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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2010年 1月调任中国湿地博物馆
馆长的。当时，这座屹立于西溪湿地东南角

的博物馆，开馆才两个月。

在那之前，我一直在区级机关工作，对

博物馆的运营管理其实没有什么经验。不过

我也有自己的优势，大学期间我读的是园艺

系蔬菜花卉专业，这跟湿地博物馆研究展示

的生物多样性关联度很高；我还写过一些

书，在别人眼中算是一介文化人，这跟博物

馆的气氛似乎也是吻合的，所以组织上才会

有这样的安排吧。

对于这个之前从没想到过的新岗位，我

是满怀热忱和信心的。第一次沿着博物馆的

清水混凝土长廊走进大厅的时候，我就被这

里精致独特的展示场景深深吸引了。想到首

任馆长和未来的同事们把这座博物馆建造

得这么出色，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能懈怠，得

把博物馆管理运营好，才对得起他们的辛苦

付出，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厚爱。

当时的市、区主要领导确实对湿地博物

馆特别重视，经常会来馆里视察指导，或陪

同各路宾客前来参观。每次莅临，领导们几

乎都会强调一遍：中国湿地博物馆的目标是

“全国领先，世界一流”。

起先，这样的嘱咐很令人振奋，但没过

多久，随着对工作的逐渐熟悉，我就有了一

种强烈的危机感。为什么？因为按理说，以

“中国”冠名的博物馆，须由国家文物局批准

建立，而我们这座博物馆的“国字号”，是由

国家林业局授予的。当时我国的湿地保护事

业方兴未艾，以湿地为主题的博物馆在全国

各地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在建场馆规模

大、起点高，无论占地面积还是投资规模，都

有赶超我馆之势。这不免让人担忧：万一他

们通过文物线的途径，从国家文物局那里也

拿到了“国字号”，那我们这座“中国湿地博

物馆”的“全国领先”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怎么才能巩固在全国湿地场馆中的龙

头地位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设法扩大

影响力。毫无疑问，湿地博物馆是因为依托

了西溪湿地这座全国第一家的国家湿地公

园，才得以“一步登顶”，成为国字号博物馆

的。但开馆毕竟才不过几个月，有很多市民

和游客其实还不太了解。大部分市民一提到

这座场馆，都是称呼“西溪湿地博物馆”，而

不是“中国湿地博物馆”。

当时在博物馆毗邻的天目山路上有一

个公交车站，站名是“汽车西站”，我就在想，

能不能向公交集团争取一下，把站名改为

“中国湿地博物馆”？时任副区长孙卫明得知

我的这一想法后，不仅大力支持，还主动帮

我牵线认识市公交集团的两位领导，最终促

成了此事。

类似旨在扩大博物馆影响的事情当时

做了很多，包括策划各类有特色的活动、在

媒体上加大宣传力度等等，但这些主要还只

是针对杭州市民的，要想在全国扩大影响

力，巩固行业地位，须得有更大力度的举措。

于是，我开始发挥曾经做过区委报道组组长

和当过人大办主任的工作经验，决定从搭建

全国同行的舆论和组织两个平台入手，来提

升巩固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地位。

2010年 8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我们
创办了《国家湿地》杂志。这是全国第一本湿

地综合刊物，面向全国相关的湿地、高校和

图书馆等单位投递。说到“国家湿地”这个刊

名和“综合刊物”这个定位，又有故事好说

了。早在二十年前，我还在团区委工作的时

候，就曾办过一张《西湖青年报》，所以对于

创办《国家湿地》杂志，我是胸有成竹的。我

的设想是，既然要占领行业龙头地位，就要

理直气壮地喊出与“国字号”博物馆相匹配

的刊物名称，所以就借鉴了颇具影响力的

《国家地理》刊名风格；同时，刊物要服务全

国同行，既要报道大家的工作经验，也要为

大家发表作品提供平台，所以就初拟了“巡

展”“科普”“文化”“研究”四大板块，力求将

与湿地相关的资讯全部一网罗尽。

为了论证办刊方案，我们特意请来十几

位办刊专家进行讨论。果然，有专家首先就

对“国家湿地”这个刊名提出了异议，认为口

气有点太大了，还是谦逊一些为好。这些意

见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与我们的办刊意图

显然不符，况且国家林业局对这个刊名都表

示了认可，我们为何要妄自菲薄呢？至于刊

物定位，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应该办得更“专”

