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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界资讯

古时苏丹戴过的戒形印章、穿

过的长袍，罗马时代几位大帝的头

像 ，17 世 纪 宫 廷 中 缀 满 珠 宝 的 石

镜，希腊风格的女子雕像，由象牙和

木材制成的古兰经盒，通过丝绸之

路从中国购得的青花瓷器……“安

纳托利亚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到奥

斯曼帝国”展览目前正在上海博物

馆展出。这是土耳其首次在中国

举办文物展览。

安纳托利亚半岛曾

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

城的所在地，而诞生于

此的古代帝国赫梯则依

靠独有的冶铁技术一度

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霸

主，此后的东罗马帝国

与奥斯曼帝国也留下了

丰富而精彩的文物与艺

术品。

据上海博物馆馆长

陈燮君介绍，“安纳托利

亚文明”特展是 2013 中

国“土耳其文化年”的重

要内容。托普卡帕老皇

宫博物馆、土耳其及伊

斯兰艺术博物馆、伊斯

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3 家

极负盛名的土耳其博物

馆共同为中国观众呈现

了 122 件精美文物。展

览 共 分 三 个 部 分 ——

“古代安纳托利亚和色

雷斯”“突厥化、伊斯兰

化的安纳托利亚”和“奥

斯曼帝国”。

第一部分介绍了安

纳托利亚自史前到古典

时期的跌宕历史及其物

质文化产物。赫梯帝国

是这片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集权制

帝国，是西亚地区最早发明冶铁术

和使用铁器的国家。伊斯坦布尔

考古博物馆 藏 的 饰 纹 罐 ，颈 部 装

饰有棱形图案，纵横交错，蜿蜒起

伏 ，为 难 得 的手工艺品。在这个

部分中文物精品还包括狮鹫像、女

子雕像等。其中，阿卡狄奥

斯大帝头像刻画了大帝 20

多岁时的面部特征。窄而长

的脸部，被以十分精细的线

条勾出的头发所环绕，眼皮

和眼珠以线性处理的方式制

作。而公元前 1900年的泥板

“婚姻契约”，记录了一对联

姻夫妇声明“房子是两人共

同的财产”。

第二部分展现的是安纳

托利亚历史上另一个重大的

转折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本

土文化中融入中亚和东亚元

素，步入了突厥化、伊斯兰化

的进程。在这个部分中，最为引人

注目的展品之一就是土耳其及伊斯

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铜烛台，该

烛台上饰有金银镶嵌图案。烛台的

表面刻有圆形图案、娱乐场景和音

乐家。它是由位于尼克萨尔的乌鲁

大清真寺转至博物馆的。

第三部分则为奥斯曼帝国宫

廷艺术。奥斯曼帝国的集权制造

就了全国统一的艺术风格。这一

部 分 的 展 品 包 括 了 象

征 权 力 和 反 映 宫 廷 及

后 宫 生 活 的 器 物 与 用

具 。 作 为 东 西 方 文 化

中 权 力 和 政 权 象 征 的

宝 贵 饰 物 ，宝 座 、缠 头

巾 上 佩 挂 的 宝 石 和 用

羽毛装饰的头饰物、带

有珠宝的烧瓶、宝剑和

墨盒都象征着奥斯曼帝

国的辉煌与繁荣。《古兰

经》、礼拜毯、祈祷布、念

珠、圣地指南针、朝圣委

托书等宗教物品反映了

帝国的宗教信仰。在奥

斯曼帝国皇宫澡堂里使

用的沐浴用品也颇具有

艺术特色。与中国有关

的展品也是一大看点。

有关文献和资料证明，

青瓷从 15 世纪到 19 世

纪在奥斯曼宫廷和客栈

广泛使用。

据土耳其驻华大使

埃森介绍 ：“ 这 些 均 是

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

通 过 丝 绸 之 路 特 意 在

中 国 购 买 的 。 这 说 明

了土耳其与中国源远的

历史交流。”

土耳其文旅部次长阿斯兰形容

安纳托利亚“好似一把大彩扇”，因

为：“它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完

美结合，中国观众通过这些文物一方

面可以欣赏安纳托利亚的文化精粹，

另一方面也将目击不同的文化如何

和谐共生。”

