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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物馆，走进陕西博物馆

    无论人类以前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文明，都无一例外地将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人类在不断地创造着文明，文明却无法永生——这是永恒的法则。但是，人们仍然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这些文明的踪迹，其中，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走进博物馆。 

一 

    博物馆现象最初萌发于人们的收藏意识，由此产生了在社会生活中对珍稀物品的收藏和对具有纪念意义的遗物遗址的保存和利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博物馆，无论在

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都可追溯到公元前好几个世纪以前。在西方，不但把始建于公元前290年左右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博物馆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

馆，而且，由于该馆是为祭祀缪斯而建，因此有关博物馆历史的著作，都一致认为博物馆（Museum）一词来自于希腊文Mouseion ，其原意为“祭祀缪斯的地方”，从而将博

物馆的起源，追述到希腊神话中的缪斯（Muses）女神。缪斯据说是掌管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舞蹈等九个女神的总称，代表着当时希腊人

文活动的全部。这一颇具学术意义的追本溯源，既给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博物馆蒙上了一层神奇的光环，更给博物馆增加了浓厚的文化学术色彩。在中国，一提起博物馆，人

们常常喜欢引用《左传》、《汉书》中的“博物君子”，“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等记述以及晋代张华编著的《博物志》一书，认为博物馆在中国古已有之，并把公元前5世

纪在山东曲阜阙里孔子故居建立的孔子庙堂看做是中国最早的纪念类博物馆。孔子与缪斯一样，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将博物馆

的起源与文化名人联系在一起，中外思路大体一致，也许并非偶然。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特殊的文化事业和文化教育机构的博物馆，则是17世纪伴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出现的。17—18世纪，欧洲各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直接催生了现代博物馆的诞生。在社会开放、知识普及的浪潮中，一直被上层贵族和少数文化精英所垄断而对普通民众紧闭的

博物馆的大门被敲开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收藏在皇宫中的大量艺术品转为国家所有，政府下令在卢浮宫建立中央艺术博物馆，并且正式向公众

开放，这是博物馆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它标志着博物馆最终成了面向一般民众的特殊的文化教育机构。继卢浮宫开放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国家博物馆，私

人博物馆也相继开放，从而开始了博物馆的社会化进程。随着科学革命的发展，博物馆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博物馆的诞生和博物馆科研职能的发展，各种动植物标

本、矿物岩石标本、古生物、古人类遗骸以及各种科学仪器不断进入博物馆，不仅扩大了藏品的范围和内涵，而且产生了博物馆的第二职能：即科学研究职能。这时博物馆

往往就是科学家工作的场所，藏品就是科研的对象和资料，博物馆往往成为建立相应科学研究所的基础。在工业革命深入和初等教育普及运动开展的形势下，博物馆的社会

教育职能也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形成了以收藏、科研、教育三大职能为主的现代博物馆。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与西方的政治、文化、经济往来逐渐频繁，对西方各国的博物馆也有了一定的了解。1841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中首次出

现了“博物馆”一词。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中，不少有识之士不断提倡引进西方类型的现代博物馆，作为“开民智”的重要措施。由于办博物馆被视为“新政”，一直遭

到清政府的反对，直到1905年，江苏南通人张謇自费在南通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才开始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 

从张謇的南通博物苑算起，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起步晚了二百余年，但一开始就具有比较鲜明的收藏、科研和教育作用。新中国建

立前，由于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博物馆事业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全国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同步，博物馆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

展。到2008年，全国博物馆总数已由解放初期的21所增至2400余所。与此同时，博物馆的种类也日益丰富，综合类、社会历史类、革命史类、军事类、艺术类、名人类、地

矿类、科技类、产业类、民俗类等多种类型的博物馆竞相辉映，并出现了集体和个人修建的博物馆。而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艺术陈列

馆、汉阳陵博物馆地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等一批现代化博物馆的建成开放，则大大缩短了中国博物馆与世界发达国家博物馆的差距。 

二 

    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不知道博物馆。但当问到什么是博物馆时，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未必答得上或说得清楚。在汉代许慎编著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

“博”字被解释成“大、通也”，可引申为“众多”、“丰富”等含义。“物”字则解释为“万物”，包含人为物和自然物两种含义。“馆”字在古代另一本字典《玉篇》

中解释为“客舍”，后来逐渐引申为“公共建筑物”，所以唐宋以来，称专管或保存文物或讲论学问的公共建筑物为“馆”，如“昭文馆”、“史馆”等。“博物”两字连

称，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晋代张华收集古今奇异之物、奇境殊俗，编成了著名的《博物志》一书。据此，“博物”有博览万

