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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理论•体系•学科——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轨迹检视

《中国博物馆学史》课题组 

    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中国博物馆学史材料的初步检视，认识到这门学科是从一种外来的知识介绍传播起步的，而不是对本土的

践进行理论总结而上升成为的一门科学。随着博物馆知识的积累，各种打上时代特色的关于博物馆的思考出现了，这种思考逐渐变成一种理论探讨、一种学术研究，作为

问的特色逐步形成，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追寻其学科特点，建立有学科特色的体系与规范。我们从学史的初步研究中看到了这种努力与发展趋势，但就

格的科学定义而言，博物馆学家如果要把博物馆学发展成具有历史学、考古学一样的水准的学科，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国图书馆学界有一种观点：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只有图书馆思想而没有图书馆学思想，由于学科的相近性和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颇为相似，

这样的看法也可以引进到博物馆学的研究中。 

    那么，作为学术史课题的《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从何时开始自己的研究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一种标尺。博物馆学是从学科角度来认识与把握博物馆现

的理论，当中国人注意到西方近代博物馆这一事物并将其推介到中国，并对这一事物进行思考时，这种思考实际上就是博物馆学研究应有的命题。因此，出现这种“博物

思想”或“博物馆知识”的时期，就应该是我们博物馆学史研究确定的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的起始时期。以此为标尺，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检视这个百年历程的轨迹，我们所看到的博物馆学研究是曲折的、庞杂的，同时也是坚实地朝前迈进的。 

一、 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萌芽的时间尺度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近代的世界，纷纷走出国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文化，博物馆即是他们

见到的重要新鲜事物之一。经对资料进行检索，19世纪40年代前后到20世纪初，中国的商人、官员、学者等共计有数十人在自己的游记、随笔或著作中提到了西方的“博物

院”或“博物馆”这种机构，所记博物馆的名称就有100多个，而1905年以前近代报刊对国外博物馆、博览会的报道宣传，仅在20多种报刊中就登载有文章300多篇。当时

说的“博物院”、“博览会”还没能严格区分开来，以至今日仍有人认为博物馆就是博览会一类性质的机构。 

    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外国人在上海建立的，这些博物馆的出现，使普通民众开始接触博物馆，促进了博物馆知识的传播。 

    “博物馆”的中文译名最早出现在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一书中。我们认为，尽管这只是一个名词的译介，甚至是一种

案，很少为外界所知，对当时人的影响也很有限，但这正是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萌芽的一个关键时间刻度。如果此说成立，则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历史有160多年，比外国

在中国建立博物馆早20多年，比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博物馆早半个多世纪。 

这一时间刻度的发现，是课题组的重要成果之一，比以前所了解的“博物馆”一词出现的时间提早了20年，也对“博物馆”中译是由日文转译的说法提出了疑义。 

二、 早期博物馆知识推介中蕴涵的博物馆学研究命题 

    “博物馆”一词在中国出现并开始流传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初接触西方式博物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博物馆基本上以客观描述为主，也就是说他们是想向国

介绍一种新鲜见闻与知识，但他们也从各自观察的角度发现了博物馆的一些本质特征。如：1．“博物馆” 是博采穷搜综括万汇的场所，这是对博物馆收藏功能认识； 

  2．“博物馆”有“广识见”、“益智巧”、“佐读书之不逮” 、“广见闻，增智慧”、“知古通今”、“有益于民生”的机构，这是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 

  3． 博物馆是“任人游观之地”，这是对博物馆旅游功能的认识。 

  上述命题，前两项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课题中的支柱性命题，后一项也成为近20多年来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者关注的课题。 

    在上述命题出现的同时，也有学人开始深入博物馆内部，从博物馆本身的运作规律来认识博物馆，郭嵩焘、康有为、陈宝泉等是其代表。郭嵩焘在参观英法众多博物

之后，不但看到了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同时亦对博物馆的陈列、研究、鉴定产生了一些感性认识，接触到了近代博物馆学的理论问题。而康有为和陈宝泉则有自己的博物

学思想。康有为的博物馆学观点主要记载在《意大利游记》一书和《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一文中，其最大特色是将自己观察到的西方博物馆乃至文物的保护情况与中国

实际相联系，通过各类博物馆藏品的保护与收藏的中西差距比较研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就中国博物馆的建立、文物的收藏与保护、经济效益、讲解服务和博物馆建筑

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看法与建议。康有为的博物馆学思想，已经涉及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科学研究以及博物馆的建筑等若干博物馆学理论问题，

解精到独妙。陈宝泉的博物馆学观点，体现在他1905年1月撰写的《天津教育品陈列馆议绅陈宝泉上周总办意见书》一文中，该文谈到了陈列馆的建筑、展品的分类、陈列

计中的美学思想、陈列馆观众和陈列馆发展等博物馆学理论问题。 

    通过对我们掌握的这些材料的梳理，我们认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有一个萌芽期，其特点有： 

    1．注意到了“博物馆”这种机构的现实意义； 

  2．开始探讨“博物馆”这种机构的运作规律； 

  3．主观上没有意识到对“博物馆”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博物馆学”的层面，大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向国人推介，是一种知识性的介绍； 

