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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史类博物馆需高度警惕

--历史类博物馆“艺术转向”的隐忧  

宋向光 

    最近时时听闻历史类博物馆的“艺术转向”的言论和消息，感到对历史类博物馆的发展有一些隐忧，所以，不揣冒昧，写了一篇短文，希望能引起业界关注和重视这一

问题。如能就此引发对历史博物馆的特性、任务、目的的讨论，对我国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当有帮助。 

我国历史类博物馆“艺术转向”的倾向越来越鲜明 

    近来，我国历史类博物馆“艺术转向”的倾向越来越鲜明，一些博物馆提出“历史与艺术并重”，一些博物馆定位于历史遗址与古代艺术的结合，一些博物馆将历史

类展览冠以“古代艺术”的名称，一些博物馆着手开设艺术雕塑园，一些博物馆馆长讨论举办艺术展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一些人还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求依据，有些人说，

20年前北京大学就办了一个“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还有些人说，德国“启蒙的艺术”不就是用艺术来展现历史吗？一时间，“艺术转向”之风弥漫我国历史类博物馆，很

多人都希望此举可以为历史的理性披上光鲜的艺术外衣，希望搭艺术“高铁”追赶时代潮头。 

中国历史类博物馆的定位始终游移 

  中国历史类博物馆的定位始终游移。上世纪50年代，博物馆是文物标本的收藏、研究和展示的机构；60年代，博物馆是“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的场所；

70年代，博物馆则成为“批林批孔”政治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后，博物馆力图摆脱文革的影响，力求理性客观地表现历史，用考古学取代政治斗争，考古出土文物占据了

历史类博物馆的展厅，考古学语言取代了历史学语言，物质文化史试图展现厚重的历史。 

    当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后，公众表现出对历史的强烈渴求，“戏说”“心得”“揭秘”类节目的火爆正反映了这一需求。博物馆注意到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愿意帮助公众

重建历史的记忆。一些博物馆期望复制大众媒体的成功，试图将历史类博物馆通俗化、娱乐化，用“探秘”的主题激发公众的好奇，用新奇特的高科技手段取悦观众。更多

的博物馆则抵触低俗、媚俗的做法，他们要用博物馆的高雅和尊贵来抗衡，于是，“艺术”成为历史类博物馆重装上阵的杀手锏。  

  

“艺术转向”改变了博物馆的性质，模糊了它的发展方向，需要当代历史类博物馆高度警惕 

    历史类博物馆的“艺术转向”，使得一些博物馆淡化传统的历史定位，工作目标强调艺术取向，基本业务倾向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展示，陈列选题和内容结构以艺术

品为主，陈列表现形式则采取艺术品展示方法，博物馆教育也更多关注展品的个性化内容和审美维度。 

    历史类博物馆的“艺术转向”，似乎为历史类博物馆发展增加了选项，使博物馆活动呈现多样化，满足公众多样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博物馆陈列的艺术表现。我

们注意到，当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公众对博物馆的需求会表现出较强烈的文化体验和文化消费色彩，观众对博物馆陈列、教育和服务的需求会更加关注情感、美

观和舒适的内容，要求博物馆更精致、更关注个性和更愉悦，这也可以说，观众在基本的获取知识的理性需求基础上，要求增添使身心愉悦的艺术氛围和诗意表达。 

   艺术表达可以丰富博物馆的表达方式，“艺术转向”则改变了博物馆的性质，模糊了博物馆的发展方向。艺术表达是当代历史类博物馆工作研讨的重要课题，而“艺术

转向”则是当代历史类博物馆需要高度警惕的导向性问题。 

    笔者认为，对历史类博物馆来说，“艺术转向”潜藏着我国博物馆发展的隐忧，将导致我国博物馆中历史的缺失，造成博物馆定位的失焦，也反映出博物馆学的迷惘。 

  历史是以指向未来的时间为基本维度，关注当下之前发生的事件，关注依时间维度展开的单一事件的完整过程，关注共时或历时条件下各个事件的联系和逻辑关系，探

讨个人与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发展状况，历史具有“过去、区间、过程、客观”的特点。 

    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差异是鲜明的。从人的行为角度来说，艺术是艺术家通过艺术表达方式对自我感知和个人意志的抒发，是人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体现。如果将历

史与艺术都置于时间的维度上，艺术是被包含于历史中的，或者说，艺术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在历史类博物馆中，艺术品是作为历史的物证来表现的，用以说明

特定历史过程对特定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制约和影响，不应抽取其时间维度和历史情境而单纯表现艺术品。 

  历史类博物馆是从历史的角度收藏、保护、研究、传播和陈列博物馆藏品，是要通过历史实物阐释历史发展，使观众了解客观真实的历史，学习历史知识，认识历史发

展规律，了解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了解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历史类博物馆强调其藏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人文价值，强调这些物件应记录和反映特定历史过程和社会

现象，应能够表达制作、使用这些物件的人的活动和意念。博物馆研究工作力求揭示这些物件的社会、文化内涵，将这些物件与其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并将这些物件与相关

社会科学研究建立联系，使之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知识背景中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和阐释。博物馆陈列则力求将物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所谓“物件讲述你的故事”，就

是要让物件成为特定人、特定事件和特定情境的讲述者，让观众透过物件去关注背后的原因、情境和人物，以真实的物件传达真实的历史信息，以物的联系表达历史的进

程。历史类陈列重视真实的物件，更重视物件之间的多元错综的关系。历史类博物馆的教育是以对物件的欣赏为基础，以认知和理解历史事实为线索，激励观众正确的认识

当代社会的历史源头，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了解历史发展的趋势，认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而激发对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历史类博物馆有责任将民族的历程告诉人们 



   近年来，我们常听到“我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向哪里去？”的问题。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过的历程，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志，也

是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情境条件。历史类博物馆有责任将民族的历程告诉人们，有责任将民族精神、价值、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形成过程告诉人们，有责任将公众关心的社

会事件的来龙去脉客观地展示给人们，有责任通过博物馆的历史收藏构建人们的历史记忆，有责任支持公众自觉的用历史发展的态度认识当前社会现实。我们注意到，随着

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身边的历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且实质性变化的周期也越来越短暂，区域文化特征的情境条件和历史环境越来越淡化，

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博物馆就成为其当地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所和族群文化特性的表达载体。某种程度上，历史类博物馆成为保存和展示真实历史绵延历程的重要场所。   

“艺术转向”的倾向反映出的是历史责任感的淡漠和我国博物馆界在社会环境变化情境中的迷失 

   历史类博物馆“艺术转向”的倾向，反映出的是，历史责任感的淡漠，反映出对历史类博物馆的性质、特点和作用认识的失准，也反映出我国博物馆界在当前社会环境

变化情境中的困惑和迷失。客观而论，我国博物馆构成还不平衡，艺术、自然、科技、综合类博物馆的数量还不多。但是，这种不平衡状况不能靠将现有的历史类博物馆转

型来解决。面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面对56个民族，面对十几亿人口，我国的历史类博物馆还是太少。中国当代历史类博物馆应坚持自身特色，承担历史责

任，记录当代中国伟大复兴的历程，展现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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