物、保存万物、精通万物之意，“博物馆”的意思就是保存、展出、研究万物的公共机构。 

    当然，以上所说，只是博物馆的字面意义。由于博物馆是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化复合体，且其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仍在不断地发展变

化，因此，博物馆公认的定义也在不断修改之中。国际博物馆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1946年11月成立，简称ICOM，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目前拥

有100多个会员国，我国于1983年4月21日正式加入）为了给博物馆下一个各国都能接受的定义，进行了很多工作，曾经作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直到1974年，在丹麦哥本哈根

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十一届大会通过的章程，才明确规定：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盈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它为研究、教育和欣赏

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这一定义只是国际间的一般性定义，不少国家还按照自己的国情给博

物馆下了定义。 

    在我国，对博物馆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其定义也有过多次修改。1935年成立的中国博物馆协会认为：博物馆是一种文化机构，不是专为保管宝物的仓

库，是以实物的论证而作教育工作的组织及探讨学问的场所。新中国建立后，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和修改，直到在1979年，在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通过的



《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中才明确规定：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博物馆通过征集收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形象代表。今天，随

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人们越来越把人类心智的充实和自由看作最大的快乐和幸福，这也使得博物馆的功能和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各发达国家都把博物馆的

发展看作是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和反映国力的重要标志，从而不惜把最新的科学、工艺技术、艺术成果以及大量的社会财富用于建筑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第二，博物馆逐渐从

过去注重实物的珍藏保管，发展成为以大众教育为中心，并进而使博物馆在现代教育方面承担起对全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巨大作用，成为启迪和激

发少年儿童热爱科学、探求知识的最好场所和成年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学校。第三，博物馆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设施，是人们了解过去的纽带，通向未来

的桥梁。作为严肃的科学精神和现代艺术成就的体现，博物馆从其展品所展示的内涵，到博物馆的建筑和装饰，无一不渗透着人类的智慧、散发着艺术的魅力。所以，在现

代社会中，博物馆是提高个人鉴赏力乃至培养社会情趣的最重要的场所。参观博物馆，除了能充实学识、开阔眼界外，已经上升为一种审美活动，是现代人生活中的一种美

妙的体验。 

    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和地位？专业人员有多种学术性的论述，民众当然也有自己的认识。也许，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的看法最能够代表民众对博

物馆的认识。海伦•凯勒在她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说到：如果“有三天视力的话”，她将会用一整天的时间“参观博物馆”，“对整个世界，从古到

今，作匆匆的一瞥。……看看人类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看看历代的兴衰和沧桑之变”。作为一个盲人，在想象中能看东西的短短三天里，海伦将花一整天时间参观博

物馆的强烈愿望，也许反映了博物馆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她对博物馆睿智的看法，则是对博物馆意义的最好解释。是的，今天，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博物馆毕竟已成为人

类昨天的脚印、今天的镜子和明天的根基，是人们认识自己及其生存环境最好、最直观的百科全书。但是，正如海伦同时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博物馆，“许多人有这

种机会却没有很好地利用”。 “对于许多有视力的人来说，究竟有多少人曾仔细观察过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博物馆里展出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展品的全貌”，海伦也表示怀疑。

事实就是这样，既还有很多的人没有走进博物馆，有机会走进博物馆的人也大多是“匆匆的一瞥”，没有充分地利用这个“大有所获”的地方。因此，要让更多的人走进博

物馆，要让博物馆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博物馆意识深入人心，专业人员和有关机构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为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吸引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与和关注，国际博物馆协会决定：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并每年

为国际博物馆日确定一个活动主题。这一天，世界各地博物馆都举办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以此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功能。 

三 

    1944年6月成立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既是陕西最早的博物馆，也是新中国在陕西接收的唯一一座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

下，陕西省充分发挥地上地下文化遗存丰富的独特优势，博物馆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其他省市相比，陕西省博物馆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点： 

    博物馆数量众多，一大批著名博物馆享誉世界。截至2009年7月，陕西省共有各类博物馆164座，数量居全国第一，超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平均数的一倍。以全省3700万

