鲜’‘羊食为养’‘羊言为
善’和‘羊我为義’……这些包含‘羊文化’的很
多汉字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杨晔介绍，
基于此，收藏馆精心设计了“察羊之秘”板块，让
大家先了解“羊”这个字的由来；“味赏羊醇”板
块展示了我国各时期食用羊肉的习俗和发展变
化；“滩游牧歌”板块则重点介绍宁夏滩羊的历
史文化；“炙香羊肴”美食板块就像舌尖上的中
国纪录片，让人们了解羊肉各个部位怎么做最
好吃，还有最适合搭配羊肉的食材是什么。

在打造收藏馆基础上，杨晔和同事们还设计
了以宁夏滩羊为元素的具有宁夏地方特色的文
创产品毛绒公仔“羊氣羊”。杨晔说，设计毛绒公
仔，意在指宁夏滩羊不但要做一只美味可口的
羊，同时也要成为一只时尚且洋气的羊。“羊氣
羊”将滩羊的主要特征——毛质柔软光滑，“桃
心”型尾巴都表现出来，同时其形态设计出一种
瘫坐着的状态，正好又是滩羊的“滩”的谐音。憨
态可掬、文化代表性鲜明，一经推出就受到年轻
人的欢迎，仅2023年就售出2万多个。收藏馆也
被自治区文旅部门评为文创示范基地。

“收藏馆不仅仅是记录，更重要的是传播。
我们将以收藏馆为平台，设计更多产品，从听
觉、视觉等方面全方位地把宁夏的滩羊文化推
出去，让更多人品味宁夏味道。”杨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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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读懂一座城市的
历史，你可以去博物馆。但要
读懂一座城市的性格，就要去
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民间收
藏馆，它是城市文明的有机组
成部分，也是城市文化担当与
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

随着我区历史城区保护
更新建设的推进和城市文旅
事业的发展，城市文化收藏馆
也在悄然生长。有的靠珍贵
的老物件、老影像再现城市历
史变迁，有的靠精美装置、艺
术展陈成为热门打卡地，有的
靠跨界融合玩出了“新花样”。

本期，让我们走进宁夏城
市文化收藏馆，通过这些凝固
了城市记忆与感怀的“宝贝”，
寻找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和
发展之路。

城市民间收藏馆：

在传承中寻找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这是一台德
国 的 老 式 收 音
机，插上电源，调
频调音，收音机
里传出电台主播
亲切的声音。这
台收音机虽然产
自 20 世纪 60 年
代，但穿越 60 余
年时光，木制音
箱发出的声音依
然醇厚温暖。

收音机曾经
见证了一个时代
的发展。记者走
进位于贺兰县的
青蘭牧歌收音机
收藏馆，各式各
样充满年代感的
收音机着实让人
眼花缭乱。

谈及收藏收
音机的初衷，生于
20世纪70年代的
图歌忆起过往。

那时，收音
机算是奢侈品。
即便到 20世纪 80年代，收音机仍然是
不少家庭的四大件之一，也就是所谓
的“三转一响”，会转的自行车、手表、
缝纫机和一响的收音机。年少不懂事
的图歌在未经父母允许，将家里那台
既可听磁带也可听广播的长江牌双卡
收音机拿到了学校。后果自不必说，
挨了父亲一顿打，让他终生难忘。

“收音机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情
结。那些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工作
时，经常会去逛收音机二手店和洋货
市场。”图歌说，直到自己有了一定物
质基础后，才开始慢慢尝试收藏。从
不同厂家的产品到不同国家的收音
机，从现在的芯片到过去的晶体管、电
子管，甚至最早的矿石机，从一窍不通
到融入收音机的收藏圈，从普通级别
的收藏到玩家级别的收藏，图歌沉浸
在收音机收藏带给他的快乐之中。

“2013 年创办公司后，我对收音
机的收藏也越来越痴迷。”一次得知有
个北京的资深藏家从国外进口了一批
老牌收音机，图歌直奔北京，最终从这
批藏品中挑选了 100 多台收音机，并
用一辆厢式货车拉回银川。

图歌介绍，每个藏家都有自己的
倾向性爱好。有收藏电子管收音机
的，有收藏某个品牌的，有收藏某个
型号的，有收藏袖珍型的，有收藏便
携式的，而他更多收藏的是国外的收
音机，有近千台，如美国的飞歌、
RCA、Zenith、珍妮丝，德国的根德、西
门子、雄狮，荷兰的飞利浦等知名
品牌。

“收音机的构件基本都相差无几，
但外观材质和设计却各有不同。通过
每一款收音机，你可以了解它的历史、
文化乃至于设计风格，在今天对我们
仍有启发。”图歌说，迄今为止，在他的
收藏中，他最喜欢的也是最贵的一款
收音机，是在 9 年前寻到的一台德国
产的乐意威雄狮牌收音机。价值 2万
多元，有 8个喇叭、6个晶体管，音色非
常棒。还有一台十分罕见的美国生产
的RCAvictor全自动翻盘电子管电唱、
收音两用机也是他的最爱。

