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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１９７８年 ，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来到北京 ，经

他的老师夏鼐先生介绍 ，与国家文物局庄敏副局长洽谈了建立文物与博物

馆学专业的构想 ，并向当时的国家教委递交了正式申请 。这是一件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事件 ，它意味着 ，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开始与高等教育联姻 。

从那时算起 ，中国高等教育介入文物博物馆学教育已走过近 ４０个年头 ，

越来越多的学校都设立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 。一方面 ，高等院校的文博教育

逐步成为中国文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 ，文博事业也为高等教育

拓展学科领域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 ，尤其是在文明传承成为继教学 、科研

和社会服务后中国高等院校第四大功能的背景下 ，这一意义尤为彰显 。

四校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

求的新的学科增长点 ，遂于 ２００８年将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

来 ，升格为系 ，并相继建立起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学校领

导对文博学科发展寄予厚望 ，希望以此形成文博学科发展的集群效应 ，并创

建出该领域的“浙大学派” 。

在创办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时候 ，我们曾就学科发展的特色与长期发展

目标展开了讨论 ，同时也专门针对博物馆学研究与教学的方向与重点进行了

探索 。这些讨论明确了我们的建设思路 ，为形成学科发展特色提供了方向 。

从实践的情况看 ，效果还是比较积极的 。

当时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在全国多座高校迅速崛起的

背景下 ，我们如何在博物馆学的建设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更有效地为中国

的博物馆事业作出贡献 。我们的讨论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 。

1 ．博物馆姓“博” ，应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文理交融的跨学科思路 。

这是专业创办人毛昭晰教授特别强调的观点 。这一点或许与他本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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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从事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性质的史前史及人类学研究有关 。但这不

是关键 ，关键在于他对当代博物馆学使命与性质的理解 。在中国 ，由于长期

以来博物馆事业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展开的 ，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文

历史类和人物纪念类博物馆 ，所需的知识支撑主要是与人文历史相关的学

科 。但毛昭晰教授意识到 ，博物馆的工作内涵涉及远为广泛的领域 ，人文历

史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虽然是数量最多 、影响最大的部分 ，但毕竟不是全

部 。除了人文历史外 ，博物馆还涉及自然史 、区域地理 、自然现象 、技术与产

业及当代社会生活等 ，所以 ，博物馆学的研究与教学 ，不能仅仅囿于人文历史

的范畴 ，否则就无法为类型多样的博物馆提供学术支持与人才队伍 。在这种

思想指导下 ，我们在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设立了一些与自然科学相关的课程 ，

拓展学生的认知结构 ，培养学生对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敏感性 。这种前瞻性

的思考被证明是明智的 。由于绝大多数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都局限在人文

历史类 ，很难适应其他类型博物馆发展的需求 ，造成了其他各类博物馆的人

才荒 。此事引起了国家科协与教育部的重视 ，联合在一些高校专门设立了科

普方向的研究生教育 ，以弥补现存博物馆学教育宽度不足的缺陷 。

2 ．正确处理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的关系 ，将博物馆学的研究与教学纳入

文化遗产的整体框架中 ，形成与其他相关学科密切的配合关系 ，提高学科服

务社会的有效性 。

虽然博物馆有广泛的工作内涵 ，但从目前的形势看 ，它与文化遗产事业

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专业的名称也反映了这一点 。所以 ，厘清博物馆与文

化遗产的关系 ，是我们明确发展方向的重要前提 。为此 ，我们要明白 ，在中国

的文化遗产事业中 ，博物馆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发挥什么作用 ？

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首先对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现状展开了调查与分

析 。我们的研究表明 ，无论在总体上 ，还是在高等教育中 ，都存在着文化遗产

各环节的无序化与碎片化倾向 ，许多相关的环节并不注意它们之间的相关

性 ，各自为政 ，缺乏必要的协同与相互支持 。针对这种现象 ，我们首先提出了

文化遗产的整体化 、系统化的概念 。具体地说 ，就是把文化遗产事业视为具

有密切关联的五个环节的整体 ：

首先是发现与征集 。这是指通过开展田野考古 、民族学调查和社会征

集 ，将散落在地下 、水下 、地面及社会上的各种遗存系统登录 、收集 ，它构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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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工作链的第一个环节 ；这一环节涉及众多的学科和技术 ，仅在浙江大

学 ，不仅有考古学介入 ，地球物理系的遥感实验室 、计算机学院的考古地层三

维可视化项目组 ，以及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人员 ，都加入了这一行列 。

接着是甄别与判断 。这是指对所获得的文化遗产进行事实判断与价值

判断 ，通过事实判断甄别真伪 ，通过价值判断作出价值评估 ；事实判断是文化

遗产事业的前提 ，在方法论上涉及“眼学”与“科学”两种途径 ，前者依赖长期

的经验积累 ，后者主要通过科学仪器对构成材料进行分析 。如何将“经验”与

“分析”进行有机结合 ，形成更有效的鉴定方法与机制 ，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 ；在价值判断方面 ，目前可以说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以古玩

