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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 远

年过半百的收藏家马未都，头发还没见

白，身板也还硬朗，却已在他别有洞天的小

院里，在他几只爱猫和上万件艺术珍品的陪

伴下，盘算起自己的“身后事”来。

“ 凡 事 想 在 前 面 ”，是 马 未 都 这 么 多

年 的 人 生 信 条 。 20 岁 想 30 岁 的 事，30 岁

想 40 岁 的 事，40 岁 想 50 岁 的 事 …… 自 己

现在年过 50 了，再多想几十年之后，甚至

是百年之后的事，也算是理所应当的。

对于身后，马未都最大的“心病”就是

他 耗 尽 大 半 生 精 力 艰 难 打 造 的 中 国 第 一

私人艺术博物馆，它代表着巨额的物质财

富、文化财富和摄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如

何把这份无价之宝完整地、有效地留给社

会，是马未都目前忙活的头等大事。

“ 中 国 人 活 着 的 时 候 忌 讳 谈 身 后 事 ，

立 遗 嘱 也 是 到 了 去 世 之 前 才 立 。 但 故 事

的 结 局 往 往 是 ，父 辈 终 其 一 生 所 得 的 财

富 在 子 孙 们 的 哄 抢 下 瞬 间 烟 消 云 散 ，留

下 的 只 是 家 庭 残 局 。 我 不 想 死 后 看 到 这

样 的 闹 剧，所 以 趁 现 在 头 脑 清 醒、不 受 他

人 左 右 的 时 候 ，就 要 给 我 的 博 物 馆 找 一

个出路。”马未都说。

马 未 都 太 明 白 人 一 辈 子 的 这 点 把 戏

了——“无余即至乐”，走的时候什么都没

留 下 才 是 最 大 的 福 分。“ 我 认 为 最 大 的 成

功就是把一生的收藏都捐出来，然后离开

我 的 博 物 馆 。 等 什 么 时 候 想 看 看 那 些 宝

贝 了，都 不 用 告 诉 任 何 人，就 自 己 在 门 口

买 张 门 票，一 个 人 安 安 静 静 地 走 进 去，还

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对着那些宝贝笑，对着

那些宝贝流泪。”

马未都说的这个博物馆，是正在倾力

建造的博物馆，不仅场所、建筑是全新的，

经 营 理 念 也 是 崭 新 的。“ 我 不 希 望 我 一 下

车，这车就没人能开动了。”他说。新馆像

私立大学，采取理事制度，资金来自董事会

和理事会里成功人士的捐赠。“这种捐赠绝

不是居高临下的，不是施舍，因为即使是在

做善事，也抱有敬畏之心。”

别样引资 兴建博物馆

这几年，马未都冷眼旁观了太多华人

富豪死后的“下场”，近的有王永庆，远的有

陈逸飞，还有数不清的富商巨贾，因为在生

前没有分配好他们的巨额财富，为身后埋

下了祸根，引得钱财四散、血亲反目。如果

他们能用这些钱认捐艺术品，无疑为这些

巨额财富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去处。“人到中

年趋利，老了趋名。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政

治家和艺术家，我不知道有几个纯粹的商

人可以青史留名。上世纪 80 年代鼎鼎大

名的电脑英雄王安，若不是因为在美国捐

赠了一座王安图书馆，恐怕到现在早已人

迹全无了。”

为了吸引更多成功者为这座行将建成

的艺术博物馆捐资，马未都甚至想到，为彰

显他们的艺术声誉，而专门设计一套绝无仅

有的“捐助者个人雕塑景观”。艺术馆将把

每个重要的捐资者塑像安置在艺术馆周边

的草坪上，塑像可坐、可卧，舒适自在。作为

馆藏的一部分，它们将和馆中的艺术品一

样，百年、千年屹立，既见证世事变迁，又无

声细诉过往。

马未都甚至想好了自己那尊雕像的样

子，一准是很惬意地伏在桌前，心爱的肥猫

懒洋洋地趴在桌上，尾巴轻轻地扫过他的

脸，主人和猫都很满足地眯起眼，静静地享

受草地上暖烘烘的阳光。马未都很满意自

己的这幅“未来”的样子，他目光笃定、胸有

成竹地说“我看到了我的身后……”