“回顾收音机的历史，它经历了
从奢侈品到必需品，再到收藏品的演
变，经历了矿石检波器、电子管、晶体
管、集成电路四次演变。如今，网络
电台依然活跃，移动互联网带来了非
常丰富的音频内容，但收音机并未消
亡。”图歌说，由于场地有限，自己收
藏的收音机无法一一展示，目前正在
寻找场地，打算建一个大点的收音机
博物馆，与更多人一起聆听岁月里的
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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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罗智在钱币收藏的 20多年里，找到了
“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感觉。

“每一枚钱币都是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见
证，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才能，真实地反映
了社会制度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金石文字的兴废。钱币上的各种文字，更是形
象化中国文字的变迁和书法发展的缩影。”
他说。

罗智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看到古钱币就觉
得很好玩。上高中后，他第一次用攒的钱从网
上买回 100多个铜元，“还记得一个 6元钱，买回
来后经验证都是正品。那次交易给了我鼓舞和
信心。”

之后，罗智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
只不过门里的世界都是以钱币为媒介向他呈
现。每收藏一个时期的钱币，他就对那个时期
的历史背景、文化和如何辨别真伪进行钻研，边
买边学边研究。

2014年，罗智在网上做起古钱币拍卖。“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拍出去 30多件藏品，还有外地
藏友将藏品邮寄给我进行拍卖。”罗智说，这为
他的收藏拓展了更广阔的天地，从战汉时期至
民国时期，他的钱币藏品一度达到上千种。

2023 年，在盐池县文旅部门支持下，罗智
的钱币文化展示馆落地盐池县古长城遗址。经
过精心设计，展示馆从商周时期的贝壳等初期

流通币种到民国时期的货币，按照朝代一一配
有讲解文字陈列出来，引来不少游客在此探古

寻今。
“打造这个展示馆，就想让更多人能了解货

币文化源远流长的历程。”罗智说，钱币不仅是
一段时期金融制度的体现，也是精神文化的凝
结。在其物质载体的背后，还反映出当时社会
经济状况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中国先民智慧
的凝结。例如：民国时期的钱币从铅质到纸质，
从铜质到银质，甚至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流动
货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政府公信力
低、军阀混战的混乱局势，直至民国时期时才统
一为银元流通。

罗智介绍，每一个藏品都是自己精挑细
选的。其中新朝时期的王莽大布黄千、宋代
的大观通宝和战国时期的齐刀、半两都是他
十分喜欢的藏品，也是展示馆的“镇馆之宝”，
目前市面价值千元至上万元。“从钱币的质
地、做工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兴盛和没
落。”他说，朝代兴盛时，钱币不仅质地好，且
制作精细；没落时，钱币的制作和质地充满瑕
疵，十分粗糙。

“你还能从古钱币中看到草、隶、篆、少数民
族文字，堪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瑰宝。”罗
智说，从开馆至今已接待参观者四五万人次。
针对孩子们的研学也将开展，这对培养人们对
千年华夏精神的崇敬与热爱，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重要意义。

盐池钱币文化展示馆：

探寻钱币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刘惠媛 张 涛 文/图

5月 5日，记者走进位于宁夏文化旅游创意
产业园的宁夏首家活字印刷体验馆，两排密密
麻麻的铅活字引人注目，陈列柜里摆放着一板
排列整齐的铜字模。

活字印刷教室里，有一箱完整的宋体铜字
模和一排铜活字。“这是我们馆的宝贝。”活字印
刷体验馆工作人员何旭介绍。

1988年，活字印刷体验馆所属的宁夏报业
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开始使用激光照排后，
印刷技术经历了“铅与火”到“光与电”的历史转
变，现代印刷技术迅速取代活字印刷术。2010
年，活字印刷术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17年，宁夏报业传媒集团印刷有
限公司决定打造活字印刷体验馆，以手工体验的
形式“复活”印刷术和造纸术，让体验者学习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字印刷最重要的就是拣字、排版和印
刷，其中拣字需要从字架里找出想要的字进行
排列。”何旭说。

激光照排出现后，印刷公司也因搬家等原
因遗失部分字模，无法凑齐一套完整字模，便决
定从全国各家报社、印刷公司和个人手中进行

收集。“别人打电话说有字模卖，我们就要去当
面验证，但很多都是缺字或者字模品相不好，有
时候还会被骗。”何旭回忆说，先后跑了十几个
城市后，最终于 2017年年底找到了一套齐全且
清晰的铜字模。