人口平均计算，陕西省大约每22.6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也远远高于每60万人口拥有一座博物馆的全国平均水平。此外，由于得天独厚的历史遗存，以一些著名的古迹遗址

为依托而建立的博物馆，或以收藏宏富、规模宏大而著称的博物馆，已经在我国乃至国际上形成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例如，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博

物馆、被称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和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博物馆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有“石质书库”之称的西安碑林博物馆、以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珍宝为基础建立的法

门寺博物馆、全国第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全国首座现代化地下遗址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地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等。它们不仅在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史

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一页，同时也在世界博物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日本博物馆学者就把西安半坡博物馆“在新石器时代农耕部落遗址上面建一个大罩作为主厅”和秦始

皇兵马俑博物馆“公开展出发掘现场”称为博物馆发展史上两个划时代的做法；而汉阳陵博物馆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大厅的建筑理念以及玻璃全密闭式的遗址保护与展示方

式则被曾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的德国人米歇尔•佩赛特先生盛赞为“一项杰出的成就”和“其他遗址的楷模”。 

    2008年在全国首次开展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活动中，陕西省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汉阳陵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半坡

博物馆共六座博物馆荣获“国家一级博物馆”称号，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在2009年公布的国家二、三级博物馆中，陕西有23座博物馆上榜（二级10座、三级13座），总数也

位居全国前列。这些均充分说明了陕西博物馆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由于有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博物馆，使得陕西也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名人访华时选定的观光访问的重要目的地之一。1980年以来，全省

博物馆接待的世界各国在任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就多达160多位。其中，尤以几任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德国总理、英国女王、日本天皇和首相、俄罗斯总统、几任联合国

秘书长等来陕西参观博物馆影响最大，成为一时新闻热点。一些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党领袖甚至专程来陕西参观博物馆。这些对于推进我国的对外交往，扩大陕西乃至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博物馆藏品数量巨大，藏品价值高。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和中国最重要的古文化中心地区，历史上曾先后有14个王朝在此建都。由于在古代特殊的社会条件

下，最高度的文化，最精湛的技艺，总是荟萃于都城及其周边地区，从而使陕西一地文物之盛之精，有甲于全国的美誉，以至人们将陕西称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目

前，陕西文物系统的博物馆、文管所藏品已达百万件组，等级文物达十二三万件，其中国宝级文物123件组，居全国前列。与其他省市相比，陕西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不仅数量

多、种类全、品位高，在工艺技术、艺术创造等方面代表了全国的最高水平，而且还因其无与伦比的典型性、序列性、完整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的悠久灿烂和中国古代

文明的博大精深。可以说，陕西博物馆的藏品无论是对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还是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正确评估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世

界历史影响最大、最使中国人骄傲与自豪的周秦汉唐均定都于陕西，对那些周秦汉唐的崇拜者和研究者来说，陕西的博物馆更无疑是他们的梦想之地和首选之地。此外，由

财政部及国家文物局支持的“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实施，既使陕西博物馆的藏品数字化、信息化管理达到了全新的水平，同时也为藏品的研究利用以及

全社会共享文物信息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博物馆类型多样化，行业博物馆、民营博物馆异军突起。陕西是我国著名的文物大省。其悠久的历史，上自百万年前的蓝田猿人，下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之相关的文化遗存遍及全省。举凡都城遗址、陵墓庙堂、石窟寺院、革命旧址、民俗民居、钟鼎彝器、俑群造像、壁画石刻、金

银珠玉、丹青书法、陶瓷器皿，凡所应有，则无所不有。这些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历史文物，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和沧桑岁月的见证，共同构架起陕西乃至中国文明发展



的历程。而这种历史悠久的大跨度特点和文化内涵的异常丰富多样，也造就了陕西众多的博物馆各自与众不同的规模、神韵和风格，从而又在整体上构架起陕西层次门类较

为齐备的博物馆体系。目前，全省博物馆中有综合类、文物历史类、科技类、艺术类、名人类、自然类、地矿类、民族民俗类等多种类型。尤以遗址类博物馆数量最多，影

响最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行业博物馆和民营博物馆数量增加，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据统计，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提倡和政策的宽松，全省各行各业以及民营企

业、个人兴办的博物馆已达44座，超过了总数的26%。 

    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充分发挥，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陕西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博物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

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一是展览数量逐年增加，参观人数稳定、量大，社会受众面广，博物馆的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近年来，除基本陈列外，全省博物馆每年举办各种展