收藏家的闲适人生

这个坚持“闲适人生”的收藏家，总喜欢

把周边所有地方都收拾得舒服、妥帖，新博

物馆更不例外，“要比现在的观复博物馆更

舒适！人们可以随时走进来，就像可以随时

走进超市和茶馆。那些艺术品就那么平静、

温和地伴随在你的左右，无论你是在喝茶，

还是在和好友聊天。艺术该是让你更放松，

而不是更正襟危坐。在这样的氛围里，无论

是自己独处，还是和友人相聚，周身的一切

都只会让你呼吸更加绵长，眼神更为和善。”

马未都侃侃而谈。

几 十 年 的 收 藏 生 涯 ，让 马 未 都 经 历

了 从“ 空 无 一 物 ”到“ 只 有 物 在 我 手 ，知

识 不 在 我 手 ”，再 到“ 知 识 尽 在 掌 握 中 ”

的 重 要 跨 越，完 成 了 这 一 过 程，用 他 的 话

来 说 ，“ 这 事 的 好 处 也 就 到 头 了 ”。 原 本

最 初 玩 收 藏 的 时 候 ，马 未 都 就 不 是 奔 着

赚 钱 去 的 ，“ 我 对 历 史 有 极 大 的 好 奇 心 ，

而 文 物 是 历 史 的 证 据 ，它 比 任 何 历 史 文

献 都 更 真 实 、可 靠 。”如 今 ，几 十 年 的 收

藏 ，在 他 心 中 留 下 了 一 部 自 己 考 证 出 来

的 逼 真 历 史 ，这 比 任 何 财 富 都 让 他 感 到

满足。

不久之前，为了给自己这么多年的收

藏、见证做一个纪念，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

开启了“中国古代盒具展”。盒子是最基础

状态的容器，让老百姓看着就觉得亲切，而

且还深藏了“开合”这个具有神秘气质的古

老动作。打开一个小小的脂粉盒，开启的是

一个时代的女性审美；打开一个工艺精湛的

漆制圆盒，开启的是一份难以揣度的良苦匠

心。马未都究竟想用这些小小的盒子“打

开”什么呢，应该远远不止用以衡量它们的

财富，或许，里面装着的是他这一辈子感受

至深的幸福……

商海人生

随着文物的流通以及私人博物馆地位的确立，像马未都

这样以建私人博物馆的形式对民间文物进行保护和文化传

承的人越来越多。有专家表示，中国文物收藏呈现出从收归

国有到藏宝于民的趋势。

2006 年，国家出台博物馆管理办法，开始鼓励设立民办

博物馆。2010 年，七部委发布促进民办博物馆意见后，申报

民办博物馆的个人收藏者越来越多。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

统计，中国目前有 3400 多座博物馆，并以每年约 100 座的数

量不断增加，其中目前统计在册的民办博物馆达 456 家，占

总量的 13％。这些分布在天南海北的私人博物馆主人，面

临着全世界所有同行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在捍卫公共

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时，在经营与发展上获得良性循环。

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中，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是最早一个