南京江南贡院将变身科举博物馆

我国的民办博物馆方兴未艾，虽然

刚刚起步，但发展势头迅猛。根据国家文

物局最新统计，我国现有博物馆 3600 多

座，其中民办博物馆 535 座，占比将近

15%，民间有志于此的收藏家们也越来

越多，跃跃欲试。但与美好的愿望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不容乐观的现实，许多民

办博物馆馆主谈到生存现状都离不开

“尴尬”“亏损”等词语，把自己精心经营

的博物馆称为“优雅的累赘”。

日前，南开大学 5名本科生组成项目

组，开展了为期近半年的社会调研，走进

天津市一家家民办博物馆进行实地探

访，通过调查问卷、深度访谈，为天津民

办博物馆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建议。

“独特”成为共性

在开展调研之前，项目组通过各种

渠道搜集了天津民办博物馆的各种资料

与信息，先后找到 21 家民办博物馆。商

学院的郭萱还特地绘制了一份“天津民办

博物馆地图”。“除园林建筑类之外，天津的

民办博物馆各个类型都有所涉及，藏品也五

花八门。如展品中的古旧钢琴和琴谱、老式

门把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藏。天津市首家

创立的民办博物馆泉香阁钱币博物馆，其展

出的古钱币按出现年代由早至晚，品种齐

全，是难得的民间珍贵收藏。在调查中，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类型独特的民办博物

馆，如电影道具博物馆等，它们的展品并

不价值连城，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

同时，由于藏品的特殊，其展览形式往

往也很特殊，带给观者很强的体验感。”

通过实地调查，郭萱对天津民办博物馆给

出的关键词是“独特”，“走与国有博物馆

不同的差异化道路，是每个民办博物馆共

同的选择。从民间的视角展示并保护特

有文物，只有展品形式多样，区别于公立

博物馆的大多数展品，才能体现出民办

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挖掘藏品附加值

天津的民办博物馆大多都是近两三

年兴建的，很多都处于初创期。除了藏

品展览外，很多民办博物馆都有着另外

一个身份——文化教育基地。成立于

2010年年初的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是国

内首家沉香艺术博物馆，成立以来，这家

民办博物馆创新性地推出了一系列以

体验为特色的香文化传播活动，一直免

费开放，并坚持为参观者提供沉香讲座

和中式香席品香体验。此外，该博物馆

还举办了沉香精品展、沉香雕刻展、沉

香文化周等活动，经过 3 年的发展，在国

内外的相关领域享有了较高的知名度

和良好的声誉。成立已经 10 年的泉香

阁钱币博物馆还为残障人士募集爱心

捐款。同学们在调查中发现，为了支撑

博物馆的生存，衍生品的销售就成了

“奶油很厚的一块蛋糕”。“在我们走访

的民办博物馆中，几乎全都涉及衍生品

销售活动——十字绣画、纪念相框、明

信片、陶瓷品、纪念币、拍照留念等，五

花八门，层出不穷。”项目负责人、经济系

的宋沛珏说。

当前我国民办博物馆发展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对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扩展深化