市场价值观为指导的收藏观 ，另一种是系统保存社会记忆的收藏观 。

第三个环节是保护与管理 ，它也分成两个层面 ：物理学保护与社会学保

护 。通过物理学保护 ，为文化遗产提供更优越的保护学条件 ，尽可能延缓其

自然变质的进程 ；社会学保护则包括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建立 ，关于文化遗

产的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制定 ，关于文化遗产跨国间流动的国际公约 ，以及关

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宣传等 。

第四个环节是关于文化遗产的分析与研究 ，其本质是将蕴藏在物质深处

的文化意义揭示出来 ，包括物品的制造信息 、功能信息 、使用信息 、关联信息

和收藏信息等 ，从而使人们对遗产的历史 、科学与艺术价值有更深入和系统

的认识 。

最后一个环节是文化遗产的阐释与传播 ，即用我们所获得的研究成果 ，

向观众进行阐释 ，通过形象直观和易于理解的方式 ，使观众对文化遗产中所

包含各种价值有所理解 ，获得审美和认知的帮助 。

当我们就这五个环节将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进行比较时 ，发现了一个有趣

的现象 ：如果我们以文化遗产作为主角 ，这一过程所指的是对文化遗产进行

处理的工作链 ，这一处理过程由众多学科来完成 ，共同实现对它的认识 、保护

与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 ，博物馆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但如果我们将博物馆

作为主角 ，它就是一个负责处理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机构 ，所强调的是 ，如何

使这一机构更加合理与有效地处理文化遗产 。对于人文历史类博物馆而言 ，

其使命就是系统收集相关的文化遗产 ，对它们进行鉴定和评估 ，登录和保护 ，

分析与研究 ，最后向观众进行阐释与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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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对比中 ，我们发现 ，博物馆事业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工作内涵具有

很大的重叠性 ，在这些重叠的部分 ，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两者又

各自具有不能相互包含和重叠的方面 ，文化遗产只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各种遗

存 ，并不包含自然遗产 、现生的自然资源 、自然现象及现实社会生产与生活 ，

而这些是博物馆要涉及的 ；另一方面 ，博物馆所收藏的只是文化遗产中可移

动的部分 ，并不包括不可移动的部分（近年来一个可喜的现象是 ，国际范围内

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在定义中纳入博物馆的工作范畴） 。

考虑到本系的学术环境与资源特征 ，以及整个文博学科的发展 ，我们在

发展的重点上强调了将博物馆学视为文化遗产事业的一个部分 ，一个环节 ，

由此 ，它与考古学 、文物保护学 、物质文化史 、人类学 、民族学等学科 ，建立了

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 。

3 ．将文化遗产的阐释与传播作为博物馆学研究的核心 ，有效提升博物馆

展览的传播效益 。

博物馆学属于较年轻的学科 ，但也开始建立起初步的学科构架 ，所以 ，在

博物馆学的学科体系中 ，包含着不同的分支 ，诸如博物馆哲学 、博物馆历史 、

博物馆社会学 、博物馆管理学等 ，它们都是今天博物馆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各高校的博物馆学研究与教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

些学校的观众研究颇具特色 ，一些学校擅长博物馆的历史与理论 ，也有些学

校特别关注博物馆的组织架构与经营管理 。那么 ，浙江大学文博系的主攻方

向是什么 ？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 ？

我们看到 ，今天的中国 ，博物馆事业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在发展 ，据国

家文物局 ２０１２年发布的消息 ，一年间新增博物馆数为 ３９５座 ，平均每天新增

１ ．０８座 ，远超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美国平均 ３ ．３天新增一座博物馆的记录 。然

而 ，博物馆的快速发展由于缺乏学术的指导 ，其品质的提升与数量的增长并

不匹配 ，公众在以文化遗产为介质的学习生活中受益并不理想 。

我们的博物馆学研究在改变这种局面中能作出怎样的贡献呢 ？如何才

能更有效地提升博物馆的品质呢 ？虽然博物馆开展多方面的活动 ，但最核心

的莫过于展览建设 ，以及展览的传播效益 。而展览的传播效益的核心又在于

它对展品的阐释与解读的能力 。中国有众多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 ，博物

馆展览的品质应该与它帮助观众理解和审美的能力有关 。在我们看来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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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览应该有能力将观众的理解引领到展品的物质深处 ，与其间蕴含的文化

