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博物馆 》 201 3年 1期 } . .

关于博物馆核心价值讨论的前提性思考

张文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 12)

提要 : 博物馆核心价值讨论既应 包括核 ,`价值具体规定的探究 , 也应 包括与此相关的一些前

提 性 问题 的思 考 。通过对核心价值话题形成 的背景 、 核心价值危机 本相与讨论 本质 、 核心价值界

定角度 与元素 、 思想基础 与取 向等若干 前提 性 问题 的探讨 , 或许 无法 为 “博物馆核心价 值是什

么” 的问题提供一个直接的具体的答案 , 但它们却有助于更有效地回答这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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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核心价值讨论应该涉及两个基本方面 ,

一是对核心价值具体规定的探究 , 即核心价值是什

么 ; 一是对 与此相 关的一些前提性 问题 的思考 ,

如 : 博物馆核心价值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话题 , 博物

馆核心价值讨论的本质是什么 , 应该如何界定博物

馆核心价值等 。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没有对

博物馆核心价值具体规定的探究 , 前提性思 考是没

有意义的 ; 没有前提性思考 , 对核心价值具体规定

的探讨就 如同盲人摸象 , 可能会失去方向 , 更不会

深 人 。 因此 , 两 方面 的讨 论 都是 必要 的 。 以往 有 关

博 物馆 核心 价值 的讨 论 多关 注博 物馆 核心 价值 的具

体 规 定 , 而 对 与此 相 关 的 一 些 前 提 性 问题 所 论 甚

少 , 所以 , 笔者拟仅就博物馆核心价值讨论中若干

前提性 问题 做些 探讨 , 就 教于 前辈 同行 。

一 、 变化与迷茫

“博物馆核心价值 ” 为什么能够成为具有学术

价值的讨论话题 ? 这是在讨论博物馆核心价值时首

先需 要 明确的 。 因为 它在很 大程 度 上会 影响 博物 馆

核心价值讨论的 目标 、任务等 。

“博物馆核心价值 ” 话题的提出是与战后世界

范围内的 巨大变化以及博物馆界为此做出的种种反

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二战结 束以来 , 整个世界范 围内诸 多领域均

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殖民体系崩塌 , 世界政治

格局发生 了巨变 ;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 生成了技

术领域的革命 ;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导致 了经济与文

化 、 民族国家利益之 间的巨大冲突 ; 面对纷繁复杂

的变化 , 旨在解释和解决冲突的各种学说 、思潮和

方案不断地涌现出来 。为了适应来 自外部世界的这

些 巨大 变化 , 博物 馆也 主动 或 被动地 调 整 、 应对 ,

随之出现 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变化川 。概括起来 ,

这些新现象和新变化可分作两大类 : 一类是在所谓

的传统 博物 馆 原有 框 架下 的变 化 , 一类是 超越 这 种

框架的新发展 。其中 , 前一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 一是商业化 。商业化是文化与商业的融合趋

势在博物馆领域中的一种反映 。在博物馆的多个层

面 , 均可以看到商业化的印记 。在博物馆决策中 ,

经济考虑成为首要 12}。 “一些博物馆越来越 多地将

它们 看作 是商 业事 业 … …这样 , 博物 馆商 店 或饭 馆

〔1] 对于战后博物馆领域 出现 的种种变化 、 不少学者都曾有过论述 。参 见苏东海 : 《博物馆演变史纲 》 . 《中

国博物 馆》 19 88年 第 l期 冯 ·门斯奇 : 《博 物馆 与博物 馆 学新 说 》 , 《东南 文 化》 19 89年 第4 一5 期 、 张誉腾 : 《现 代

博 物馆 的发展趋 势 》 , 国立 台南 艺术 大学博 物馆 学古 物维护 研 究所 官 网 ·博物 馆学 教育 资源 , ht tP: //a 比tn nua. edtL tw /

m u seu n 岁sP a ce/ sP ae e 五tm , 2 0 12 一12 一2 6 日 。 W itt lin , A lm a 5 ., 19 7 0 . M u se urn s: In seare h o f a u sab le fu tu re , C am b ri d g e ,

M a ssa eh u sett s :M assae h u sett s In stitu te o f Te ehn o lo gy P re ss.

