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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化”实践建设中，形成了第一、二、三代生态博物馆。成功的生态博物馆为我们提

供了案例参考，同时，那些经营惨淡的生态博物馆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梭嘎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

的首座生态博物馆，其发展定位和建设经验，一定程度上对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提供了参考价值。

两座生态博物馆所处地理位置、建设背景存在差异，其“命运”也有所不同。文章以梭嘎生态博物馆和
安吉生态博物馆作为案例，论述两座生态博物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不同走向，以期为中国生态博物馆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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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s of eco-museum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practice and con-
struction of “sinicization”. The successful eco-museums have provided us with case re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those eco-museums with poor operation have also provided us with lessons. As the 
first eco-museum in China, Suoga Eco-Museum’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ex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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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ce have provide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Anji Eco-Museum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two eco-museums are different in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and their destinies are also different. Taking Suoga Eco-Museum and Anji Eco-Museum as ca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trends of the two eco-museums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museu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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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生态博物馆”理念源自法国，后逐渐在国内推广实践，这一实践过程离不开中国域内的学者对该

理念的探索与研究。1998 年，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联合投资建设了中国域内的首个生态化博物馆——梭

嘎生态博物馆，由此揭开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建设的帷幕。各地生态博物馆的诞生，为学者提供了田野

点和素材，从而也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通过梳理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发现，国内关于态博物馆的对比

研究包括纵向、横向的深入，其中，甘代军、李银兵等学者提出由于政府主导力量的差异，不同类别的

生态博物馆在运作逻辑、运行机制和管理质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1]。赵洪雅将加拿大的比沃斯生态博物

馆与中国贵州的梭嘎生态博物馆进行比较，他认为比沃斯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强调市民的积极参与，因其

过于分散的资源分布以及专业的权威性，造成了市民对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存在“虚假参与”的难堪情景，

而梭嘎生态博物馆建设在偏远地区，对旅游资源开发的意义却远比人文保护更重要[2]。段阳萍对比了不

同形式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主要问题，并提出应从思想层面与社会实际两个维度去处理生态博物馆的发

展困境[3]。于富业从共性和个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群与浙江省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4]。随着生态博物馆中国化进程的加快，在生态博物馆界也衍生一些理论认识，“六

枝原则”、“文化代理”[5]等，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不同区位、发展模式的生态博物馆的未来走向，

值得进一步讨论。 

2. 生态博物馆中国化案例：“梭嘎”与“安吉” 

(一) 梭嘎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起初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地区或民族如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完整保存长

期形成发展的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6]。随着生态博物馆理念在国内不断传播，国内专家逐渐开始“生态

博物馆中国化”的建设之路；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认识，再到对生态博物馆的探索，最后实现生态博物

馆从理论成熟到实践探索的突破。在 1998 年，以保护六枝特区苗族(长角苗支系)的传统民俗文化为主要

目的首座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完成建设，通过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方式，将当地的自然历史、文

化遗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人进行整体、活态保护，此举一定程度上驱动了当地的发展，在基础设施的建设

上体现较为明显，如对当地群众住房、交通、学校等条件的改善。梭嘎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的首座生态

博物馆，其面纱后的文化面貌，成为了无数研究者的向往之地。在西南贫困山区建设起来的生态博物馆，

经费的持续投入是维持其“生存”的保障，从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运营来看，在首次提出要在西南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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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安吉生态博物馆的时期，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运营已经陷入危机。 
(二) 安吉生态博物馆 
安吉生态博物的建设与梭嘎生态博物馆建设路径一致，两者都是在行业人员的建议倡导基础上，得

到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后开展建设工作。2008 年至 2012 年，相关部门在借鉴了贵州、云南、西藏等省

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经验，根据地方自然、人文特色，因地制宜建设了安吉生态博物馆，并将其纳入到

旅游发展的行列之中，致力于将部分村落串点成线，围绕当地村落，打造“黄浦江源”、“白茶飘香”

两条文化旅游线。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在充分总结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的经验上进行的，其建立

是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由西南民族地区逐步进入东南沿海较先进地区的见证，同时，也是生态博物馆理

念从民族遗产保护走向多元文化保护的转变[7]。 

3. “梭嘎”和“安吉”两座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模式 

(一) “梭嘎”：以“六枝原则”作为理论指导 
“六枝原则”1是在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运营实践中总结的理论认识，为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

理论上的指导，具有普遍意义。梭嘎生态博物馆由中挪两国政府倡导建设，由两国共同提出的“六枝原

则”，其内容避免不了注入西方人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六枝原则”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强调在民

族地区保护好当地的原生文化，其内容强调当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发生冲突时，应当充分尊重当地

文化的主人的需求，正确处理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梭嘎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个原则在

当时是比较超前，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时它得接受梭嘎生态博物馆实践的检验，如果不充实完

善，就会变成教条主义。 
梭嘎生态博物馆由中挪两国政府合办建设，避免不了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参与其中，并且成为生态

博物馆建设的主导。从现实情况来看，整个梭嘎生态博物馆建设主体是政府，而村民作为“真正的文化

主人”局面和加拿大的比沃斯生态博物馆的居民“虚假参与”角色定位没有任何差异。“六枝原则”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模式，其形式与内容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吻合。在中国西南贫困

山区尝试保护一块传统的文化地，不考虑当地群众的需求，在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矛盾。“六枝原

则”作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理论认识之一，这种参杂西方的文化遗产观念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实际、所建设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相结合，才能为贵州的生态博物馆群、乃至为中

