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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博物馆建设得到空前的发展机遇，各地市纷纷以各种“缘由”来增强自己城市

的文化品位，于是就出现了今天盲目建设博物馆的情形，而此举也以势如破竹之势，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因此，面对此种境况，我

们有必要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做一系统、冷静的分析。 

关键字：博物馆；文化；品位 

  一、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两次腾飞  

  中国博物馆的历史是短暂的，虽然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历史。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国人创办的第

一个博物馆[1]。从此开始，中国有了博物馆的历史。  

  中国博物馆的第一次腾飞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同时这也是世界博物馆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因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各国都将精力放在了城市建设方面，此时，博物馆的数量得到迅猛发展。  

  据美国博物馆协会1965年提供的数字[2]：1961年——1963年美国达到每3.3天出现一座新博物馆。1948年，

日本只有238个博物馆，1960年600个，但是到1975年达到1307个，从1960年到1975年，短短的15年是时间，日本

博物馆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多。中国的博物馆也在这个时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

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指出[3]：“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

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在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天安门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

馆新址和新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之后，各省市都纷纷建立或扩建了各地历史博物馆或地志博物馆，中国博

物馆建设进入了第一个新高潮，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而在1984年达到高峰。1980年至

1985年，平均每10天全国新建一座博物馆，1984年，每2.4天全国就有一座新博物馆出现。在1949年之前，全国仅

有21座博物馆，到八十年代末，中国博物馆的数量就达到一千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博物馆数量在稳步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4年全国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共计

1161座。  

  而进入21世纪的这几年，中国的博物馆建设再次出现腾飞（图1，2，3）。之所以出现在这个阶段，原因有

二：一是中国的经济GDP每年以两位数的发展，使得中国逐渐在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因此，地方建设迅猛发展，

文化基础设施逐渐成为重点；另一方面，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上海获得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中

国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因此，文化基础设施得以迅猛发展，而这也基本以国家大剧院建设为先锋，随后，

上海音乐剧院、广州音乐剧院的建设掀起了地方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狂潮”。据8月15日人民网文章报道：

北京登记在册的博物馆总数达到140家，成为全国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城市，而如今全国博物馆总的数量已经达到

2100多座。  

  二、中国博物馆现在面临的问题  

  有人会说，美国在1979年时博物馆数量就达到2500多所，而我们今天的数量还不及这个数目，更何况我们中

国的历史要比美国长很久，因此，为了心理上的平衡，就将目光紧紧的盯在博物馆的数量上，因此，就有了地方

政府疯狂建设博物馆的举动，而全然没有考虑建成之后的利用情况。  

  据美国科特勒兄弟的《博物馆战略与市场营销》[4]，据美国博物馆协会统计，1994年美国共有博物馆1.5 万

座，其中55％是历史博物馆和历史遗址，15％是艺术博物馆，14％是自然和科学技术导向的博物馆，包括动物园

和植物园。而全美独立博物馆总数应该是 8934座(1992年)，在这近9000 座博物馆中，有75％是小型或微型博物

馆（图4）。这些小博物馆一般只有2名全职员工，年度预算低于9万美元。这样看来，美国有一定规模的正规博物

馆也只有2000多座，与我国大致相当。但我们在建的则几乎全部是大型的项目，更何况，现有的很多博物馆已经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问题一：内容陈旧，长年失修，更换周期长  

  博物馆按陈列方式分为固定展览、专题展览和临时展览。由于很多博物馆陈列的“内容”有限，而且长时间

 

  

标题\作者\刊物关键字

标题 搜索

 

 

 

 

景观综述 学科教育 理论研究

设计实践 人物/事务所 作品赏析

景观生态 园林绿化 园林文化

景观工程 城市研究 保护与更新

人文地理 随笔杂谈 演讲实录

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 景观艺术

设计史 风水研究 旅游规划

城市设计 技术应用 水景观

没有论文排行 

城市环境设计 中国园林 景观设计 

风景园林  国际新景观  

国际城市规划  规划师 城市规划  

建筑学报 新建筑  城市建筑

文章总数：2343  

文章浏览：9074802  

网友评论：2486   

文章下载：2199 

由于目前国内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对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中文译名

存在差异，所以就导致相关文章中会

出现诸如景观设计(学)、景观建筑

(学)、风景园林等不同叫法。此处特

别提示，以免读者混淆，不做争论！

截止2006年7月26日全部文章列表 



没有进行必要的维护，使得陈列设施陈旧，内容也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从而使得现有博物馆大部分出现门可

罗雀的窘况。  

  内容是一个博物馆的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博物馆的“灵魂”所在，正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恺教授