[2] Jan es , R obert R ., 20 11. M useum s an d the end o f m at eri alism . th e R outledge C om Pan ion to M useum Eth ics:

R ed in fi n in g e th ie s fo r th e T 、v en ty 一fi rst一C e n tt lry M u seu m . L o n do n a nd N ew Y( )rk : R o u tled g e .P 5 7 .



.四 } 专题 : 博物馆的核心价值

的运营可能 占用了与管理 员工作一样 多的时间 、精

力和思想 。 ” [1}在商业化趋势下 , 博物馆正在面临

着蜕变为街头艺人的危险 , 博物馆身份和角色趋于

模糊 。 “商店 变得更象博物馆 — 视觉 和审美陈

列的场所 — 而博物馆更象商店 。 ” [2] 。二是娱乐

化 。在博物馆实践中 , 追求娱乐正在成为博物馆发

展的一种活动取向 。博物馆迪士尼化团 、追求轰动

效应的 “爆炸性展览 ” 等 , 都不同程度地体现 了娱

乐化 。 “博物馆正 日渐成为娱乐 、 好奇和轻松舒适

的场所 。 ” l4] 。三是 “去物质化 ” 。受新技术 (特

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 网技术 ) 在博物馆领域中广

泛应用的影 响 , 加之20 0 7年 国际博协对博物馆所

做 新 定 义 的 引 导 , 博 物 馆 正 呈 现 出 一 种 “去物 质

化 ” 的趋 向 。电视 、 录影 、 触摸屏计算机陈列以及

lm a x影院越来越 多地 出现在博物馆里 。动态影像

博物馆 5̀]、 虚拟博物馆等也受到更多博物馆管理者

的青睐 。这些变化导致屏幕上的图像体验正在试 图

超越物质的 、 三维实物的体验 。不过 , “屏幕上的

图像体验 ” 毕竟不同于 “物质的 、 三维实物的体

验 ” l6] , 所以 , 这种 “去物质化 ” 的趋向 , 尽管丰

富 了博物馆利用方式 , 提升 了博物馆吸引力 , 却弱

化 了 “实物 ” 体验 , “削弱 了博物馆与当代其他

视听文化形式之间的差别 ” , (71并挑战着博物馆传

统 的以实物为主导的价值观 。后一种 变化最 突出

的代表是新博物馆学运动 的崛起及发展 。作 为一

场革 命性 的实验 , 新博物馆学运动 创设 了自己独

特 的实践表达 。生态博物馆 、 社 区博物 馆 、 整体

博物 馆 、 活 史博物馆等新的博物馆形式是这一运

动的现 实体现!“]。这一运动已经不是所谓传统博物

馆的原有框架内的一种变革 , 而是上升到 了基本价

值观层面上的分歧 , 体现了一种新思维 , 代表 了一

种新的博物馆哲学 。它强调 , 对 “人 ” 的问题的思

考 , 对社会变革的关注与参与 , 强调本土性适应 ,

因而 , 对博物馆原有价值观念和实践的冲击最为强

烈 。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 , “新博物馆学的实践

模糊 了博物 馆边 界 。 ” 191

上述两类变化给博物馆带来的影响是 巨大的 。

伴随着这些变化 , 博物馆传统的核心功能被削弱 ,

甚至变成辅助活动 , 同时另外一些博物馆并不擅长

的功能如经营 、 商业化等则被附加到博物馆身上 。

特别是后一种变化几乎颠覆了博物馆原有的社会形

象 。博物馆呈现出泛化和异化的倾 向 。正 如」oi se

八p p le to n所言 , “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里 , 博物

馆的面 目已经变得难以辨认 。 ” 1101。博物馆身份和

社会角色日渐模糊起来 , 博物馆本身及行业特点被

弱化了 , 博物馆及其行业识别变得 日益困难 。在这

[l]Ve rg o , Peter. , 1989 .Th e R etieentA rtifa et.the N ew M useolog丫 L ondon :R eaktion B ooks Ltd.P4 1.

