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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20亿身家打造29个博物馆
被誉为“中国民间收藏第一人”

樊建川的重庆缘
□贾昭衡

樊建川：
祖籍山西省兴县，1957年出

生于四川省宜宾市，1976年底参
军，1979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
学院，1981年毕业分配到重庆第
三军医大学，先后任理论教员和
宣传干事。1987年转业回家乡
宜宾市，1991年任宜宾市常务副
市长，1993年辞职下海，之后创
办房地产开发公司，富裕后先后
用20多亿元，打造出成都、重庆
两个建川博物馆聚落，2018年被
评为改革开放百名杰出民营企
业家。

“他以强烈的责任感来搜集民族的记忆，他以
深切的责任心来收藏国家的盛衰、个体的悲欢
……正是他，使我们的集体找到了回忆，使很多的
个人找到了自己灵魂的皈依之处。”

这是一段颁奖词，获奖者是被众多网友称为
“牛人”的樊建川，他先后用20亿身家，陆续打造
出29个内容独特的博物馆（含三个主题广场），名
动天下。

笔者与樊建川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
医大学，下称“三医大”）宣传处共事６年，对其与重
庆的情缘，相知颇深。

未有过的震撼：如此可歌可泣的历史，为什么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
此时，出生于山西兴县、曾参加过抗战的父亲讲过的一些往事，也一
齐涌入脑海，使他陡然生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己
的努力，把那些渐渐被遗忘的历史收藏下来呢？

谈起那些重要文物的收藏经过，建川总是很得意：“我准备找一
个合适的地方，与当地政府合作，用500亩土地搞一个博物馆系列，
先从抗战文物、‘文革’瓷器、中国民俗博物馆做起。”

当我惊愕之时，建川突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这些文物，大多
是抗战题材。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是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又有
很多抗战遗址。我想，我这个博物馆系列建在重庆最合适。你在重
庆媒体工作，可能有机会接触重庆官方，如果有机会，能不能牵个线，
探探路，可能的话，我就亲自来重庆详谈。”

显然，他高估了我这个书呆子的能量。
回渝之后，一有空，我就琢磨着通过什么渠道去联系相关官员。

我知道，一下让政府拿500亩地参与合作，拍板的官员得有多大的魄
力与远见啊！这是急不得的事情，需要等待机会。

哪想到，两三个月后，突然接到建川电话，说他到了重庆，相约一
谈。我急忙赶到他下榻的酒店。

“老兄，实话说，我通过其他渠道与重庆官方接触过了，看来，在重
庆建馆没戏了。北京、上海，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只有把馆建在成都
的大邑县安仁镇上。”寒暄几句后，建川便直截了当地给我交了底。原
来，他委托我之前，大邑县官方就明确地表示愿意按他的设想与他合
作，只是他觉得更适合建馆的重庆等地，也应该努力争取一下。

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在安仁镇，通过拍卖获得了500亩建馆
土地。

建川博物馆没有建在重庆，建川多少有些
遗憾。

往后几年，他以马不停蹄的速度，追逐着自
己的梦想。最终，在2005年8月15日日本投
降60周年的日子，博物馆中各自独立的中流砥
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日馆、飞虎奇兵馆、不
屈战俘馆如期进行预展。一时间，人民日报、中
央电视台等国内媒体都进行了高规格的专题报
道。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历史走向
未来》，高度评价他这“了不起的义举”。

牛到极致
身后将博物馆全捐献
迄今，正式定名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已形

成了抗战、红色年代、民俗、地震四大系列29个
场馆（含3个主题广场），总投资已超20亿元。
只是，29个场馆中展示的藏品，仅仅是建川收
藏的1000余万件文物（其中经鉴定的国家一级
文物达404件）中的一小部分。

作为成功企业家的他，本着“为了和平，收
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历史”的宗旨，以罕见的
勇气倾亿万身家，抢救正逐步消失的抗战记忆，
恢复其真实性，力求其完整性，令人敬佩。

2018年春天，笔者和妻子应建川之邀，来
到了大邑县建川博物馆聚落。

走进占地万余平方米的抗战壮士群雕广
场，国共两方215尊约2米高的铸铁合金抗日
将士雕像，气势磅礴。漫步其间，你仿佛听到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那激越的旋律，
穿越历史的烟云骤然响起。

而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抗战老兵手印广
场，其创意也备受万千游客的赞叹。

如今，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被评为国家
AAAA景区，每年的游客已超百万人。中央电
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先后播出了介绍其博物馆
聚落的8集和11集专题片。

2007年，建川在安仁镇郑重留下遗嘱，并
征得夫人签字同意和正式公证：身故之后，将建
川博物馆聚落全部无偿捐献给成都市政府。

这恐怕是建川“牛”到极致的义举了。
无疑，建川是一位物质与精神双重意义上

的亿万富翁。2002年4月17日，国家文物局称
樊建川为“中国民间收藏第一人”。

牛人相渝
抓住机遇梦圆九龙坡
虽然建川博物馆聚落建在了成都，但建川

心中却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重庆情结。他耐
心地等待着机会，总想为这个生活过6年的英
雄城市做点什么。

