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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历史记忆的空间

 

郭宪曾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现在和未来同属于一条岁月的长河，流去而不可往复。记忆对于人是不可缺失的，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是不幸的。固然口

耳相传能保留些许记忆，文字也是记忆的载体，而历史遗留的实物见证，则保留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将记忆珍藏于一座又一座博物馆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空间。 

    

    正巧，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记忆”，各地博物馆纷纷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其目的是为探索和发展历史记忆，共同保护人类珍贵而脆弱的文

化遗产。 

    博物馆是一个储存记忆并讲述故事的场所，博物馆的藏品是我们生活记忆的基础，是自然、人类文化遗产的具体体现。每一处遗址、每一件文物、存储着过去的记忆，

蕴藏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每座博物馆、纪念馆，存放着诸多历史的记忆，与当代的人息息相关。人们想了解一个社区、一座城市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探寻一座古老

遗迹的奥秘、感受艺术的独特魅力，就需要来到博物馆这个历史记忆的空间。拂去沧桑岁月的风尘，观赏古人用过的石器、陶器、瓷器、青铜器，品味创作的书画、碑刻以

及生活生产的遗址，去感知过去、搜索记忆、探寻未来，在身心休闲的同时、使知识有所积累，精神得到升华，情操受到陶冶。所以，我们的生活不能缺少博物馆，应该珍

爱这一历史记忆的空间。 

    因为、这里记忆人类漫长的足迹。在博物馆历史序列的陈列里，展示着猿人头盖骨化石及其生活的遗存，记忆了人猿揖别的洪荒岁月，揭示了人从哪里来、祖先是如何

生存繁衍，“劳动”怎样创造了人。半坡博物馆6000年前的遗址遗物，记载先人如何探索客观世界的变化，营造与自然同生同息，充满活力的聚居空间。进入文明社会后，

一幕幕历史活剧推动社会曲折向前行进，人类从幼年走向成熟，留下了各式各样的遗存，透过这些残存的物件，可以感知历史演进，在对历史演进的认识中继承、创新和发

展历史。 

    这里记忆人类的聪明智慧。博物馆许多藏品具有非凡的艺术价值。例如史前遗址发现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尖底瓶等古老器物，人鱼合体的奇特艺术构想和富于智慧的用

具，使人惊叹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秦始皇兵马俑坑的赳赳兵阵，以高度写实的风格和灵活多样的艺术技巧，把不同的人物外形、身份、性格特征、精神面貌塑造的

栩栩如生，身临其境令人感慨不已。还有汉、唐帝陵及其石刻、唐墓之壁画，何家村的金银器、耀州窑的瓷器，碑林石刻艺术等等。这些艺术精品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凝聚

着古人的审美情趣、工艺技术、行为方式、思维特点等内涵。古代先民在农业、天文、乐律、纺织、冶金、建筑等方面的杰出创造力，也能从遗存的文物反映出来，成为当

今艺术创造的源泉和借鉴。 

    这里记忆着重大的历史事件。秦、汉帝陵出土的刑具诉说着修陵人的残酷环境，与帝王的奢侈形成鲜明的对比；西安碑林断裂的石碑及耀州的碑刻记载和反映了明末大

地震的惨状。特别是以旧址、实物等形式收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红色记忆，更为丰富而深刻。在新建的延安纪念馆的大量珍贵实物和图文资料，

还有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南泥湾等数十处革命旧址及陈列，留下延安精神的伟大记忆，成为我们不竭的精神源泉。沧桑巨变，记忆连绵，给人以穿越时空的思

索与想念。 

    显然易见，博物馆是收藏珍贵历史记忆的空间。在这个特殊的文化空间里收藏的实物，几乎都是经过岁月淘汰遗留的珍品，这些记忆虽然不完整，甚至是残缺的记忆碎

片，也唯其残缺弥足珍贵、独具魅力，形成一个独特的对话空间，更能引起人们的遐想、思索。基于博物馆、纪念馆是历史记忆空间的认识，那么就赋予博物馆更多的文化

担当，面对社会增长的文化需求，博物馆还须做出更多的努力。 

    要广泛征集文物，拓展博物馆记忆。由于现实环境快速变化，大批具有珍贵价值的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面临被破坏和消失的危险，博物馆为了延续记忆，不仅要“为

今天而收藏昨天”，还应“为明天而收藏今天”。博物馆应根据自身藏品特点和陈列需要，发现具有文物属性的实物，积极征集、接受捐赠，收藏保管好不可再生的文化资

源，不断丰富博物馆对历史的记忆功能，尽量形成序列性、完整性记忆系统，给历史、给后人留下更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要加强对藏品的研究，向公众释读记忆的信息。藏品一般是静态的，不会说话的，需要学者去研究和解读。陕西省现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达178座，藏品非常丰富，随

着文物征集和新的考古发现，需要一代甚至数代人不懈潜心研究，把残缺、片断的藏品信息尽可能还原成连贯的历史链条，挖掘文物所蕴含的深层内涵和价值，进而就相关

古代文化、艺术、科技等专题展开研究，解开历史的谜团，传承优秀基因，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让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博物馆，让博物馆更加充满活力。 

    要提高展示水平，为观众营造传承记忆的良好环境。从完善公共文化体系的需求看，应不断充实陈列展览的内容、创新表现的形式，增强精品意识，增加文化内涵和科

技保护的含量，实现学术性、专业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观赏性有机统一，使观众了解物件背后的故事，潜移默化中有所受益，在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发现和增强个体和集体

记忆。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完善服务设施，积极推动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使博物馆内容和活动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

使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感受、体验历史的记忆，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来源：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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