所说：“博物馆的魅力决不仅在它的建筑形态，更重要的是对文化和艺术活动的策划和经营，一个空间，它可以

是客厅，也可能是仓库，关键看怎么用”，因此，这是很多旧有博物馆需要改进和新建博物馆必须考虑的问题。

尤其是临时展览对于一个博物馆的活力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首都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关键是其临时展览的安排更合理：2007年2月15日至2007年3月31

日，展出“意大利遗产与艺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遗产体验展”；2007年3月15日至3月29日，展出

“感受希腊——丽塔摄影艺术展”；2007年3月20日至5月11日，展出“余震：英国当代艺术展 1990—2006”；

2007年6月1日至8月2日，展出“高迪的世界——建筑、几何和设计”；2007年８月12日至11月９日，展出“卢浮

宫珍藏展”……，而这些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展览内容，难怪会出现首博每到周末就会出现大量人流的原因，但全

国那么多的博物馆能有几家能够做到如此高频率的转换展览内容、如此高规格的转换展览内容呢？恐怕没有！因

此，这就需要现在野心勃勃建设博物馆的决策者们好好考虑将来博物馆的命运会如何？  

  问题二：管理人员水平和素质有待提高  

  多年来，我们博物馆养成了一种“衙门作风”，是高高在上的“教官”，放不下架子去为普通观众服务，而

且近两年出现的博物馆文物被盗、馆舍被烧、出卖文物等严重问题，无不于今天博物馆人员水平和素质低下有

关，这对于今天的博物馆建设十分不利，因为全面提高博物馆水平的关键是人才。  

  国际博物馆界对人才培训工作就非常重视，他们专门设立了“人才培训委员会”，来对各国的博物馆人才进

行培训。  

  三、解决策略  

  博物馆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改变的，通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建设，就可以看出这个地

方的文化水平和市民品位。因此，探询新时期博物馆问题的解决策略一定要与社会紧密相联。  

  策略一：设计博物馆前，一定要明确其主题  

  我国博物馆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社会历史类、自然科学类、文化艺术类和综合类，社会历史类博物馆

包括历史考古博物馆、革命史博物馆、纪念类博物馆、民族、民俗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和科

学技术博物馆，文化艺术类博物馆：包括绘画、书法、工艺美术、文学、戏剧、建筑等，而综合类博物馆：是兼

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博物馆，真可谓种类繁多。  

  因此，在设计博物馆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主题。这个主题不是盲目设定或“跟风”而定，而应根据自

己地域应有的资源所定。根据此来确定博物馆的规模，这样，就防止了一些盲目建设情况的出现。（图5）  

  策略二：加强与学校等教育机构联系——体现其教育功能  

  在博物馆的三大职能——收藏、研究和教育中，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目前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没有很充分的发挥，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作用。  

  而加强与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联系是未来博物馆更普及化、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因为，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

未来祖国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让他们在博物馆里面学到更多中国古代的知识，使他们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有一个清

醒的认识，可以让他们感到身为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自豪和自信，这样就增强了民族团结和向心力。  

  策略三：加强各省市博物馆间互相交流、合作  

  毕竟每个地方的博物馆藏品数量有限，为了经常更新博物馆的内容，为博物馆输入新鲜的“血液”，需要不

定期更换临时展览的内容，正如首都博物馆的运营模式。虽然，我们不能够把国外精彩的藏品搬入我们的博物馆

内，但我们可以加强与兄弟省份的博物馆的联系，毕竟我们中国号称“地大物博”，省份间不定期交换展品，不

仅吸引了人气，还为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古老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图6）。  

  策略四：加强、普及人们的博物馆意识  

  在很多人认识里，博物馆都是一些高层次文化人的场所，与普通市民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原始的观念是在以

前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今天，博物馆早已不再仅仅为上层文化人士的所专有，而是与

普通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另外，博物馆是提高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个大课堂。众所周知，兴趣是逐步培养的，高尚情操也是逐步陶

冶的，丰富的知识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博物馆就能起到这种“润物无声”和“潜移默化”的作

用，博物馆意识也是通过实践培养来逐步提高的。  

  从1987年开始，中国博物馆学会、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国家文物局和各省市文物局，省、市博物馆协

会支持、配合下，在每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都根据“国际博协”规定的主题内容开展了多种形式、丰富多彩

的活动，很好的普及了普通市民的博物馆意识。  

  博物馆是满足人们美的享受和培养生活情趣的场所，因此，大力普及人们的博物馆意识，对于人们提升市民

的文化品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其实，一个国家的先进与发达，并不仅仅在于你能造多么多、多么大的博物馆，而是在于能否将自己的传统

文化保护好，使其发扬光大。大凡对自己传统文化越重视的民族，这个民族就越是充满自信的民族！同样，一个

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也不仅仅体现在某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迟缓和物质的匮乏上，而在于历史遗产与传统文化等无

形资产的永久流失，而博物馆恰恰是珍藏这些文化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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