[2] Sm ith , C harles Sau m arez., 2006 .the FutU re of the M useum .A C om Panion to M useum S tu d ies. B laekw ell

P u b lish in g L td . P 54 5 .

[3 」张誉腾: 《后现代社会的博物馆情境 》 , 载 《博物馆大势观察》 , 台北五观艺术管理公司 , 200 3年 , 第164 页。

[4] P ri or, N iek., 2006. Postm odern R estru etU ri ngs.A C om Pan ion to M useum Stu dies.B laekw ellPub lishin g L td.

P P 5 0 9 一5 2 3 .

〔5]Ve rg o , Peter , 1989.Th e R etieentA rt ifa et in the N ew M useo logy. L ondon:R eaktion B ooks Ltd.P4 1.

[6] Sm ith , C harles S aum are z., 2006. the Futu re of the M useum .A C om Panion to M useum S tu dies. B lackw ell

P u b lish in g L td .P 5 4 8 .

[7] B ennett , TO ny., 200 6. C ivie S eeing: M useum s and the O rg anization of Vi sion .A C om Panion to M u seum

S tu d ie s. B lae k w e ll Pu b lish in g L td .P 2 7 5 一6 .

[8] B hatnagar, A nllPam a., 1999.M LlseLllll , M us eology ai ld N ew M useo logy ;N ew D elhi :Sun deeP P仟Lk ash an .pp g l一116.

[9 』王篙山: 《博物馆的价值 》 , 《博物馆学季刊 》 21 (2) , 2007年 , 第5页。

[10] 引 自Sandell, R iehard .20 11. O n ethies , aetivism and hum an ri ghts.the R o ut led ge C om pan ion to M useum

E th ies :Re d in fi n in g e th ies fo r th e T w e nty 一fi rst一C e nttl卿 M u seum .L o n d on an d N ew Yo rk : R o ut le d g e .P 13 2 .



(( 中国博物馆 》 20 13 年 ,期 } . .

样的情况下 , “博物馆是什么 ” 、 “博物馆应该是

什么 ” 川 、 “什么东西可以算作博物馆 ” l2] 等这些

原本看似清晰的事情 , 因这些新变化而变得模糊不

清 了 。博物馆 因获取 自我身份识别和行业认 同的困

惑而陷入了迷茫 , 变得有些无所适从 。正是这种变

化和迷茫导致 “博物馆核心价值 ” 问题的学术价值

或意义突显出来 , 并成为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 。所

以 , 博物馆核心价值话题的提出是在二战后世界范

围巨变的大背景下 , 对博物馆领域新发展和新变化

所引发的博物馆核心价值危机的一种担忧与回应 。

同时 , 这一话题的提 出也反映 了博物馆界在快速变

化世界中对博物馆身份清晰 、 稳定的期待 , 和对博

物馆未来发展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的期待 。

二 、本相与本质

博物馆核 』自价值话题是因为博物馆领域新发展

和新变化所引发的博物馆传统核心价值危机而提出

来的 。那么 , 这种危机的本相究竟如何?

一般来说 , 在博物馆学文献中 , 除特别说明之

外 , 研究和讨论中所提到的 “博物馆 ” 通常是指西

方 现代 博物馆 或 西欧 型博 物馆 。 这种 博物 馆是 在欧

洲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是一种纯

粹的欧洲文化的产物 。这种博物馆随着欧洲殖民势

力的扩张而在世界范 围内流播开来 , 并成为当今世

界范 围内 占主导 地位 的博 物 馆形 态 。 这种 博物 馆所

秉持的 是 “以物 为导 向 ” 的理 念 。 战 后博 物馆 变化

大多是或多或少地与对这种理念的质疑联系在一起

的 。所以 , 严格地来讲 , 前文所论述的博物馆核心

价值危机实际上是博物馆一种特定形态即西方现代

博物馆核心价值的危机 。

就 整 个 博物 馆 领 域 而 言 , 战 后 尤 其 是 最 近 几

十年来 , 博物馆领域出现 了一些新发展和新变化 ,

并引发了博物馆传统价值观的危机 。这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 。但是 ,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 绝大多