一点，要么就是湿地文化读物，要么就是专

发湿地论文的学术刊物，搞成综合的会“不

伦不类”。

但我们就是要满足所有湿地保护从业

者各个层面的阅读需求。之后的事实证明，

无论是《国家湿地》的刊名，还是综合读物的

定位，对我们中国湿地博物馆来说都是最恰

当的。刊物试发了几期后，就产生了很好的

反响，全国各地的湿地保护区、湿地场馆纷

纷向我们投稿，一些单位和读者还通过各种

途径来向我们索要或者要求订阅杂志。

一本刊物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众多的

幕后工作者。我在其中，不过是一个策划者

和组织者，值得铭记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博

物馆当时的研究部负责人夏贵荣，创刊初期

的许多工作都是他在落实的。当我们在核算

办刊成本的时候，有一种最省力的方法，就

是通过招标找一家合作单位来替我们去执

行办刊，但这种模式一年的费用起码要 40
多万。于是我就跟他商议，能不能我们自己

找编辑来编内容、自己找印刷厂来印杂志。

为了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印刷厂，我找了很多

在杭州本地印刷的刊物和书籍，夏贵荣就按

图索骥，一家一家地联系要报价，又一家一

家地实地考察，把他们的机器设备拍照回

来。然后我们召开全馆中层以上干部会议，

从中选择三家让印刷厂打样看效果，最终选

中的一家印刷厂，印刷成本整整低了一半，

效果却完全不比其他印刷厂差。通过这样的

精打细算，我们把全年 6期全彩胶印、每期
发行 2500册的杂志总成本控制在了 25万。

再比如我们外聘的执行主编卢江良，也

是一位功不可没的人。当时我们曾向好几位

知名的编辑作家发出邀请，但综合读物的定

位却让大家望而却步，最终只有江良先生把

我们的刊物定位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而且了

不起的是，他几乎包揽了从组稿到编辑的一

应事务，这一干就是整整 13年，为湿地博物
馆编辑出刊了 70多期精美的杂志。还有好
友周为筠先生，为我们牵线搭桥，解决了刊

号的问题。

除了打造《国家湿地》这个舆论平台，我

们还成功组建起了一个覆盖全国湿地场馆

的专业组织。因为之前在人大机关工作过，

对一种叫作“联谊会”的松散型业务交流组

织模式比较熟悉，我们就“移花接木”，主动

向全国各大湿地的博物馆、陈列馆、展示馆、

标本馆发出了成立“全国湿地类博物馆联谊

会”的倡议，结果得到了全国二十几家场馆

的积极回应。2010年 10月，联谊会在风景
如画的西溪湿地正式成立，中国湿地博物馆

当选为会长单位，《国家湿地》杂志成为了联

谊会的会刊。此后依托这一组织，全国湿地

类场馆之间广泛开展了一系列馆际交流与

合作，我们中国湿地博物馆也开始被全国同

行熟知。

2011年的一天，博物馆里忽然来了一
位神情严肃的不速之客，他在博物馆上上下

下转了一大圈，然后径直来到馆长办公室亮

明身份。原来，这位竟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

馆协会的秘书长李元潮先生。他是在浙江自

然博物馆康熙民馆长的推荐下，专程从北京

来杭暗访我们博物馆的。中国自然科学博物

馆协会是中国科协直属的一级协会，下属科

技馆专业委员会、自然馆专业委员会、水族

馆专业委员会、天文馆专业委员会等多个二

级专业组织，因看到我国的湿地保护事业发

展迅猛，全国湿地场馆越来越多，中国自然

科学博物馆协会于是计划成立湿地博物馆

专业委员会。为了物色牵头单位，这才派出

秘书长前来暗访考察。

2012年 3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有利和秘书长李元潮专

程来杭考察，为我们送来了中国自然科学博

物馆协会湿地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印章及

登记证书。我也因此兼任了中国自然科学博

物馆协会的副理事长，中国湿地博物馆的全

国领先地位由此进一步得到巩固。时任西湖

区委书记郑荣胜对我们的工作非常肯定，他

开玩笑地说：“你的级别比我都高了，不过，

是不享受待遇的。”

