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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收藏的有限性与定期藏品资格审查

 

梁彦民 

    二十世纪是我国博物馆产生、发展到逐步完善的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但建成开放了一大批全新的博物馆，而且

始注重博物馆学的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在对旧的博物馆馆舍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学者们开始对原有的苏联式的博物馆建馆模式进行重新思考，许多西方

的博物馆学理论被介绍进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如何与国际博物馆接轨，怎样使中国的博物馆走向世界，成为现今博物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及研究成果无

将对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如何将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

的实际工作相联系的问题，即我们的研究首先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博物馆、立足于为我国博物馆的发展铺平道路。本文拟就我国博物馆在藏品收藏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及其解

决办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博物馆收藏的有限性 

    收藏是博物馆一切工作的基础，一个博物馆馆藏珍品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这个博物馆的社会声望和实际业务的开展。因此，收集藏品是博物馆头等重要的工作。博物

的收藏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其中收藏的有限性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我们知道，“有限”与“无限”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每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因此我们的博物馆在收藏

上毫无疑问也是有限的。那么什么是博物馆收藏的有限性呢？我们认为，由于博物馆在藏品征集、存放及保护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

一座博物馆具备无限收藏的能力，有限性是指博物馆的收藏能力而言的。 

    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博物馆界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从不知到知、不重视到重视的转变过程。 

    我国著名的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先生曾撰文介绍了国际博物馆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过程，文中指出：“开始时，人们面对无限存在的文物并没有意识到博物馆收藏的

有限能力。博物馆从无限收藏到有限收藏经历了一个过程。”接着指出博物馆收藏有限性的原因，即“随着博物馆藏品的不断积累而出现的超负荷收藏，促使博物馆藏品的

进一步有限化。” ①这里说的超负荷收藏在我们看来即是指博物馆在藏品征集、存放及保护方面人力、物力投入等不堪重负。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在一篇题为《国际博物馆学界关于博物馆功能的讨论》的文章中，作者冯承柏先生在介绍美国人约瑟夫•V•东的博物馆五功能说，即收藏、保存、

研究、解释、展览以及荷兰博物馆学专家彼得•冯•孟石的三功能说，即保藏、研究和交流的时候，就曾指出三功能说相对五功能说而言，将收藏和保存两项功能合并在一起成

为保藏功能，是为了强调博物馆收藏的目的性和有条件性。②这里的有条件性实际上也主要是指收藏的有限性而言的。 

    我国的博物馆学者很早也注意过这个问题，只是当时没有作为专门的问题提出。如我国著名的考古、博物馆研究专家曾昭燏曾写过一篇题为《论博物馆的收集政策》的

文章，文中通过对当时世界上一些博物馆的藏品进行的详细分析，指出：“什么东西是博物馆应当收集的，什么东西是不应收集的，完全要看博物馆的性质而定。”又进

步指出：“博物馆收集的东西，不仅应当按着固定的计划进行，而且在计划以内的东西，也应当加以选择。” ③ 这里尽管没有明确指明博物馆收藏的有限性，但提到了收

藏的计划性与选择性，而这两点也都是藏品收藏的有限性要求的。 

    由于博物馆的收藏是有限的，所以就要求博物馆应该合理的收藏与使用藏品，但我国的博物馆由于种种原因，在收藏与使用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 

    二、我国博物馆在藏品收藏及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这里强调博物馆收藏的有限性，主要是针对我国博物馆在藏品的收藏及使用上存在的问题而言的。按照收藏的有限性要求，博物馆的藏品在收藏与使用上都应该

立在理性与合理的基础上，而在我国的许多博物馆中，藏品收藏与使用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收藏方面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不当藏品”问题。在我国的一些博物馆中，或多或少都收藏着一些不符合收藏标准的藏品，即所谓的“不当藏品”。主要有三类：一是由

于鉴定不准确而混入藏品中的伪劣品；二是与建馆宗旨相悖、不符合馆藏原则的藏品；三是本馆不具备保存能力的藏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主观方面的