  4．研究只是一时兴趣，没有有意识地为构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努力，因此，多是一种“业余式”的关注而不是专门性的研究，关注人士多为社会名流。 

  萌芽期的划分，似乎是过去治博物馆学史的学人尚未提过的。 

三、“博物馆” 社会角色提升带动的博物馆学研究 



   

    1905年，著名实业家张謇自筹资金创办南通博物苑，尽管之前各种筹建博物馆的主张、成立的具有博物馆性质的机构业已出现，但完全按西方博物馆要求建设、并有一

定规模与规范的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这是第一家。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刻度。从这一时期到1949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分裂、战争、革命运动之中，也进行了资产

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博物馆事业得到了初步发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及其影响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中国人对博物

馆的社会角色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其特点是： 

  1．“博物馆”开始以整体形象出现在社会上。有资料表明，至1935年各种类型博物馆总数为250余所、从业人员已达数千人，博物馆的业务活动日趋活跃，博物馆在社

会上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2．有一大批一流的专家学者关注博物馆事业，如蔡元培、鲁迅、严智怡、马衡、李济、杨钟健、曾昭燏、裴文中、林惠祥等，他们尝试从专业角度发展博物馆事业与研

究博物馆学。这一时期，无论是博物馆建设的热心人士还是博物馆学研究者，教育家占的比例很高，大学图书馆参与度也很高，显然，人们期待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角色是

育民众。 

  3．博物馆工作者开始以整体形象出现在学术界，成立了以研究博物馆学为目的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学术团体。这一学术组织于1935年5月18日正式成立，由翁文颢、丁文

江、马衡等68位分属于博物馆系统、地质与历史考古系统、美术系统、图书馆系统、教育系统、学术研究系统、戏剧艺术系统、出版系统和政府系统的最优秀的专业人士

起。在协会的组织下，他们规划协会工作，创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筹办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届年会，倡导学术研究。这些标志着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已开宗立派，形成

了一股合力，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学有组织有系统学术研究活动的先声。 

  博物馆建设、一流学人的关注与推动、博物馆协会的成立，大大带动了人们对博物馆学研究的热情。在当时并不太平的环境下，博物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是令人钦

的。如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博物馆学著作：如费鸿年、费畊雨的《博物馆学概论》，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曾昭燏、李济的《博物馆》等；出现

文物科技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胡肇椿的《征集品之修复与保存》。这些著作或深受西方博物馆学影响，或直接搬译于西方博物馆学理论，虽然学科体系还很不成熟，但

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意识地构建博物馆学学科架构，不仅促进了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对早期中国博物馆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培养博物馆事业各类人才为己任的博物馆学教育应运而生，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学校设置博物馆学科课程，建立公认的博物馆学理论框架，形成比较完整的知

结构体系，构筑自身的学科研究范式，培植特有的学科文化内涵，以使博物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博物馆学教育分为博物馆工作的业务培训和大专院校的博物馆

专业的学历教育。中国“博物馆学”的专业教育起始于1941年创设于重庆壁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第一个在大学讲堂讲授“博物馆学”专业课程是国立社会教育学

的荆三林教授等。 

  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也取得了不少，博物馆的研究功能已为个别博物馆学专家认识到、博物馆学研究命题显示独立学科特点、欧美博物馆学理论被大量引进、“博物

学”基础理论研究开始有人关注、博物馆实用技术的探讨受到重视、 博物馆事业与社会进步及国家发展等现实问题也成了重要研究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博物馆学研究者最关注的一些博物馆学命题，如博物馆人才、博物馆经费、博物馆建设等问题，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已开始涉及了。 

四、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苏式社会主义博物馆学痕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博物馆学研究的原有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主流由全面学欧美改为了全面学苏联, 并几乎照搬了苏联博物馆学的理

体系、结构体系、研究方法等，如新中国第一本博物馆学著作——傅振伦著的《博物馆学概论》，其框架结构体系与《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几乎如出一辙。这种改变，突出

表现在博物馆功能认识的变化，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命题，如博物馆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作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政治服

务，为生产服务”等等，博物馆政治价值的发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第一大课题。而在研究方法上则重视普通群众的参与、重视群众实践，注重“博物馆知识”与“博物

工作方法”的介绍与交流，最突出的理论成果就是“三性二务”论的提出并在中国博物馆实践中的广泛推广，其最显著成效就是按照苏联地志博物馆模式组建了山东省地志

博物馆。 

  可以说，政治价值观很强的著名的“三性二务”论的产生，地志性博物馆的试点单位——山东省博物馆的建成，新中国第一本博物馆学著作——傅振伦的《博物馆学

念》的诞生等，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博物馆理论影响下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为了釐清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状况，课题组尽可能地收集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编译的重要的前苏联博物馆学论著、留苏人员学习博物馆学的有关史

料、部分地志博物馆的馆史资料等。通过对资料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希望使我们的结论尽可能客观公正。 