不足，如果能针对本身藏品特点及文化价

值进行深入挖掘，为博物馆营造更全面、

更丰富的文化氛围，就能依此找到适合本

馆发展的方向及定位，并找到自己的生存

空间，如衍生品销售、展览合作等。

展览方式单一

天津的民办博物馆各具特色，接待

能力也大相径庭。宋沛珏介绍，选择与

旅行团合作，仍是民办博物馆招揽游客

的主要方式。其次，学生和藏品爱好者

的客流量也不少。“瓷房子”的负责人说，

旅游旺季时他们一天可以接待十几个

团，游客络绎不绝。当然，也不是所有的

民办博物馆都可以与大规模的旅行团合

作，这种模式还要受到场地大小、藏品类

型等的限制，所以时间相对宽裕的学生

和老年人也是民办博物馆主要参观者。

比如天津市泉香阁钱币博物馆设在馆主

王定祥的阁楼上，地址较偏僻且需提前

预 约 。 泉 香 阁 钱 币 博 物 馆 共 有 藏 品

10000 多件、3000 多种，但其展室只有 60

平方米，展线只有 50米，狭小的空间使得

许多展品无法完美呈现；“万壶堂”陶瓷

陈列馆，共有藏品 1800 多件，其展室为

150平方米，展线只有60米。

民办博物馆可以开展多种活动，利

用灵活的开放时间，在晚上等国有博物

馆闭馆时间进行如文化电影播放、亲子

家庭文化之旅、小型讲座等活动，丰富民

办博物馆的功能，使其得到最大限度的

利用，更有利于民办博物馆的文化氛围

营造。

酒香也怕巷子深

几个大学生在设计调查之初就发现，

很多民办博物馆都是“躲在深巷人不

知”。到底为什么让这些各具特色的民办

博物馆知名度如此之低呢？

“所以我们在问卷调查中，特别设计

了宣传方面的问题，想看看问题出在

哪。”同学们在调查统计后发现，很多民

办博物馆的宣传经营方式仍比较传统，

宣传手段也仅限于馆内宣传册的派发以

及观者的口口相传，偶尔运用到电视、报

刊等宣传方式，也多为被动地接受采访，

主动为之的民办博物馆少之又少。“比如

天津私立电影道具博物馆主要接待周边

学校的师生，参观泉香阁钱币博物馆的

以藏币爱好者为主，而且参观需要预

约。”宋沛珏说。另外，一些民办博物馆

标示不明显，难以找到，比如天津市五大

道历史博物馆就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的

地下室中。采访时，工作人员表示最希

望改善的就是博物馆标示，让更多人知

悉博物馆的地址所在。

现如 今 新 媒 体 日 新 月 异 ，民 办 博

物馆要提高自身的社会认知度及知名

度，必须采取形式创新的宣传手段如网

络平台宣传、建设完善官方网站，结合

自身文化内涵进行宣传，打造文化品牌

效应，使民办博物馆获得更高的社会关

注度，提高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使得

其藏品价值能真正 为 社 会 所 知 ，为 社

会所用。

馆主有热情但不专业

走访中，项目组还发现由于许多民

办博物馆的建馆初衷源于馆主自身的兴

趣，其后长期的经营管理、藏品收藏就

成为很多民办博物馆头疼的问题。“很

多馆主热情有余而专业储备不足，他可

以是一个很好的收藏家和热心于公益

事业的人，但对博物馆学相关知识的缺

乏局限了很多民办博物馆的发展。”宋

沛珏说。比如，在收藏方面，由于收藏

家个人专业知识有限，一些民办博物馆

的馆藏真品赝品混杂，极大地影响了民

办博物馆的办馆质量。在藏品维护方

面，由于知识、技术的缺乏，许多民办博

物馆的藏品得不到专业的保管和很好

的技术性修复。一些民办企业兴办的

博物馆，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的人才，导

致馆内的一些文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人为损害。许多民办博物馆的藏品陈

列不符合博物馆展览规则，藏品摆放杂

乱无章，历史发展脉络线索不清晰，主

题也不明确，很难让人了解一件事物的

发展历史和概况，弱化了博物馆的展示

功能。

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博物馆工作

人员是博物馆水平的体现，并且能够作

为博物馆的“软实力”，将民办博物馆推

到一个更高的专业水平，因此，专业人士

的吸收招募对民办博物馆极为重要。民

办博物馆可以通过和高等学府建立合作

关系，携手历史研究方面的相关专家，对

藏品及博物馆文化进行更深的挖掘和探

索，不断深化、不断创新，以增强私博的

生命力。

运营成本压力困扰可持续发展

资金缺乏是项目组在走访调研中，

民办博物馆馆长们常常谈及的一个问

题。调查数据反映，民办博物馆的日常

开销不仅金额大，并且条目多，其中以房

租、职工薪酬和水电费占比最大。

“由于要租用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很

多馆长都认为房租是让他们很头疼的一

笔开销，而且在近几年只涨不跌，未来怕

会更高，这就像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石

头，每个月的工作都是在这种重压下开始

的。其次，职工薪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

销。”项目组成员郭萱说。许多民办博物

馆仅仅依靠馆长个人维持，因此无力扩大

规模或提高运营管理水平。

现有的民办博物馆应从自身出发，

采取各种可行措施保证运营，比如积极

寻求与知名企业及企业家的合作机会，

公开招标博物馆冠名权、举办企业文化

展等；同时，结合民办博物馆藏品特色及

内涵文化，设计博物馆相关纪念品进行

公开贩售，也可为日常运营提供资金新

来源；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形式和人事

管理制度应当受到重视。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传 播 好 中 国 声

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8 月

19 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战线的要求。讲话为在新形势

下博物馆这一以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为己任的文化机构确定了目标，指明

了方向。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下未成年人口

约占总数的 38％。面对这一数量庞大的

特殊群体以及他们的知识水平、生理心理

特征，博物馆如何制订自己的教育策略？

如何向他们讲好中国故事呢？

教育是当代博物馆功能的核心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和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