国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开发带来更有益的理论实践[8]。 
(二) “安吉”：汲取发展经验，建设“安吉模式” 
安吉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三代的生态博物馆，可以在总结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的经验基础上实

现文化遗产与社区的均衡发展，与梭嘎生态博物馆不同的是，安吉生态博物馆是把整个安吉县当成一座

自然生态博物馆进行策划与建造。对生态博物馆精神的再创造，也是对我国生态博物馆文化在更深层次

上的升华，也契合了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工作的理念与发展方向[5]。安吉博物馆建在东南沿海地区，其

起点是站在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发展道路的规划上。单霁翔先生对安吉生态博物馆提出的整体保

护、原生态保护、动态保护、综合保护、传承保护、居民自我保护 6 种保护模式，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

原则不谋而合，且这 6 大保护原则也恰好与生态博物馆建立的“六枝原则”对应，表明“安吉模式”确

实遵循了“六枝原则”2。 

 

 

1“六枝原则”具体内容包括：1. 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2.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

予以加强；3. 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4. 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

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 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6. 对
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 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8. 生
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2单霁翔：《浅析中国安吉生态博物馆的意义和贡献》，“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安吉论坛”主题发言，2012 年 10 月。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4088


杨婷 
 

 

DOI: 10.12677/cnc.2023.114088 577 国学 
 

4. “梭嘎”和“安吉”两座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现状 

(一) “梭嘎”：贵州大地上的“水土不服” 
梭嘎生态博物馆位于西南贫困山区，在其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系；

社区的发展不应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能限制社区的发展。生态博物馆在中国西

南地区得实践，是挪威式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在贵州、广西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推广，实际上呈现

的是一种对生产生计的忽视的发展模式，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这是一种超前的生态博物馆学姿

态。相反，这种带有西方观念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在中国西部以脱贫为己任的贫困地区，呈现出的确

实是“水土不服”的状态。 
梭嘎生态博物馆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不鼓励游客”、“不接待游客”的行为限制了当地的发展。

另一方面，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并非一蹴而就，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民众；他们既是文化空间中的活

跃群体，又是创造了文化遗产的主体。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多变，境况不同，时代不一，行为各异。在中

国建设生态博物馆，应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意愿与需求，因为大多数群众增加收入、改善居住条件的意

愿与需求远远超过保护当地的生态和传统文化，当地人民甚至愿意以牺牲生态、放弃文化遗产作为改善

生活水平条件的筹码。面对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首的西南地区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窘境，有学者提出：

在中国真正建成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经济较发达区，并且得到当地原住

民主动倡导、积极参与管理、各级政府持续支持与监督，政府与居民积极互动，否则中国没有真正的生

态博物馆[4]。 
(二) “安吉”：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持续探索” 
安吉生态博物馆不同于西南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它把安吉县特色的文化发展重点规划在了生态博物

馆系统的构建上，包括山竹、白茶等文化领域，并强调了对社区文明的继承和保护，除了文化遗产、人

文生态、天然生态、社会、人口、历史资料信息中心、记忆、传承外等一般生态博物馆具备的条件。可

以肯定的是，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吉生态博物馆，其方向与国际上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关键词有较大的

相似性。“安吉模式”的生态博物馆，在建设理念、运营模式等方面别具一格，为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开

创了新的试点。 

5. “梭嘎”和“安吉”两座生态博物馆的“命运走向” 

(一) “梭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 
从国际上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情况出发，世界各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均源于实践的总结。因

此中国对生态博物馆的代际定位，应当反映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建设实践情况和进步水平，而不得作为建

设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依据，或者是生态博物馆建设困难的托辞[5]。生态博物馆这种理念源于西方在工业

革命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反思，这种理念的初衷就是纯粹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以至于建设生态博物

馆得前提需要投入经济。对于贵州生态博物馆“失败了”的说法，究其原因，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营方

式，没有向当地居民提供收益。换言之，生态(社区)与博物馆最终收益的衡量标准，恰恰并非“经济指数”

而是“综合指标”[9]。在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首的西南地区的生态博物馆群，是一种兼容“生产”和“生

态”的文化场所，现今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其同样肩负着“致富”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 
(二) “安吉”：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所作为 
安吉生态博物馆创建以来，以“生态立县”为发展目标，明确要在“美丽乡村”的创建中有所作为，

其践行了“文化引领”的发展观，将生态与生计并置，这种发展观念对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无疑具有

指导作用。在生态博物馆中国化道路的建设上，得出经验是：以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对一块原始的文化地

进行不注重经济效益的保护道路行不通，生态博物馆真正的发展模式应是在对其进行保护的基础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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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其发展，更应该关注“人的主体地位”。目前，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发展路径的讨论主要集中生态博物

馆旅游上。安吉生态博物馆突出旅游的价值，这是从中国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不接待游客而得到的经

验总结，这也与目前生态博物馆发展路径相适应。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规划之初就为建设美丽乡

村服务；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推动美丽乡村的建设。 

6. 结语 

文章结合梭嘎生态博物馆和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实际，在总结其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论述了两座生态博

物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发展走向，不管是以脱贫致富为己任的生态博物馆，还是致力于建设美丽乡村

的生态博物馆，都是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实践，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辩证看待两座生态博物

馆对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贡献。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受时代和区域的限制。现今对第一、二代

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应该去总结其建设失败的原因，继续探索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

今后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奠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基础，相信在未来的建设历程中，生态博物馆中国化

会有足够的经验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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