找回铜字模后，公司修复了一些铸字的老
机器，并从《新华字典》中选出 6300个汉字，根

据字模重新铸造出铅活字。
“我们设计开发了字库查询小程序，扫描馆

内二维码，输入想要印刷的内容，就可以很快找
到需要的活字。”何旭说。

何旭拿起一块已排好版的印板，边操作边
讲解印刷过程：在墨盘中滴一滴油墨，用墨擦推
开，然后在印板上铺一张宣纸，用夹板固定，再
用墨辊均匀地来回滚动，一首古诗便跃然纸上。

“慢慢触摸宣纸可以感受到活字印刷的凹
凸感，这是这项技术的温度。技术会被淘汰，但
是温度不会消失。”“铅与火的时代，每张报纸上
的文字都是由排字工人一个字一个字拣出来，
经过排版、印刷，最后把报纸呈现在读者面前。”
毕业于数字印刷专业的何旭，在工作中逐渐喜
欢上了活字印刷。

“今年以来，我们接待了近千名学生研学。”
体验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体验馆将活字印刷的
传统工艺进行还原，完整再现作业场景，为体验
者提供了亲近活字、拼版印刷的机会，目前已成
为印刷科普体验基地。体验馆将进一步扩大字
架，铸造更多活字，让停留在课本上的非遗“活”
起来，让更多人感受汉字之美。

活字印刷体验馆：

穿越“铅与火”感受汉字之美
宁夏日报见习记者 张适清 文/图

“纸，作为文字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本身就
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万般风光在你身上书写，
千种风情随你传达，鸿雁传书，传个传世佳话。”
5月 6日，谈起纸作为文字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纸文化博物馆馆长李宁勇说。

李宁勇对造纸颇有研究，不仅能用自己造
出来的纸张做出各种生活用品，还掌握了复原

“西夏造纸术”这门绝活。
“我老家在同心农村，小时候我的祖辈都会

造纸。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造纸也算是谋生
的技术。”李宁勇说，“家里用的锅碗瓢盆都能用
纸做，从小听爷爷讲怎么造纸。”

正是这样的耳濡目染，使李宁勇从小就对
传统手工技艺特别感兴趣。“小时候就是看着好
玩，那时虽不知道它是一种非遗文化，但就很想
把这门技艺传承下来。”

西夏造纸技艺则是李宁勇父子结合祖上手
工技艺，继承恢复了非遗保护项目的造纸术。
李宁勇介绍，西夏立国后继承前代造纸技术，同
时向中原宋朝学习，制作出独具特色的西夏
纸。其主要原料是麻料、树皮等以及少量棉花、
麦草、芦苇等，经过选料、温润、切碎、洗涤、浆
灰、蒸煮、捣料、打槽、抄纸、干燥、加工整治等一
系列复杂的环节，才得以完成。

为弘扬中国纸文化，2010 年，李宁勇在银

川市兴庆区掌政镇原北典农城遗址一带的杨家
寨村创办了占地 4000平方米的纸文化博物馆，
10大类展品琳琅满目。

纸文化博物馆由中国古代造纸史展厅、现
代纸工业纸品展厅、各类票证证照展厅、书刊字
画展厅、印刷设备展厅、休闲娱乐互动区域六大
部分组成。特别是古代造纸史展厅用图片、文

字、实物和模型等，展示了中国古代造纸术起
源、发明、发展和外传的历史过程；书刊字画展
厅收藏了著名作家学者的手稿、日记、信函、创
作札记，人们可以透过这些发黄的纸张感受历
史的真实。

在体验活动区域，李宁勇介绍，纸文化博物
馆不单有完整的手工造纸体系，还有一套完整
的印刷宋体铜字模和铜活字，而且还有过去的
印刷机。“你看这台袖珍印刷机，是 20世纪 70年
代国内生产的。别看它小，却涵盖了印刷的所
有功能，包括烫金工艺等。”李宁勇说，这台印刷
机是 2012年 10月由甘肃日报社所属组织甘肃
封片戳研究会赠送给纸文化博物馆的。

记者了解到，纸文化博物馆被收录于 2012
年度国家博物馆名录。2016 年被授予银川市
非物质文化保护单位，并多次受到中国造纸学
会、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
褒奖。

“因为热爱而坚持，因为坚持而热爱。”李宁
勇说，当前许多民间艺人的生活和技艺都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即便面临困境，民间
艺人依然坚守着那份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与热
爱。他们深知，非遗文化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这种情感纽带，使李宁勇们始终不遗余力
地在传承中更好地激活着非遗新的生命力。

纸文化博物馆：

以纸为媒联结古今
本报记者 马 忠 周 昕 文/图

罗智收藏的古代布币。

活字印刷工艺。

李宁勇介绍造纸术发明人东汉的蔡伦。

羊文化收藏馆从历史入手详解羊文化。

这是一台可以听黑胶唱片的老式收
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