览近百个，年接待国内外观众上千万人次。陈列展览的主题内容、展览形式、科技含量和艺术感染力都有很大提高，并涌现了一大批深受观众喜爱和好评的展览，一些展览

还被评为“全国十大精品陈列”。1982年以来，陕西省还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城市举办过150多个文物展览，吸引境外观众5000多万人次。不少展览都在当地引起

了轰动，既实现了让世界了解陕西，让陕西走向世界，推动了陕西的对外开放与合作，同时也为弘扬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通过文物外展，陕西省的不少博物

馆与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奠定了陕西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中的重要地位。在以开放的心态走出国门，将辉煌灿烂

的中华文明带给世界各国的同时，陕西的博物馆也先后引进了《玛雅文明展》、《天竺之魂——印度古国青铜雕像展》、《古罗马文明展》等国外展览，给国内观众创造提

供了了解学习世界其他文明的机会，在引导国人改变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观念，学会以更加宽容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和别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博物馆的社会

教育功能进一步强化。教育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一，重视社教工作也是陕西博物馆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的社教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在讲解员培训方

面，汇聚了一批知名的博物馆专家和讲解专家，积累了丰富的培训经验，陕西的讲解培训逐渐成为全国社教工作的知名品牌。2006年11月，中国博物馆学会把唯一的讲解员

培训基地设在西安半坡博物馆，2009年5月又将培训基地拓展为中国博物馆协会西安培训中心，就是对这一工作的充分肯定。从2006年开始，为充分发挥文物资源优势和博物

馆的社会教育功能，陕西省又率先在全国将全省文物系统的博物馆资源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与教育部门实现资源共享，将博物馆教育列入正常教学计划，在日常学科教学活

动中，渗透博物馆教育的相关内容。博物馆正在成为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的生动课堂。2008年3月，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主的一批博

物馆的免费开放，也使文化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真正惠及了社会，惠及了群众。近年来，各博物馆不断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营造高雅的人文环境和优美的生

态环境，强化服务意识，使博物馆不仅成为人民群众获取知识、陶冶情操的重要场所，而且日渐成为公众文化休闲和旅游消费的上佳选择。 

    博物馆成为旅游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在陕西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确立了把旅游业作为陕西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战略思想，而文

物是陕西旅游的最主要资源，这使得各类博物馆事实上成为当地旅游产业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在地方经济发展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博物馆直接经济收入也稳步增

长，成为博物馆自身运转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统计资料显示，随着博物馆数量增加、规模扩大、陈列展示水平的提升、观众人数的增加以及票价调整等因素的变化，全省

博物馆每年直接的门票收入和其他经营服务收入稳步增长。自“七五”到2007年，全省博物馆直接收入达到21亿多元。博物馆事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经

济效益则难以估量。由于陕西的旅游业基本依靠人文历史资源，因此，博物馆成功运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运输业、餐饮业、宾馆酒店行业以及

旅游商品生产销售行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2006年和2007年，全省以博物馆为主体的各类文物景点共接待参观者在1800万人次以上，其中境外观光者均在90万人次以上。博

物馆带动当地旅游和相关产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经过多年的实践，博物馆在陕西旅游经济发展中特殊而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国家对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文化事业的投入进一步扩大，陕西省一批新的博物馆建设项目陆续启动，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咸阳博物院、渭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石刻艺术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半景画馆等一大批馆舍建设，标志着陕西的博物馆事

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全国有名的文化遗产大省，配合基本建设，陕西省每年都会出现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考古新发现，这对博物馆藏品的补充，对建设新的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因

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并自信地说：陕西博物馆事业不但前景无量，而且必定会在推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高陕西文化软实力以及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陕西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特别是统一的周、秦、汉、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而

陕西境内162座博物馆、纪念馆则是全面反映、再现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主要载体。如果您想感受体验西周青铜文化的神秘威严，秦汉时代横扫六合、国威远播的万里

雄风，盛唐巅峰时期的万千气象，历代的兴衰和沧桑之变以及人类进步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陕西的博物馆毫无疑问应当是您的首选。在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

我们编辑出版《陕西博物馆大全》一书，既是为了展示陕西省博物馆事业六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更是为了宣传推介陕西的博物馆，并为民众参观陕西的博物馆提供“导

览”。我们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发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陕西的博物馆，走进陕西的博物馆！ 

（本文为近日出版的《陕西博物馆大全》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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