化，特别是 2008 年以来博物馆免费开放

的不断推进，中国博物馆教育的面貌正

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观。为使博物馆所

收藏、研究、展示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得

以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

所共享，不但博物馆的教育理念和策略在

不断调整，甚至博物馆资源与目的等博物

馆本质性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人们的热议，

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收藏是博物馆的心

脏，那么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

博物馆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收藏机

构，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是一个向所有

人开放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必须开展多

种多样的、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教育活

动，帮助人们去体验、发现、欣赏、深化对

自然和文化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人

们的认识甚至价值观会发生某种改变，

最终转化为他们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

积极因素。这也是博物馆教育的核心职

能。博物馆的“收藏—研究—诠释—展

示”不仅最终契合于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实

现，而且强调了博物馆是“向所有的人开

放”的文化机构。“所有的人”，即包括了人

口统计学意义所有人、使用博物馆方式上

的所有人、使用博物馆目的上的所有人，

以及对博物馆不同需求的所有人。

教育策略是关键

西方博物馆界有句名言：“博物馆不

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

源做了什么。”

博物馆未成年人教育策略，要体现

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换

的理念。观众在博物馆的学习过程，是

他们通过与博物馆展品（或藏品）的知

识（信息）、博物馆所提供的学习环境的

相互作用而实现的。考虑到未成年人

的心理和生理特征，传统教育中那种过

多强调外部刺激、观众被动接受的思维

在更多情况下只能是事倍功半。所以，

面对未成年观众，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的

主要职责是提供有效的学习资源（主要

指经过谨慎分析、提炼、开发的，符合未

成年人特点的展览信息和相关知识），

创造出能够帮助和促进未成年人学习

的环境（主要指博物馆专门辟出的学习

空间、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有趣激励

的学习模式），从而使未成年人实现启

发性学习、协作性学习和主动性学习。

同时，博物馆未成年人教育策略制

定，要努力实现多种教育资源的有效集

成。博物馆有些教育资源是专门为未

成年人设计的，而有些则是为其他观众

设计但可以为未成年观众所使用的。无

论属于上述两种情况的哪一种，五种形

态的教育资源在未成年人教育中都是不

可或缺的：博物馆教育人员、相关的辅助

资料、必要的设备设施、针对性强的教育

活动和适宜的学习环境。其中尤以受过

一定专业训练的未成年人教育人员和符

合博物馆文化的特点的物质载体资料

更为重要。

青岛市博物馆的实践

近年来，青岛市博物馆在未成年人

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摸索和尝试。2010年

5月30日，青岛市精神文明委员会主办的

“青岛市未成年人社会课堂”挂牌仪式在

青岛市博物馆举行。这项文化工程涵盖

了文化博览、科普教育、农业博览、名牌

企业、国防教育等十二大类 200 个机构。

青岛市博物馆因势利导，及时推出了“我

们的节日”和“公益培训班及文博夏令

营”两个系列活动和包括“互动空间”“国

韵学堂”和“千古探秘校园行”等内容在

内的固定活动项目。

互动参与是一种双向教育，可以有

效激发未成年人的参与意识，是未成年

人在博物馆学习过程中的一种主要模

式。依托于固定的场地、完善的设备和

专业的策划及辅导力量，结合馆藏文

物、陈列展览或民俗节日等，让未成年

人与藏品或复制品进行零距离接触，亲

手制作各类文物器型、临摹描绘文物纹

样等在青岛市博物馆已属于常年开展

的保留项目。例如，“国韵学堂”是青岛

市博物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探索宇

宙万物的基本元素“水、木、金、火、土”

五行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性教育课程，引

导孩子们关注宇宙，关注生活，了解历

史，体会国学精髓，感悟人生哲理。它以

其轻松有趣的内容设计和手脑并用的互

动体验特色，成为青岛市博物馆为未成

年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品牌项目。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无