数博物 馆所格 守的仍然是 19 世纪 以来形成的 “以

物为导向 ” 的基本价值观念 。 “物 ” 仍然是博物馆

运作的核心 , 博物馆的工作仍然是以 “物 ” 为基础

及围绕 “物 ” 而展开的 。 “物 ” 的数量规模和品质

仍然是衡量博物馆地位的最重要的指标 。大英博物

馆 、 卢浮宫博物馆 、 大都会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等

被人们推崇为重量级大馆其实就是基于这样的价值

观 。根据日ar ri so n 的研究 , 到 20 世纪9 0 年代 , 博

物馆藏 品仍然是 关注 的主要 目标 , 尽管一些人将

“人 ” 放在首位131 。即使是在一些新建博物馆中 ,

这一基本观念仍然是博物馆的思想基础 。在荷兰新

建的博物馆 中 , 绝 大多数博物 馆还是 “以收藏 为

本 ” 的l4] 。上述迹象表明 , 至少在实践 层面 , 相当

数量的博物馆仍然在 坚守着博物馆传统的价值观

念 。这种价值观念仍然 占据着主流地位 。

简言之 , 博物馆核心价值危机实际上是西方现

代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危机; 即使出现 了价值危机 ,

但博物馆传统的价值观念仍然 占据着主流地位 。这

或许是博物馆核 』自价值危机的本相 。

博物馆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在生存和发展过程

中 , 博物馆时常会受到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形塑因素

的影响 , 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对于博物馆而

言 , 变化是一种常态 , 也是其生存的基本法则 。历

史上 , 摄影技术的发展等变化也 曾给博物馆造成很

大冲击 。战后博物馆领域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不过是

博物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 。它们所产生的影

响 也不 过是 博物 馆 历 史长河 中 的一 朵小浪 花 。 如 果

明确了这一点 , 同时又熟悉 了博物馆核心价值危机

的本相 , 那么博物馆就不必对因一些新变化引发的

这种危机而过分地焦虑 , 更不必惊慌与不安 , 应该

[l] Ve rg o , P eter., 1989 .T he R etieen tA rt ifa etin th e N ew M useology.L on don :R eaktion B oo ks L td .P4 1.

[2] M ac donald , S haro n ., 2006 .E xPan ding M u seum Stu dies:A ll Intro du etion.A C o m Pan ion to M u seu m Stu dies.

B lae k w e ll P u b lish in g L td .P S .

[3] H am son , Ju lia D ., Ideas of M useum s in the 19905.M useum M anagem ent an d C urators hiP(1993), 13 , 160一176 .

P 16 3 .

[4 l 冯 ,门什 ; 《何谓 博物馆 何谓成 功》 , 《中国博物馆 》 2001 年 第 1期 。



.圈 } 专题: 博物馆的核心价值

看到博物馆在这种危机 中 ,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所呈

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和积极态度 。没有博物馆对当代

社会现 实需求 的关注和积极适应 , 就 没有核心价

值的困惑 。困惑与应对正是博物馆积极适应社会

发展需 求的产物 , 也是博物 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所在 。这是在博物馆核心价值问题讨论上的应有的