  这一时期，虽然涌现出数百篇关于博物馆工作的文章，编印近40种介绍博物馆理论和工作方法的书籍，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博物馆学知识和博物馆工作方法的学习和研

究，但并没有明确的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博物馆实际工作经验总结的主观表现和客观效果都大大高于博物馆学理论建设的色彩。 

  1960年以后，在“已不必再事事效仿苏联”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本土化”的探索之路。这时博物馆的理论

实践除继续走学苏联的道路外，一些博物馆工作者主要着眼于汇总博物馆实践经验。然而，客观地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探索之路更为艰难，这几乎

是一种脱离世界潮流和没有他国作参照的“中国化”，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语录化、政策化就是其典型体现。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但令人欣慰的是，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时代为博物馆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五、全面开放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博物馆学研究也开始焕发新的活力。各级、各行业博物馆学会相继

立，其组织开展的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博物馆学研究；大专院校纷纷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博物馆学已被国家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列为二级学科，纳入了行政建制；以博

物馆学研究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专家队伍基本形成，对外学术交流也逐渐打破禁忌。 

  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博物馆学研究兴盛局面的是博物馆学学术刊物与论文著作大量出现，各种博物馆学研究课题均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仅以1978－2000年的统计为例，

题组收集的108种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博物馆学的论文就多达7842篇、出版的各种博物馆与博物馆学论著多达233种。研究队伍也相当大，仅《中国博物馆》一家杂志从创刊迄

2000年，就有772名作者发表了自己有关博物馆学的见解。 

  在这种背景下，博物馆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明显提高，博物馆学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博物馆学体系结构的划分以及各种博物馆技



问题均成了博物馆学专家十分关注的课题，建立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体系的目标成了不少大家的追求。 

六、兴盛局面下的问题与困惑 

  课题组在梳理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的脉络时，一方面为大量学史材料的发掘、大量学术成果的涌现欣喜不已，但也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感到不安，如： 

    1．博物馆学研究中的传承发展问题。最近二三十年，发表的各类博物馆学研究文章成千上万，但整体研究水平不高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国博物馆学研究跟不少国

比起步较晚，研究工作尚不健全，无论在知识、体系、方法上，都不成熟。我们的博物馆学研究基本上尚未跳出传统博物馆学的窠臼，其研究方法也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封

闭性的，还谈不上研究的有序化、规范化、精确化、科学化。目前的博物馆学研究工作大多是一种自发的、无序无计划的个人行为，研究中存在着“游击战”做法，这种

法表现为不少的研究者缺少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且一般都处于结合藏品资料和工作条件撰写论文，博物馆学研究陷于囿于总结经验之藩篱中的状况，其直接

果就是严重影响了尚待完善的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的突破，从而导致中国博物馆学社会学术地位低下、学术性不能引起社会足够重视的局面。所以，时至今日，即使文博

系统内部都还存在“有没有中国博物馆学”的争论。 

  在博物馆学研究中，不讲究学术规范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这种不讲规范的主要表现是不重视文献检索，许多论题在重复前人的研究，许多新观点、新发现，实际上早已

有人讲过了。因此，课题组不惜人力物力编辑了《中国博物馆学文献目录》，收录文献条目9000余条，希望为博物馆学研究者提供文献检索方便。此目录是迄今为止收录

献时间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反映博物馆学研究文献最为集中、收录条目数量多、编排最为科学合理、最能体现博物馆学学科框架体系的大型文献目录。 

    2．关于“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建设问题。众所周知，博物馆学学术史的研究是以其母体博物馆学为基础的，博物馆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状况决定着博物馆学学术史研

的开展程度。通过近三年来对博物馆学研究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我们认为，伴随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起步和初步发展，中国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理论架构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中国博物馆学作

研究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学科理论，其理论框架主要由以博物馆学学科性质与内容、学科体系结构、相关学科理论、博物馆学科研究方法以及博物馆定义、性质与

能、作用、博物馆与社会、博物馆与未来、博物馆事业建设原理等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和以中国博物馆藏品征集、保管、陈列、社会教育、科学研究和博物馆管理等为

究对象的应用理论组成。中国博物馆学发展一百多年来，虽然在上述两个理论的研究方面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但还没有完全从传统博物馆学

原有的基础上上升到现代科学的水平，而且作为支撑有中国博物馆特色理论体系构架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诸如建立具有中国个性的现代博物馆保管

学、陈列学、社会教育学和具有中国博物馆学特色的博物馆事业建设原理、学科结构体系等，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而目前博物馆学的研究方法似乎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

缺少从学科特点中寻找规律的、有指导意义的探讨。 

    3．关于博物馆学理论研究对博物馆实践的指导问题。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博物馆事业，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初创、发展和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研究的

不断深入，理应反作用于博物馆事业，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然而实际上，这种理论指导是有限的，一是因为中国博物馆学自身学科理论研

深度方面的不足；二是因为理论研究与博物馆实践的脱节，尤其表现在应用理论的研究方面。博物馆学应用理论的研究涵盖了博物馆几乎所有的具体工作，技术指导性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