到湿地博物馆担任馆长的同时，我还接

受了另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开展西溪文化研

究。

这项工作原本是由西溪湿地公园管委

会办公室负责的，我到湿地博物馆工作的时

候，西溪研究院刚划到博物馆。研究院院长

是由分管湿地的区领导担任的，我兼任了研

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其实就是具体办事的。

还有一位副院长，是由余杭区那边的湿地三

期办公室负责人兼任的。

说老实话，虽然我之前出版过不少作

品，但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过西溪湿地开发之

前的文化调查工作，初来乍到挑起西溪文化

研究的担子，感觉还是蛮有压力的。幸运的

是，我们西湖区有一个挺活跃的民间文化研

究组织，叫做西溪文化研究会，这个研究会

不仅聚集了钱明锵、单金发、刘大培、应守

岩、沈雍方、金永炎、沈庆漾等一大批西溪乡

土文化的研究者，而且活动非常频繁，文化

研究成果频出。依托这个民间文化组织的研

究力量，西溪研究院在短短几年内，就陆续

出版了 40 多本《西溪丛书》，以及《西溪通
史》《西溪词典》《西溪文献集成》《西溪研究

报告》等系列全书，连续几年荣获《杭州全

书》编撰工作的先进单位。

对于我这个副院长来说，具体的文化研

究项目其实做得并不多。我们更多的工作，

是策划选题、组织撰写、协调经费、落实出版

等等。当时研究院的编撰经费其实非常有

限，而西溪文化研究者们的研究热情却非常

高涨，为了让更多的研究成果得以成书，我

们主动找余杭湿地三期对接，希望能共同承

担出版经费。因为当时特殊的体制，西溪分

属两区管理，但西溪研究却是分不了区的，

杭州城市学研究中心对各分支机构的全书

编撰工作也有明确的要求。我们向当时的湿

地三期办公室主任韩峻说明来意后，得到了

他的大力支持。因此在整个西溪的管理体制

合并之前，西溪的文化研究工作其实早已经

一体化在推进了。

除了组织编撰西溪全书，西溪研究院还

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就是推动土默热红

学文化研究在西溪的落地。

土默热红学的核心内容，是认为《红楼

梦》的作者应为洪昇，西溪湿地就是作品中

大观园的原型地。这一学说对传统红学来说

无疑是颠覆性的，因此招来的反对之声可想

而知。坦率地说，我对《红楼梦》没有深入的

研究，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权。但说实话，学术

本来就是应该争鸣和探讨的，更何况土默热

这位远在吉林的蒙古族学者，已经提出了有

关我们西溪的这样一个颇为全面系统的红

学学说，我们作为西溪文化研究的工作者，

怎能无动于衷呢？

在市区两级领导的指示要求下，2010
年我们开始筹备“土默热红学与西溪文化”

研讨会。我们的设想就是，要把全国红学最

权威的专家请到西溪来，与土默热先生进行

面对面的学术探讨。但问题是，我也不认识

中国红学会的专家啊，怎么才能把他们请来

杭州呢？

这时，西溪研究会的单金发跟我说，著

名红学收藏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杜

春耕先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红学专家，曾向

西溪湿地捐过藏品，我们可以想办法通过他

去找一找中国红学会的其他专家。于是在那

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单金发一起赶往北京，

去红学会，去一些专家的家中拜访。起先，听

说我们要办这样一个研讨会，专家们都表示

无法参加。就在我们感觉好像走进了一个死

胡同的时候，一位专家的话又让事情出现了

转机。他说：“杭州与《红楼梦》倒确实是有关

系的，如果研讨的是这个主题，我倒是可以

考虑参加。”

当时我们身在京城，也来不及向领导请

示汇报了，我和单金发一商量，就临时将研

讨会的主题调整成“杭州与《红楼梦》”学术

研讨会。于是，我们终于把中国红楼梦学会

顾问蔡义江、吴新雷，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

长孙玉明，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周思源等

一批颇有分量的红学专家邀请到了杭州，在

西溪湿地百家溇召开了规模盛大的研讨会。

作为主办方，我们其实就是希望通过组织这

样的研讨会，为西溪湿地注入更加浓厚的文

化色彩，也为中国的红学研究交流和红学成

果展示搭建一个新的平台。

此后，湿地博物馆还承担了红学陈列馆

的布展设计和改造工作，将位于湿地高庄的

蕉园诗社提升改造成为“西溪红学陈列馆”，

把土默热红学研究的成果以固定展陈的形

式展示给游客。我们还在湿地博物馆的中庭

举办了“西溪红楼品宴会”，邀请西湖职业高

级中学的大厨把《红楼梦》中的西溪名菜制

作出来，让前来博物馆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免

费品尝。

对于博物馆来说，征集藏品又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对于藏

品又有不同方向的要求，比如历史文化类的

场馆，通常以征集文物为主；而自然科普类

的场馆，多以征集各种标本为主。

开始我以为，我们是以“湿地”为主题的

场馆，本着开放的思路，两个征集方向可以

同时展开，那就会比其他单一的场馆更加有

利。可是当我跟着我们的保管部部长去了几

趟拍卖会后，我就有点气馁了。

本来，有好几件文物都是与湿地主题相

关，甚至还有直接反映西溪历史的，但那价

格实在令人望而却步。我们博物馆每年一百

万元的藏品征集费，要是拿来征集文物的

话，最多也就只能征到几件比较普通的文

物，要想征集到堪任“镇馆之宝”的文物，动

辄几百万。我们总不能两三年时间只征集一

件镇馆之宝，别的什么馆藏也不征集吧？

文物之路走不通，我们转而把目光投向

动植物标本。有人建议，是否可以征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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