疑是博物馆开展未成年人教育的核心

平台和途径。例如，传统节日是以家庭

为单位参观博物馆的最佳时机，博物馆

就结合本馆藏品和研究成果，以不同节

日的习俗和来历为主线，策划组织了多

种适合家庭特别是未成年人参观的亲子

活动。活动内容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

心理和认知特点，在馆藏文物和陈列展

览中选择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物与事

件，制作了辅助观众了解展览及文物的

“宝藏路线图”。小观众拿着“路线图”在

主动参与的模式下找寻相关文物、解答

相关问题，在亲身体验中了解重要的历

史事件和简单的文物知识，增强爱国情

感，感知中国故事，与他们的家长一起徜

徉于知识的海洋中，沉浸在发现传统文

化的乐趣中。

未成年人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

共同参与系统工程。今天的博物馆在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的同时，也将合

作的目光投向馆舍之外，通过合纵连

横，不断丰富博物馆未成年人教育的内

容和形式。近年来，青岛市博物馆在广

大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下，成功开发了诸

如“千古探秘校园行”之“书的故事”“铜

镜的故事”“文房艺术”等系列特色“文

化包”，走出馆舍围墙，走进校园，走到

未成年观众中间。

如何不再成为“优雅的累赘”
——来自 5名大学生对民办博物馆的调查

赵 晖

博物馆要向未成年人讲好中国故事
——青岛市博物馆未成年人教育的初步思考与探索

隋永琦

本报讯 近日，“与共和国同命

运”知青博物馆全国巡展北京展在中

国地质博物馆举行。“知识青年到农

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

要。”在知青博物馆全国巡展北京展的

现场，不少两鬓花白的“50 后”仍能流

利地背诵出这句在 1968 年 12 月 22 日

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毛主席语录”。

犁杖、簸箕、木箱、口琴……这些

在如今的年轻人看来十分陌生的东

西在这些“50 后”眼里却十分熟悉亲

切，这都是曾经的知青主动捐赠给博

物馆的。“仿佛回到了过去，再回味一

遍当年的日子。”从东城法院退休的

张树年也是老知青，他是这次知青展

览的志愿者，义务为参观者讲解。现

场不少参观者都是曾去过黑龙江的

知青，虽然未曾相识，但因为有共同

的经历，一见面就如同老友相聚，在

展厅里指着那些老物件回忆过往。

据悉，展览将持续到 12月 26日。

（凌竟开）

知青博物馆全国巡展北京开展

本报讯 日前，重庆市地理信息中

心与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共同推出首

张《重庆市博物馆地图》。地图分主

城和主城以外两部分，全面介绍了重

庆市已建成的 71 个各类博物馆，并附

有地址和是否免费开放等信息，告诉

游客怎么去、看什么，市民可按图前

往参观。其中，免费开放 57 个，暂未

免费开放 14个。

该地图所涵盖的博物馆，除了知

名度较高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

馆、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三峡博

物馆等，还有主城区不少免费开放的

小型博物馆纪念馆。

据悉，截至目前，重庆市有各类博

物馆 71 个，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 2 个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

历史博物馆），二级博物馆 1个（重庆自

然博物馆），三级博物馆 9个，80%以上

已免费向公众开放。 （李 伟）

《重庆博物馆地图》发布

本报讯 近日，正在建设中的南

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被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确定为

“科举文化研究基地”，该博物馆主体

工程将于 2014 年 7 月建成，目前已有

4900 多件藏品。其中，康熙南巡“御

制宸翰碑”堪称镇馆之宝。

据了解，该馆于 2012 年 12 月启

动 建 设 ，以 江 南 贡 院 历 史 遗 迹 为 基

础 ，在 修 缮 保 护 部 分 号 舍 和 明 远 楼

等 遗 存 的 同 时 ，将 打 造 一 个 科 举 制

度 档 案 库 —— 地 下 各 层 主 要 将 囊

括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的 科 举 制

度档案。

从效果图上看，新建的中国科举博

物馆就像是埋在地下的一个大盒子，总占

地面积约6.63公顷，博物馆为地下4层建

筑，将有一个透光天井直视地下4层。

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

为明远楼以南、以西部分，主要是修

缮保护部分号舍和明远楼等遗存，建

设科举博物馆主馆展陈区、科考号舍

区、碑刻长廊区、名人雕塑区等。2014

年完工后，将完整展现孔庙、学宫、贡

院三大文化景观群。

始建于公元 1168 年的江南贡院，

经过明清两代的扩建发展，渐为当时

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时期占

地面积 30万平方米，有建筑 3万余间，

号舍 20644间。 （易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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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藏拜占庭时期银托盘

五大道博物馆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