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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变革 创新发展

 

——写在国际博物馆日35周年到来之际 

宋新潮 

    今年5月18日，中国博物馆界将与其他134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余座博物馆一道，纪念主题为“处于变革世界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的国际博物馆日。届时，博

物馆界将与公众一道，共同探索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新世界和新时代博物馆所应发挥的作用，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和理念，去发现或重新理解博物馆未来之发展。  

    近一二十年来，在知识经济兴起、劳动力竞争加剧、城市支配地位加强、数字传媒技术革命、文化旅游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等力量的综合驱动下，

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改变。同时中国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使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变革尤其是文化、环境、新传媒技术等变革无疑对博物馆产生巨大而

深远的影响。 

    今年博物馆日主题是社会现实性最强的主题之一。国际博协通过选择这样一个主题，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世人表明，博物馆领域已经开始在社会和环境变化中担当重要

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尽管这些调整充满了挑战，但更带来了机遇，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一、博物馆与文化变革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变革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时甚至会形成某种悖论。一方面是文化日趋一元化，另一面则是文化的多极化、多元化趋向。那么，博物馆在文化

革中又受到哪些影响，发挥什么作用呢？ 

    博物馆愈益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良知的体现者。博物馆的经典功能是收集具有重要政治、文化、宗教或自然环境意义的实物或资料，加以保存、研究，并为了教

和欣赏的目的向公众加以展示。通俗地讲，博物馆是一个“讲故事”的文化机构。它讲述古往今来人们如何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以及生活得怎么样的故事。它不仅仅保存自然

的标本和人类的文化财产，更重要的是保存着那些对于当代社会、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精神财富。今天之博物馆是受世代（包括祖先、当代人和后代）的委

托而持有民族文化财富的机构，它以其特有的身份和通过其功能的实现，成为现代国家和民族文化良知的体现者。 

    博物馆作为复合型文化机构的特征愈益显现。面对快速的文化变革，今天的博物馆在不断重新界定自己的优势领域，认识到哪些是必须做到的，哪些是应当做到的，而

哪些是可以做到的。今天的博物馆必须成为所在地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必须反映当前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至少做到应有的敏感，使自己成为呼吁为社会进步而采取行

动的渠道，成为社区和大众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把博物馆的服务延展到所有人群。同时，博物馆应当始终以密切合作者的姿态参与相关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通过

用其独特的资源和潜力，适应积极而理性的城市变革，为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提供平台，促进民众对社区或社会重大事务的共同理解。 

    中国博物馆在传承文化记忆、融合多元文化和助推文化创新方面潜力巨大。近年来，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已越来越引起社会、民众和政府的高

度重视，也对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免费开放政策加快了中国博物馆融入社会的步伐，已有1804个公共博物馆全部实现了向社会免

开放，部分的博物馆以及古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也制定了向青少年和弱势群体减免票款的政策，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同时，中国

博物馆还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不断创新博物馆理念和方法。上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被引入中国。中国博物馆在传承文化记忆、融合多元文化和助推文化创新方面的

潜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博物馆应该而且已经开始向变革世界中的人讲述更加真切而感人的“故事”，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变革中担当其重要角色。 

    二、博物馆与可持续环境 

    世界的变化，有的突变，有的渐变。生态环境的变化属于后者。可持续发展问题无疑成为今年博物馆日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博物馆在警示城市化所造成的环境压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城市化更已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城市化的发展也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带

新的挑战。以更多关注今天和未来为特征的博物馆，特别是城市综合博物馆和环保、科技、自然史等学科博物馆，或应站在普通市民的角度上，直面那些当下与民众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人们吃什么食物、购买什么产品等直接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问题，生产过程、回收利用等科学管理问题，以及将大自然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等

