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毕业就成为一家博物馆馆长是
什么体验？今年25岁的刘牛在2021年
大学毕业后，便当上了重庆大圆祥博物馆

馆长。这座位于璧山大山里的博物馆，拥有门、窗、
匾、造像、木床等在内近20万件藏品，主要以川渝地
区的老物件为主，均为父亲刘健三十多年搜集而来。

博物馆对于刘牛来说，不只是父辈传承的事业，
更是满载着贯穿他童年的回忆。如今，刘牛正在用
自己年轻人的开阔视野，努力让博物馆的藏品“活起
来”，让川渝地区传统文化被更多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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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今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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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

可以近距离“触碰”的历史
在导航地址上，重庆大圆祥博物馆坐落璧山区健

龙镇龙江新石村5社，是从前璧山天福碗厂的旧址。
博物馆的大门，可能是你见过的最为精简的博

物馆大门，没有宽敞的大堂和验票的闸机，几名工作
人员就坐在门口露天的棚子下，招呼着来往的游客。

在通往展厅的路两旁，摆满了石狮子、石门、石
缸、拴马桩……它们以饱经沧桑的姿态，向游客诉说
着那些早已淡出现代生活的故事。

“一道门就是一个家，这里有多少道门，就有多
少个曾经的家和家的故事。”在门窗匾展厅内，罗列
堆放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清时期门神门、木雕门窗
和匾额，墙上的标语让人不禁产生遐想，勾勒出那些
曾经发生在这些门背后的故事。

在展厅一处，随意摆放着四扇三层镂空雕花的
木门，精美的工艺令每个路过此处的游客都会停下
脚步，发出感叹。

“其实中国不止有四大流派的建筑风格，川渝地
区的代表风格是川工风格。”刘牛介绍，川工木雕远
看豪放粗犷，不拘一格，细看却是豪放中不失细腻，
蕴含大量细节。

风格多样的木床、木桌和匾额，雕工精美的梁
柱、屏风和云顶，饱含沧桑的佛道造像，令人心生敬
畏的祖祠牌位……走进这座大山里的博物馆，仿佛
推开了历史中川渝大宅的院门，可以近距离去感受
和触碰那逐渐被埋没的厚重历史。

被老物件“占据”的童年
“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寒暑假都是去旅游，去参

加夏令营，但我从来都是跟着爸爸，背着包，风尘仆仆
……”在刘牛的记忆里，父亲刘健从来不爱打牌喝酒，
就喜欢往家里搬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家里放不下了，
就放在商铺里堆着，后来又转入了天福碗厂的旧址。

刘牛小的时候，父亲总是深更半夜开车回家，打
电话让他们下楼搬东西，小到木质的门窗、牌匾，大
到一些大门、造像。

后来刘牛长大了一些，父亲便几乎占用了他包
括寒暑假在内的所有的节假日，父子俩背着背包，里
面装着吃喝和换洗衣物，深入重庆、四川还有一些其
他省市的区县、农村……深入大山里去寻找“宝贝”。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到江西的一个村子里面，
村里只有很少的老人，空空荡荡，全是古建筑。”刘牛
回忆，因为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很多古宅都非常破
败，父亲觉得非常可惜，想要收购一些回来，可惜当
地老人们不同意。

除了收购之外，刘健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听当地的
老人讲故事，讲当地的历史、房子的历史。刘牛在一个
又一个的历史故事里，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那个时候，刘牛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很累，但很“好
耍”，总是有新鲜的物件和故事，冲击着他年幼的心灵。

再后来，随着刘牛长大，开始学习给收回来的老
物件编号、拍照和登记，再后来开始参与鉴别、讲价
和搬运，直至他可以独立出去“收货”。

父亲不一样的育儿经
2014年，随着藏品越来越多，刘健在璧山区天福碗

厂工业遗址上，建起了重庆大圆祥博物馆，至今总收藏
量近20万件，足以恢复数百栋巴蜀古宅大院。

“我是做房地产和建筑工程出身，那些年在城市化
进程当中，见到太多老建筑被拆迁、遗弃，这些祖祖辈辈
传下来的东西就这样被毁了，看着太心痛了……”刘健
回忆，那个时候他就萌生了一个冲动，就是想把这些老
建筑的“魂”收藏起来，令其改变被毁掉的命运。

因为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璧山人，刘健觉得，保留住
这些“老重庆的记忆”，保住这些传统文化的瑰宝，也
是自己反哺家乡的一种方式。于是，从那以后直至将
博物馆交给儿子，刘健在这个上面付出了大量的金钱
和心血。

刘健说，他从小就对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可
以不好，但一定要有良好的习惯和端正的品行。“人总是
要衰老的，我再能干也有走的一天，即使再舍不得我的
收藏，也总是要传承给他，不如早一些。”刘健说，令他欣
慰的是，这几年儿子踏实勤奋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也
很放心将产业交给他打理。

当馆长的喜和忧
2021年从重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刘牛回到璧山从

父亲手中接过了博物馆。
喜的是，从此以后，这家满载了父亲30多年心血的

博物馆全权交由他来经营，近20万件藏品交到了他的
手上。这些藏品贯穿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满载着他的情
怀。“有的时候晚上九十点钟走进博物馆，看着这些藏
品，就像是隔着一个时代在跟古人对话，心一下就能静
下来。”

忧的是，父亲说以后只提供建议，不提供决策和资
金，一切自负盈亏，即使落得变卖藏品的境地，也是儿子
自己的事情。“虽然他这么说，但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他
卖掉一件藏品，压力特别大……”刘牛说，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作为不仅关乎所有藏品的未来，还关乎着这么多
员工及其背后的家庭。

因为不是专业的博物馆，大圆祥博物馆采取的是仓
储式的堆放。

喜的是，这些东西还在，没有流失，没有损毁。
忧的是，因为没有专业储藏条件，藏品会受到风化

褪色、发霉虫蛀的侵害。
今年夏天暴雨，摧毁了博物馆内不少建筑和藏品，

仓库彩钢棚被掀翻，馆内漏雨漏水，他只好带着员工一
起连夜人工排水。

“其实我可以做一个躺平的人，但我过不了心里的
坎，无所事事会让我特别难受。”刘牛感慨地说，父亲从
小教育他“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一是读书，二是赚钱”，他
一直牢记在心里。

“现在的目标就是想办法赚钱，让这些藏品有一个
好的保存条件，只能靠我自己努力了。”刘牛说道。

他想让藏品“活起来”
当上馆长之后，刘牛开始尝试用年轻人的视角来对

博物馆作出改变。他找到母校重庆师范大学，对所有藏
品进行归类并展开研究，尝试与多所高校合作进行入校
展览。

为了吸引年轻人的目光，他在博物馆内打造拍照打
卡点，出售依托藏品设计制作的文创产品，合作售卖中
药奶茶……

“第一步我肯定要让博物馆‘活下去’。”刘牛说，这
几年，博物馆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已经基本实现了收支
平衡，如今他正在计划着去重庆中心城区打造一个沉
浸式的川渝古建筑体验展厅，让这些逐渐埋没在历史
中的老物件“活起来”，让川渝地区的传统文化被更多
人了解。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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