基本态度 。

如前所述 , 博物馆核心价值作为一个讨论议题

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 由于博物馆领域的新变化与原

有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凸显出来的 。在 “博物馆核心

价值 ” 这一表述中 , “价值 ” 显然就具有特殊的规

定 , 似乎不宜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来理解 。在这

一话题表述中 , 博物馆核心价值应该是对作为一种

机构/组织的博物 馆 自身独特性 的一种最基本的概

括和提炼 , 是博物馆实现 自我身份识别 (包括相对

于 自身的身前与身后 , 相对于其他组织或机构 ) 和

组织认 同的一种规 定 。它应该是 博物馆这种机构/

组织最独特的内核 , 是其独特性的最佳体现 。简言

之 , 博物馆核心价值是博物馆区别于其他机构/组

织的基本标志或判断标准 , 具有身份识别和组织认

同的意义 。由此 , 博物馆核心价值讨论就是追寻和

确认 “博物馆相对的特殊性或特色 ” !,]。通过这种

特殊性或特色的规定 , 可以在纷繁复杂的博物馆乱

象中迅速有效地剥离出博物馆的独特内核 , 识别和

确认博物馆的身份 , 进而实现组织认同 。博物馆核

心价值讨论本质实际上就是在寻求博物馆身份识别

(并不必然意味着寻求稳定 ) 与组织认同 , 强化博

物馆的组织意识和行业统一 。

基于这样的认识 , 博物馆核心价值的讨论 , 就

需要致力于廓清博物馆身份识别和组织认同的基本

标志 , 以便澄清博物馆身份特征 , 使之区别于其他

的组织或机构 。同时 , 还应该着眼于博物馆理想状

态应该是什么 , 为迷茫中的博物馆提供未来发展的

思想基础 , 规约和引导博物馆发展 。

既然博物馆核心价值讨论 目标指 向在于寻求

博物馆身份识别和组织认同 , 那么这种讨论在有助

于实现这一 目标 的同时 , 也就 蕴含着一种潜在风

险 。近些年来 , 随着遗产概念逐渐替代 “实物 ” 的

概念 , 保护和利用遗产已经成为包括博物馆在内的

诸多遗产机构的共同责任 。博物馆 己经不再是人类

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唯一形式和 力量 。遗产保护和

利用的大趋 势就是要 着眼于共 同的 目标 追求和合

作的共同基础 , 寻求共性 , 强调 合作 。而博 物馆

核心价 值的讨论则寻求博物馆 身份识别与组织认

同 , 要突出个性 , 强调独立 , 这样 , 核心价值的讨

论就有可能 削弱博物馆 与其他相关组织 /行业 的共

同基础 , 在实践中 , 可能会对博物馆寻求合作带来

负面影响 。博物馆核心价值的探讨 不只有助于博物

馆身份识别和组织认同 , 也可能会导致博物馆特性

的 自我膨胀 , 将博物馆弓}入孤立境地 。这一点是应

该警惕 的 。

三 、单数与复数

这里的单数与复数 问题关涉到博物馆核心价值

界定的角度与依据 , 即应该从哪个角度 , 依据什么

样的基本元素去界定博物馆核心价值 。它是讨论博

物馆核心价值的另一个前提性问题 。

对于博物馆核心价值 , 研究者 曾提 出过多种不

同的看法 。从界定的角度与依据来看 , 较有代表性

的看法可举数种如下 :

一是从博物馆的 目的角度去界 定博物 馆核心

价值 , 如认为 “以人为本 ” l2] 、 “促进社会变化发

展 ” l“1等是博物馆核心价值的看法 , 大都可归入这

一类 。这类看法突出了博物馆核心价值的 目的性的

一面 , 而忽视了其手段性的一面 , 因而 , 就导致所

谓的博物馆核心价值缺乏对博物馆独特性的表达 ,

[1] M ac don ald , Sharo n ., 2006. E xPanding M us etllll Stu d ies:A ll In tro du etion .A C om Pan ion to M useum S tu d ies.

B lac k w e ll P ub lish in g L td .P 7 .

口〕马自树: 《以人为本 博物馆不断追求的核心价值 》 , 载 《文博余话 》 , ~ oc 中forg .c川tab i出77八nfo ID /791 …

20 12一12一9 访 l司。

【3] 唐红炬 : 《从康有为创设工业文明博物馆构想谈博物馆的核心价值》 ,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 10 年第 l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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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考虑博物馆的手段 ; 不仅要考虑活动/功能 ,