没有政府拨款，没有企业支持，仅靠博物馆运营而维持收支平衡

的。它的收入由3个部分组成：门票占一部分，讲座、文物鉴定、

会员年费等服务收入是总收入的大头，还有就是品牌使用费。

这3项加起来差不多正好抵消博物馆每年700万元到800万元的

运营费用。 而这一切，多半依靠的是马未都响当当的名气。观

复博物馆在大众中知名，也多半得益于马未都的出名。

观复博物馆正式实行理事会制，15 名理事承担起博物

馆的管理和运营责任。这在内地的私立博物馆中还没有先

例。他还把企业冠名引入博物馆中。观复博物馆的工艺馆，

由“奥迪”汽车冠名，而家具馆、油画馆的冠名权，分别给了美

国 IDG 集团、瑞士信贷银行。然而，还是有外国朋友告诉

他，在国外，博物馆不是企业，顶多算是个社会公益机构。如

果不是企业，便不能按照企业的方式名正言顺地经营，还得

另成立一套班子，因此，马未都开始思考博物馆的生存问

题。参照国外大学的基金会制和理事会制，马未都也为自己

的博物馆成立了理事会和基金会。“我希望这个博物馆有很

多理事，所有人都是司机。我下车，别人可以开，这就需要磨

合出一个运营的机制。”马未都说。通过观复文化基金会，马

未都希望自己的博物馆最后能回归社会，变成社会公共财

富，而基金会的运作，能为博物馆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援。

一 座 博 物 馆 ，格 局 可 大 可 小 ，但 它 会 展 现 出 造 物 的

精华、人类的创造，也必然吸引怀着兴趣和有教养的民

众 。 以 人 文 精 神 为 根 基 ，尽 管 收 藏 内 容 也 各 有

不 同，运 营 方 式 也 不 尽 相 同，而 内 核 应

当无出此外。

名人频建博物馆 运营管理是难题
■ 慢 舟

日前，每年一度的国考笔试阶段落下帷幕。据

统计，今年考试共有 111.7 万人报名确认参加公共科

目笔试，比去年增加 15%，考录比例约为 53:1。由此

可见，要想通过国考，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

面对不太乐观的就业形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

学毕业生想要走自己创业的道路。然而，对于创业，旁

观者似乎只看到创业者们成功之后的光芒，却忽视了

在创业的路上他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李云是菲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见

到李云时，他正在为前来做相关咨询的人讲解业

务，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底细”，完全想像不到，

这 个 85 后 的 年 轻 人 已 经 是 这 家 公 司 的 首 席 执 行

官。或许因为年龄相仿，对李云的采访没有太多的

拘束，于是，在轻松活跃的氛围里，李云谈起了他的

创业之路。

创业那些往事

和所有大一新生一样，带着几分期许几分憧

憬，李云来到了渴望已久的大学。但随着大学生活

的展开，大学的新鲜劲儿也慢慢消散，他开始思考，

“我的未来将会是怎样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

“大二的一个节假日，我和同学到当地的中介机

构找兼职。因为还是在校的学生，我们当时什么都不

懂，中介机构负责人三言两语就把我们的押金‘骗’到

手了。在我们满心欢喜地等了七八天后，他们居然给

我们介绍了一份发单员的工作。当时想，中介费都交

了，也不能罢工不干，于是那段时间每天就在路边给人

发传单，”李云回忆道，“到了晚上，我揣着辛苦一天得

来的 40 元工资，躺在床上，感触很深，难道自己就这么

甘于平庸，瞧别人的脸色干活吗？”

李云很不甘心，他觉得自己也要干出一番天

地。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在倾听了朋友和导师的

建议后，李云立下了“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的

豪言壮志。

在下定决心自己创业后，难题也接踵而至，面

对各方面的困难与压力，李云没有退缩也没有放

弃，“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创业并没有之前想象当

中那么容易，我需要不断摸索，寻找自己的那盏导

航灯。”李云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

母校是第一盏明灯

正当李云积极地规划蓝图，挖掘市场，寻找合

作伙伴的时候，母校江西财经大学给予了他施展抱

负的平台。

记者了解到，在 2007 年的 9 月，江西财经大学成

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免费为创业

学生提供办公场所，还会定期邀请校内行家和老师，给

创业者们讲授创业实用性知识和技能，通过让学生参

与实际的或模拟的创业过程，提升他们的创业意识。

李云把握住了机会，在母校老师们的指导和帮

助下，顺利入驻了母校的创业孵化中心。在入驻之

后，李云凭借出色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创立了菲

尔教育有限公司。

无疑，在李云的创业之路上，母校是一盏明灯，

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创业成功的李云对母校也一

直怀揣着感恩之情，“在创业初期最茫然的时候，是

母校给予了我最大的帮助，我应该回报母校。”李云

也用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他热心地帮助学弟妹

开展一系列校园活动，为各学院举办大型活动提供

赞助。在 2012 年新生军训期，他还全资赞助义工协

会为大一新生免费提供矿泉水，邀请专业老师开展

公益性讲座，解答新生的困惑。他还联系学校勤工

部，为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工作岗位。

与事业“风雨兼程”

事业陪伴着李云共同成长，一路走来，风雨兼

程。在创业之初半年的时间里，无论遇到什么难

题，他始终坚持不懈，迎难而上。当记者问到他为

什么会给公司取名为“菲尔”时，李云表示，“我要一

直坚持‘菲比寻常，卓尔不群’的创业管理模式，给

学员带来‘菲’同一般的感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李云团队的成员均为

来 自 各 行 各 业 的 精 英，他 们 都 以 极 大地热情投入

到工作中。

如今，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已俨然成为校园内人

尽皆知的信誉型辅导咨询机构。对于自己，李云表

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李云：宁愿睡地板 也要做老板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焦点人物

马未都琢磨“身后事” 为博物馆规划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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