原因之外，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博物馆数量少且类型单一，绝大多数属于综合类的博物馆。那时候国家不提倡民间收藏，捐献给博物馆收藏几乎成为民间流散文物的唯一出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博物馆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对文物和标本进行认真地鉴选，就使大量的文物和标本进入了博物馆的库房，致使博物馆在藏品的数量上迅速膨胀，但质量上

类繁杂、品质高下差别很大，许多博物馆除收藏了大量的品质不一的历史文物外，还收藏有动植物标本。这些博物馆多数都发展为今天的历史类博物馆，由于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博物馆不必担忧保管经费问题，因此有许多当时入馆的藏品尽管未达到收藏标准，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近些年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增加，有一

些被调拨到了相关的博物馆或其它文物收藏机构中收藏，但时至今日仍有为数不少的此类不当藏品存在于博物馆的库房中。 

    不当藏品的存在还与我们对考古发掘品的认识及处理有很大的关系。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学的迅速崛起，大量的地下文物重见天日。面对这些出土文物，一些博物馆往往

过分强调出土资料的完整性，强调文物的集品性质，在进馆的时候没有严格根据入藏标准进行鉴选，使得许多既无观赏价值，又无研究价值的出土物，也同精品文物一道成

为博物馆的藏品。 



    不当藏品除以上两种渠道进入博物馆之外，还有很多是由于我们没有重视强调博物馆收藏的有限性，没有重视强调合理的藏品结构对于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意义，尤其

有重视强调保存能力是博物馆收藏的重要前提条件，也使许多本来不该收藏的东西被收藏。一些博物馆的决策者没有认识到“此物罕有是珍品，此物具有重要性，是某馆

年来求之不得的如此等等并不能构成收集和入藏的充足理由。” ④因此在收集藏品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将博物馆的收藏等同于收藏家的收藏⑤，使得一些文物进馆

之后即成为不当藏品。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甚至存在于一些新建的博物馆中。 

    除此而外，在博物馆的藏品之外一般都有一类特殊的收藏品，这类收藏品一般被称为“参考品”。被划入参考品的大多是属于不符合收藏标准的、残损严重的物品，也

有一些是暂时无法鉴定其真实身份的物品。参考品同样需要博物馆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除个别尚未辩明身份的之外，多数也应列入不当藏品之列。 

    不当藏品是制约博物馆发展的恶瘤，它们的存在必然要浪费博物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由于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对博物馆的投入十分有限，保存这部分藏品势

要耗费博物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文物保护经费。近些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凸显出来。而且随着藏品保护意识的加强，博物馆在藏品保

护方面投入的不断增加，其对博物馆的负面影响则愈显突出。在博物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博物馆疲劳”，是梅尔顿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针对观众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逐

渐出现的精力耗竭、注意力涣散、认识活动机能衰退和产生疲劳感的现象而提出的⑥。它原本是针对博物馆的观众的，如果我们将这一概念借用到不当藏品对博物馆的影

上，则会更加形象地反映出博物馆在这一问题面前的窘态。 

    不当藏品不但制约着博物馆的发展，而且由于在其所收藏的博物馆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用，势必造成这部分文物资源的浪费，尤其对于因不具备保护能力而成为不当藏品

的文物而言，就更不是浪费二字所能形容的了。 

除了收藏方面的问题之外，我国的博物馆在藏品使用上也普遍存在着一些不合理因素。 

    我们知道，在博物馆的各种矛盾关系中，收藏与使用历来都是矛盾的焦点。近些年来，关于收藏与使用的问题，学者间有着十分激烈地讨论。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即

博物馆收藏的目的在于使用；只有使用才能体现收藏的价值，使用也会促进收藏。收藏与使用二者之间是辨正的关系。⑦那种主张为收藏而收藏的观点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所谓“除了使用博物馆收藏本身也具有独立意义” ⑧的观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我们认为收藏本身的意义、不使文物消失的意义，应当由社会收藏去承担。对于每一座博