也要考虑其中的本质内涵 ; 不仅要考虑认识 、 技

术 , 甚至还需要考虑博物馆伦理 。在讨论博物馆核

心价值时 , 考虑博物馆的 目的 、手段等因素的理由

是不用多说的 。前面提到的单数观点对博物馆核心

价值的界定 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这些因素是界定博

物馆角色和行业特征所必需的 。对于博物馆伦理的

因素的考虑则需要做些说 明 , 它对于保障博物馆 身

份特征和行业认同至关重要 。前述博物馆身份和 角

色 模糊 的形成 原 因 固然有 多种 , 但是 , 博 物馆伦 理

的丧失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博物馆商

业化 、 娱乐化和去物质化等 , 实际上都是与对博物

馆伦理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忽视密切相关的 。正是因

为博物馆基本伦理的丧失导致博物馆的异化 、 博物

馆身份和角色的模糊 。在未来新的发展面前 , 博物

馆如何在生存压 力面前抵制住诱惑 , 不仅需要 目

的 、 手段 、 活动和功能 , 更需要依赖于伦理的约

束 。在博物馆核心价值界定中需要考虑伦理因素 ,

这在 当下 显得尤 其 重要 。

四 、多元与超越

如前所述 , 二战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

博物馆领域出现 了种种新变化 。其中的一些变化已

经上升到博物馆基本理念层面的分歧 。事实上 , 从

博物馆基本理念的角度看 , 战后一个清晰可见的态

势就是博物馆基本理念的多元化 。其中 , 尤其以下

列博物馆基本理念最为 引人关注 。

“以物 为导 向 ” 的博物馆理念 。这种博物馆

理念突出 “物 ” 在整个博物馆生存和运营中的核心

地位 , 关注的是收藏 、 围墙建筑 、观众等元素 。在

这种理念下 , 博物馆是以间接的方式介人和服务社

会 。博物馆主要是通过对社会中的人的塑造去服务

干社会 , 推动社会的发展 , 而不是通过将博物馆作

为一个发展项 目去介人和推动社会发展 。在实践层

面上 , “以物为导 向 ” 的博物馆理念是以西方现代

博物馆 (或传统的西欧型博物馆 ) 作为它的实践基

础 。或着说 , 后者的实践集 中体现了这种理念 。从

这一意义上讲 , “以物为导向 ” 的博物馆理念是西

方现代博物馆的哲学 。正如在上文所指出的那样 ,

这种理念在战后博物馆发展中仍有很大的市场 。

“以社会为导向 ” 的博物 馆理念 。这种博物

馆理念主张 , 实物及其保护不再是博物馆的核心任

务 , 博物 馆应 该关 注人 , 关注 社 会 , 致 力干社 会发

展与进步 。这种理念倡导博物馆与社会的直接性关

联 , 强调直接性介入当代社会 。在这种理念之下 ,

博物馆通过涉及与区域社会整体发展相关联的项 目

运作直接性地介入当地社会的发展 。 “博物馆要走

进人的生活中 , 要为社会服务 ” 川 , 博物馆要成为

当地居民 “了解和控制经济 、社会 、 文化变化 ” 121

的工具 。从这一点上讲 , 这种博物 馆理 念是强势

的 、 甚至带有一定的 “暴 力性 ” 。在实践 层面 , 这

种博物馆理念的重要表现就是著名的新博物馆学运

动 。这一运动是对传统的西方现代博物馆的质疑与

挑战 , 并以多种新的博物馆形式 , 尝试直接性服务

社会 。由于这种理念部分地击中了 “以物为导向 ”

的博物馆理念及其实践体现即西方现代博物馆的要

害 , 并呈现出 “新 ” 的特征 , 所以 , 这种理念的出

现不仅让它的倡导者们无比兴奋 , 而且也让那些烙

守 “以物为中心 ” 的博物馆理念的人们受到很大的

触动 , 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 并在那些谋求变革者

当中有着广泛的市场 。

整合 博物馆的理念 。这种 理念理 论上的表现

就 是调 和的博 物馆 学 。调 和 的博物 馆学 “不仅是 在

政治或社会方面调和 , 而且在认识和实践上调和 ,

综合众多理论和实际经验的积极方面 。 ” 13}新博物

馆学派与博物馆学主流派接近与对话已经宣告了这

种整合的开始 。对此 , 苏东海先生曾评论到 , “显

然 , 博物馆学主流学派和新博物馆学派正在走到一

【11 《关于博物馆的核心价值— 苏东海先生访谈 》 载 《博物馆的沉思— 苏东海论文选 》 (卷三) , 文物出版

社 , 20 10年 , 第48 页 。

[2 」冯 ·门斯奇: 《博物馆与博物馆学新说 》 , 《东南文化 》 1989年第4 一5期 。

【3] 特丽萨 ·希尔纳: 《世界博物馆的新思维 、 新现象和新趋势 》 《中国博 物馆 》 2006 年第3 期 , 第24 页 。



《中国博物馆 》 2013 年1期 ! . .