城市规划问题，均可以通过大量的科学数据，以客观甚至批判的态度全面地传播给社会大众，以警示人们城市化加快所产生的环境压力。 

    博物馆通过其主要业务功能在可持续环境的科普和讨论中发挥作用。博物馆以其学科专长直接鉴别、研究和诠释自然界生物的变异和演化过程。博物馆数以千万计的

本是生物多样性和各时代环境变迁的真实记录和见证，并提供了人类影响环境的重要线索。博物馆不但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还在提示人们直面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人类

其子孙后代的福祉还有保证吗？博物馆在与观众分享收藏和相关知识的时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过去，并为了可持续的未来而吸取今天的教训。博物馆视野下的城市历史

源通常离不开它优越自然资源（如河流、港湾）和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宜居环境，这些信息同样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向今天发出警示，让人们从大自然的变迁中吸取教训，促

使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共识。 

    博物馆可以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环境可持续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今年6月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简称“里约+20峰会”）。在国际博协的鼓励下，

多会员博物馆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里约峰会相关的宣传和讨论中，例如他们与英国文化协会和利益攸关者论坛合作，共同开办了名为“地球大辩论”的网上论坛，发动博物



和普通社会公众共同就“里约+20峰会”日程框架下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尤其是鼓励全社会把看似属于自然科学的问题与突出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可持续环境领域，博物馆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呼吁关注人居环境，倡导智能、绿色、低碳，探索现代城市发展新方向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博物馆自身应当做出表

率，在博物馆建设和运行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减少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成为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同时也是环境保护最佳做法的范例。 

    三、博物馆与新媒体 

    数字技术应用和海量信息传播的深刻影响，在今天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挑战着传统博物馆的信息结构和传播途径。 

    数字技术促使博物馆对收藏政策做出调整，为藏品的信息采集、存储和使用提供了更多可能。当数字技术进入社会各领域之后，博物馆收藏的对象及其载体已经发生

化。面对越来越多的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文化记忆，博物馆收藏政策的调整在所难免，即“为了明天而收集今天”（199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例如，大英博物馆以

万英镑的价格，收购了英国当代女诗人温蒂·柯普（Wendy Cope）的4万封自2004年至今的电子邮件。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较为广泛地应用了文字、照

片、音频、视频甚至三维扫描建模等数字化方式，记录、存储和使用藏品信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谷歌与近20家世界著名博物馆合作，推出了“谷歌艺术项目”（Google 

Art Project）。该项目采用了谷歌街景地图技术，提供世界各地著名博物馆在线虚拟浏览体验。 

    以网络和移动通讯为渠道的新媒体对博物馆教育、传播乃至所有与公众相关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对博物馆而言，社会媒体的作用已远远不是博物馆允许观众在参观中

与电子互动项目那样简单，而是在改变公众对博物馆的预期。借助于社会媒体，公众不仅希望在线观看博物馆的收藏，还希望发表评论并与博物馆分享有关藏品和展品的

“故事”。这些预期都要求博物馆重新审视自己的公众关系战略、展览知识系统、网站运行模式和展览导览系统等等。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已向观众提供移动设备

息服务。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微博在我国博物馆的使用率最高。据估计，正式由博物馆机构开通并得到认证的微博有近百个，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各省知名博物

馆的官方微博均在其中。在不久前召开的“博物馆与新媒体”学术研讨会上，国家博物馆基于手机的导览“文博任我行”和苏州博物馆的新媒体导览“无线苏博·无限体

验”等个案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 

    新媒体技术应用成为当代博物馆教育和传播功能的必要补充。毋庸讳言，新媒体在向更多人提供虚拟的博物馆体验的同时，也在触动博物馆传统的神经。问题至少来

两个方面。首先，新媒体进入后参观实体博物馆是否还有意义；第二，新媒体是否有可能逐步改变博物馆的整个知识体系。关于前者，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新媒体为更多人

参与和共享博物馆提供了过去无法比拟的工具，但技术不可能替代观众亲身参观博物馆的其他重要元素，如对博物馆环境的情感反应、与其他观众面对面交流以及对展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