机会终于来了。2016年6月中旬，重庆市
九龙坡区政府准备在原建设机器厂一处旧址筹
建抗战兵工遗址博物馆，特意将建川从成都请
来论证谋划。建川当下便邀请当年同在三医大
工作的几个老战友到会“参谋”，笔者是受邀者
之一。见到数年没有谋面的老战友，自然是话
题不绝。当然，最大的话题，还是他那个魂牵梦
绕、名满神州的建川博物馆。

经多次协商讨论，双方最终确定利用旧址
附近的24个防空洞，建设“重庆建川博物馆聚
落”，先期建设8个馆。

严寒酷暑，他一趟趟奔走于成渝之间。
2018年6月18日，“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正式
对外开放。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催开建川脸上
欣慰的笑意。

梦圆重庆，这下，他不该再有什么遗憾了。重
庆建川博物馆和成都建川博物馆，宛若一对亲姐
妹，在川渝大地展示出迷人的风采。

成名后，建川无意于接踵而至的令人炫目
的头衔，却念念不忘自己的目标，在有生之年建
成100个特色博物馆，真可谓野心勃勃。

但愿上天有情，赐给建川足够的时间，去兑
现他那伟大的“野心”。
（作者系原重庆晚报高级编辑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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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年春年春，，笔者夫妇应樊建川之邀到成都笔者夫妇应樊建川之邀到成都
建川博物馆与樊建川建川博物馆与樊建川（（居中者居中者））合影合影。。

樊建川樊建川（（前排左一前排左一））在三医大在三医大
宣传队演出照片宣传队演出照片。。

牛气惊世
副市长辞职投身商海
瘦高身材加一副眼镜，衣着随意有时甚至

军帽都没有戴正，这是1982年秋天，我从原沈
阳军区调到三医大宣传处时，建川给我留下的
最初印象。他先我一年多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
院毕业，分到这里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不久到
宣传处担任理论教育干事。

那天，政教室教员罗勇与西南医院护士范
晓君准备结婚，我和建川准备合写一副对联致
贺。当我拟出一联“白衣天使饱览人生奥秘，绿
色园丁阅尽世间春色”，建川当即拿出红纸，挥
笔悬腕写了出来，那龙飞凤舞的行书，着实让我
吃了一惊。此后见他活跃于学校宣传队，或朗
诵或表演，初知其非等闲之辈。

岁月不居，我和建川在三医大的时光就这
么流淌着，似乎可以到永远。

然而，1987年的某天，建川突然兴高采烈
地告诉我：“老贾，我终于把领导的工作做通，马
上准备转业回宜宾了。”

那一刻，我简直怀疑他是哪根神经突然短路
了。然而，一番恳谈，我渐渐地理解了他的选择。

相比军校内严规严纪的特性、四平八稳的
生活，军营外那如火如荼的改革风云，更会让
基因里追梦细胞频频跳动的建川激情澎湃。

我知道一切劝解都是洒向火山熔岩里的杯
水，只好在家里备上酒菜，特意为这位满怀抱负
的战友壮行。

1987 年底，建川回到宜宾市。4年后的
1991年，34岁的他就担任了宜宾市常务副市
长。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开放的年代，具有开
放性思维的人，很容易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就在众人以为建川会在
仕途上更上层楼时，他又给了所有人一个“惊
讶”。1993年初夏，他主动辞去副市长职务，到成
都“下海”。

如此牛气十足的举动，战友们自然一片惋
惜之声，可我相信，他绝不是一时冲动。

暑假期间，我和家人到成都游玩。抽空，我
和妻子去看望建川。此时，他已是一家港资房
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走进他的办公室，七八
十平方米的房间里，红色的地毯加高档的沙发
和写字台，很是气派。

在这家港资公司，人家先是让他当办公室主
任，月薪3000元。可没干几天，老板一看这家伙
可是了得，立即提拔他当了副总经理，月薪也涨
到了8000元，年底还有百分之八的纯利润分红。

我清楚，慧眼识珠的老板所看中的，不仅是
他当副市长所积累的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那
颗勤于思考、观天识象的大脑。

牛劲十足
博物馆最初选址重庆
春花秋月又一年。那天我打电话询问建川

的近况，话筒里传出略带几分自豪的声音：“我
已经离开那家公司，自己干了。”

他也要搞房地产开发公司。
不得不佩服他灵敏的嗅觉与精明的大脑！

在房地产公司闯荡一年多，他敏锐地观察到了
这个行业如花似锦的潜力，便一改初衷。这与
1998年中国全面推进福利房制度向住宅商品
化改革相比，他早了近四年，无疑是捷足先登。

此后，他的公司可谓“大鹏一日乘风起，扶
摇直上九千里”，自然也赚得金银满仓。

2000年，春草初绿，已转业到重庆媒体的我到
成都出差，事毕来到了建川独门独院的公司。

走进二楼近200平方米的办公室，我与他寒
暄了两句，便惊奇地发现，这里更像是一个博物
馆，四周靠墙处，一个接一个摆满了储物柜或博物
架，上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类文物古董。

这老兄，啥时候又迷上了收藏呢？
原来，他学生时代、当知青及参军后，就喜

欢把一些诸如成绩单、证书、“文革”宣传品之类
的东西收藏起来。某天，三医大礼堂放映国产
电影《血战台儿庄》，其中川军将领王铭章率领
全师官兵与日军血战到最后一人时，从容而英
勇地拔枪自尽的场面，在建川心灵上产生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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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物馆展出的藏品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