起 , 相互汲取理论智慧 。 ” 川这种整合博物馆理念

是在对上述两种基本理念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 出

来的 , 它肯定并试图融合上述两种基本理念中的积

极因素 。正因为此 , 可以期待的是 , 这种理念必然

会在实践层面产生更多务实性 的新试验和新成果 。

“去欧洲 ” 的博物馆理念 。这是一种伴随着战

后殖民体 系崩塌而兴起的博物馆理念 。这种博物馆

理念 强调和崇尚遗产本属文化固有的保护理念和手

段 , 强调保护模式的多元化 、 适用性和在地性 。主

张 “每一个民族 , 每一个族群社区要在其 自身传统

的基础上去界定它们 自己的特有的保存结构 。 ” 曰不

同文化有各 自保护和陈列 自己过去的方式 , 而不必形

成博物馆收藏 。 “在一些文化中 , 博物馆搜集不一定

是好的或有用的活动— 它甚至是极为糟糕的事情 ,

可会帮助破坏一个文化 , 而不是帮助保护它 。 ” [3] 这

一理念的实质是 质疑作为殖民时代文化产物的西方

现代博物馆在保护他文化遗产方面的合理性与有效

性 。在这一理念之 下 , 传统意义上的藏品 、 搜集等

会受到质疑 。在实践层面 , 这种理念就意味着在考

虑当地的保存结构和实践的基础上去探索和创造新

的博物馆实践形式141 。在像非洲等地区的前殖民地

国家 , 这种 “去欧洲 ” 博物馆理念有相当的市场 。

战后 , 博物馆理念的多元化终结 了 “以物为导

向 ” 的传统博物馆理念独霸天下的局面 。在这种 多

元格局下 , 出现 了不同的博物馆形态和丰富多彩的

博 物馆 实践 。 西 方现 代博 物馆 形态 不再 是 博物 馆的

普适型 , 它的实践也不再是博物馆实践的全部 。西

方现代博物 馆形态终结的序幕已经拉开 。

博物馆核心价值与博物馆理念有着密切关系 。

博物馆理念是认识和界定博物馆核 』自价值的思想基

础 , 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对博物馆核心价值的认识和

界定 。博物馆核心价值反映着博物馆理念 。博物馆

核心价值不同看法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博物馆基本

理念和价值观的差异 。因此 , 讨论 博物 馆核心价

值 , 就不能不关注并考虑博物馆基 本理念及其变

化 。就战后而言 , 就不能不关注博物馆理念的多元

化 。这就意味着 , 博物馆核心价值界定应该意识到

理念的多元化所带来的选择的多种可能 , 而不仅仅

是在单一的 “以物为导向 ” 或 “以人为导向 ” 理念

之间摇摆 、选择 。这样 , 博物馆核心价值的讨论才

会超越西方现代博物馆这一特定的博物馆形态和实

践 , 寻求更普遍意义上的博物馆核心价值 , 也就避

免了将博物馆核心价值讨论演变成西方现代博物馆

核心价值讨论的可能 。同时 , 也才能够达到通过博

物馆核心价值去实现规约 当代博物馆实践和引导未

来博物馆发展方向的 目的 。博物馆核心价值的讨论

才不 至 于走偏 。

以上就 有关博物馆核心价值讨论 所做的 前提

性思考 , 主要涉及到这一话题的提出以及博物馆核

心价值界定方法与取向等问题 。这些前提性思考或

许无法为 “博物馆核心价值是什么 ” 提供一个直接

的具体的答案 , 但它们却可能有助于更有效地 回答

“博物馆核心价值是什么 ” 。如果上述的这些思考

能够 引起 同行对文中所涉及问题的关注 , 并对博物

馆核心价值讨论能有所启发 , 那么本文的 目标和期

待就 实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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