物馆来讲，收藏于本馆无用的东西都应视为是对人力、物力资源及文物资源本身的浪费。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说过：“博物馆者，非古董品之墓地，乃活思想之育种场。

⑨形象地指出了博物馆收藏的意义，可作为我们观点很好的注解。 

    基于此，我们认为博物馆的藏品在得到良好保护的前提下，应该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的博物馆中藏品闲置情况非常严重，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讨

论较多，本文不作赘述。 

    如何解决这些收藏与使用方面的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一座博物馆面前的艰巨任务。 

    三、关于建立定期的藏品审查制度 

    如何解决不当藏品与藏品长期闲置库房的问题，我们认为除了加深对博物馆收藏有限性的认识，严格按照建馆宗旨与收藏方针，把好文物入馆这一关口之外，还必须

立定期的藏品审查制度，对藏品的使用情况与保存情况加以监督，发现不符合收藏标准的不当藏品坚决予以注销。 

    注销藏品除对伪劣品剔除之外，一般还包括文物收藏部门之间的调拨及交换。对于注销藏品的问题，在国家公布的藏品管理法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如： 

1978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凡调拨、交换藏品，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其中一级藏品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处

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非文物，既要慎重，又要主动，处理时须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调拨、交换和处理藏品，必须办理登记注销手续。” 

1986年文化部印发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已进馆的文物、标本中，经鉴定不够入藏标准的，或已入藏的文物、标本中经再次鉴定，确认不够入藏标准、

无保存价值的，应另行建立专库存放，谨慎处理。必须处理的，有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或社会上的有关专家复核审议后分门别类造具处理品清单，报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后，妥善处理。” 

    尽管在调拨及注销藏品方面有这些明确的规定，但在博物馆中仍存在大量的不当藏品，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除了市场经济下各收藏单位之间在调拨、交换上存在利益

突之外，没有认识到藏品收藏的有限性是根本原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建立定期的藏品审查制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 

    定期的藏品审查，首先是对入馆的藏品进行资格的重新审查。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会发现由于鉴定失误而混入藏品中的伪劣品，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将不符合本

馆收藏宗旨与本馆无力保护的部分藏品登记造册，以为调拨、交换之用。 

其次，我们可以对藏品的使用率进行统计，使用率过高的藏品，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重点养护；对使用率很低、长期闲置于库房的藏品可以进行集中归类，以方便与其它博物

馆进行交换使用。近些年我国博物馆对外交流日益广泛，馆际间文物流动非常频繁，开展这项工作尤显重要。 

    除以上两点之外，对藏品的定期审查还可以实现一个重要目的，即对所有藏品的保存状况进行检查，以期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得到及时地解决。 

    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新颁布的《文物保护法》中已加入了有价调拨的条款，为馆际之间的藏品交流创造了条件。如果我们每一座博物馆都能够建立起定期的藏品审查

度，则会使我们的藏品结构更具合理性，文物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 

注释： 

① 苏东海：《文物是无限的 藏品是有限的》，《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21日。 

② 冯承柏：《国际博物馆学界关于博物馆功能的讨论》，《中国博物馆》1990年第4期。 

    ③ 李淑萍，宋伯胤选注：《博物馆历史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④ 冯承柏：《国际博物馆学界关于博物馆功能的讨论》，《中国博物馆》1990年第4期。 

    ⑤ 关于收藏家的收藏，曾昭燏在上引的文章中指出是收藏家个人的兴趣与美感的结果。 

    ⑥ 《“博物馆疲劳”及其对策》，《中国博物馆》1992年2期。 

    ⑦ 王璧：《论博物馆藏品保与用关系的辨证》，《博物馆藏品保管文集》，中华书局2001出版。 

    ⑧ 苏东海：《“为收藏而收藏”辩》，《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24日。 

    ⑨ 君实：《博物馆之历史》，见李淑萍，宋伯胤选注：《博物馆历史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原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