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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黄靖斐

5月16日，“品红岛文化、赏博物
风雅”青岛市“2017年国际博物馆日”
主场城市活动在红岛经济区举行。半
岛记者探访红岛街道宿流村渔岛记
忆博物馆和韩家村民俗博物馆，体验
“乡村记忆工程”实施成果。

展现千年捕鱼方式的变迁

据宿流村渔岛记忆博物馆讲解
员徐金萍介绍，“像石碓，就是先民
们在海岛上生活时用的器具，可以
把粮食、鱼虾等放进里面打碎，还有
明朝初期的上马石，顾名思义，是上
马的时候用的，主要是女孩出嫁时
踩的，有着美好的寓意”。
馆内藏品也展示了渔岛千年捕
鱼方式的变迁，从桩鱼时代到草网
捕鱼、芦苇捕鱼、举刀砍鱼，再到现
在的科学捕鱼，对应着丰富的渔民
用具和船用工具，各式渔网、嘎线用
具、手工织网等，还有火炕、灶台、年
画，挖蛤蜊的铁耙和整理柴堆的竹
耙，展示极具乡土特色的渔家生活。

有的村民一次捐赠十来件

宿流村渔岛记忆博物馆名誉馆
长李知林介绍说，宿流村的村民以
打鱼为生，“男捕女织”，现在村内还
存有百年以前的海草房，博物馆内
有按古法一比一搭建的海边人家海

草老居，“这就是我们的家”，李知林
动情地介绍，“还有不少老物件，最
早有新石器时代渔岛先民使用的石
器等生活用具，还有顺风凳、太平斧
这些渔具，现在都用不上了，如果不
放到博物馆里，可能就会扔掉，再也
见不到了。”
为了让年轻人“留住乡愁”、让

老人留下念想，也为了留住记忆，不
忘初心，把祖先的老物件一代代传
下去，让子孙后代更好地感知历史，
2016年2月，宿流村“渔岛记忆”博物
馆正式筹建。李知林说：“2300多件
藏品大都是村民自发捐赠的，有的
村民一次捐赠十来件。最近三天又
收到30多件，村民的热情很高，有的
想自己留着，看到大家都捐赠，也都
拿来了。”

老物件反映旧时生活

韩家村民俗博物馆坐落于红岛
后韩家村古渔场和古盐场遗址之
上，围绕“渔、盐、耕、读”四大主题，以
渔村景观、渔盐文化、渔家风情为内
涵，在挖掘整理古东夷文化、人文始
祖盐宗夙沙氏文化、渔祖郎君氏文
化为代表的渔盐非物质文化遗产、
神话传说基础上修建而成。
一进韩家村民俗博物馆，记者

首先看到的是渔盐史博物馆，讲解
员告诉记者：“壁画主要展现的是从
洪荒时期盐宗夙沙氏发明海水煮盐
到当地群众刮碱取盐、掘井煮盐、盐
田煮盐一直到机械化晒盐制盐的全

部历史过程。”
生活用品展区中有不少老物

件，有纺线机、织布机，墙面上的壁
画和下面摆放的物品是对应的，“画
上展示工艺流程，下面摆的就是用
到的各种物品，制酒、做豆腐、童车、
小竹篮、焗缸焗盆用的小炉匠，还有
以前结婚时用到的大礼盒、木匠木
盒等，都能反映出旧时代的生活”。

博物馆日活动多

2017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
主题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
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青岛市
各博物馆将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一
系列活动。
市博物馆推出“天地精灵、璀璨
江汉：武汉博物馆馆藏玉器精品
展”、“十指春风绣乾坤：山东博物馆
馆藏鲁绣精品展”；德国总督楼旧址
博物馆举办“总督楼——— 融合东西
方多种文化理念于一体的建筑艺术
巨制解读”临时展览；康有为故居纪
念馆举办“为了中华文明的发
展——— 名人·名作·名物”展览；市民
俗博物馆举办“缘俗青岛——— 即墨
周戈庄祭海习俗”馆藏图片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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