意义发生接触 。当当代人的理解与过去物品之间积淀的文化内涵发生了接

触 ，文化遗产就从一个属于过去时的蜇伏状态苏醒过来 ，变身为属于现在进

行时的鲜活的学习资源 ，滋润我们的学习生活 。

那么 ，当代博物馆展览传播效益不够理想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分析我们

意识到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传播的环节 。虽然我们在博物馆传播

中也参考了教育学 、学习心理学 、认知学和传播学的相关成果 ，但博物馆是一

个特殊性很强的传播媒体 ，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绝大多数媒介的传播过程

是一个与时间性相关的过程 ，这一时间逻辑结构与事情或现象发生的时间逻

辑结构具有相似性 ，即它们都会有前后的次序 ，这很符合人们的日常认知习

惯 ；然而 ，博物馆的认知是在空间形态下展开的 ，是观众在特定空间中通过行

走与站立交替运动的过程中进行的 ，他们的认知与他们所处的空间形态有着

密切的关系 。当一批展品放置在一定的空间中 ，它们之间的关系 ，观众选择

怎样的路径 ，都会影响展品之间的逻辑性 ，从而改变整个展览的叙事结构 。

对于这种独特的学习与认知行为 ，仅仅参考普通的教育学和认知学是不够

的 ，要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就应当对这一独特的学习方式和认知过程展开专

门的理论探索 ，如果不能真正掌握空间形态认知过程的特点 ，从而寻找到有

效的传播手段 ，那么 ，无论展览的细节多么精美 ，都难以达到理想的传播

效应 。

展览传播效应不够理想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检验的环节与制度 。如果

说了解空间形态下的认知特点是帮助策展人在主观上更有效地进行空间经

营 ，选择更适宜的传播手段的话 ，那么 ，展览评估则是从制度层面 ，从实践层

面 ，通过有效地收集观众的反馈意见 ，掌握观众的实际理解程度与受益状况 ，

来对展览进行调整与优化 ，从而使展览在动态的调整中更符合观众的要求 。

所以 ，建立有效的展览评估机制与准则 ，并在实践层面上努力推广 ，也应该是

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

这些就是我们在讨论博物馆学科建设中所达成的共识 ，但这只是一个初

步的开端 。为了让这些想法更加系统化 ，并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决定

将教师和研究生的思考写下来 ，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这就是这套丛书

出版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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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通过这套丛书的撰写会有利于我们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 ，也会有利

于我们系博物馆学教学与科研能力的提升 ，然而 ，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

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真正为发展中的中国博物馆事业提供有益的

启发与建议 。只有博物馆界的朋友们理解并认同我们的想法 ，并在实践中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 ，才是这套丛书出版的真正价值 ，也是我们所真心渴望的

目标 。

严建强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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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信息 、网络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 ，数字资源以传统资源无可比拟

的优势 ，逐渐成为信息资源的主导和主体 。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 ，一些国家的博

物馆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变的工作 ，经过三十多年的酝

酿 、实施和构建 ，至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数字博物馆开始逐渐成形并进入社会领

域和普通大众视野 ，成为众多国家信息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短短十年

间 ，欧美等国家先后建立了一批卓有影响的数字博物馆项目 ，如“世界的记

忆” 、“欧洲虚拟博物馆” ，以及“加拿大虚拟博物馆”等等 。在国外数字博物馆

建设的启示下 ，我国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也开始迅速迈入数字博物馆的建设

时代 ，先后完成了“故宫数字博物馆” 、“大学数字博物馆”等建设项目 。经过

近二十多年的发展 ，各级和各类型的数字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逐

渐成为公众身边须臾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取平台 。数字博物馆已

成为今天覆盖全社会的信息与知识的网络中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构成内容和

组织形式 。

当前 ，进入高速建设时期的数字博物馆已经成为提升博物馆功能 ，向公

众开展文化教育和服务 ，提高全民科学 、历史和文化素养的重要场所和平台 。

我国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虽然先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

而和先进国家相比 ，以及和我国广大 、迫切的社会需求相比 ，还存在诸多的不

足 。就理论研究而言 ，尽管我国数字博物馆建设取得的成果比较丰富 ，但多

数是站在系统建设的角度或技术实现的角度进行探讨 ，少有站在博物馆学整

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数字博物馆的相关问题 。而对于数字博物馆产生的历

程和内外因素以及对博物馆专业的挑战和影响 、与实体博物馆的关系 、与数

字图书馆的关系和与不同观众群的关系等一系列不直接与技术相关 、但却影

响数字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水平与公众教育质量的问题 ，鲜有人予以研究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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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一些分散出现的研究部分涉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缺乏系统化梳理和整

合 ，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 ，在数字博物馆为数字化时代博物馆发展的必然现

象这一大的形势下 ，本书从博物馆学的宏观学科角度入手 ，对其进行较为深

入 、系统地考察和研究 ，并结合国内外数字博物馆的发生 、发展以及在此过程

中所出现的情况和状态 ，试图厘清以下问题 ：从信息学的角度分析博物馆中

的信息资源及信息活动 ；结合影响数字博物馆发展的内外因素探讨数字博物

馆产生的背景以及数字博物馆的概念 、分类与特点 ，阐述其与数字图书馆的

异同 ；梳理国内外数字博物馆的发展状况 ；比较 、分析优秀数字博物馆案例 ；

探讨数字博物馆对博物馆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影响 ；研究数字博物馆建

设过程中的资源和体系结构问题 ；探讨数字博物馆的资源利用状况及知识产

权保护问题 ；立足于数字博物馆的服务对象 ，研究和分析数字博物馆与普通

观众 、青少年和残障人群之间的关系 ；分析数字博物馆 ２ ．０的特点及表现 ；探

讨数字博物馆的进一步发展型态 ——— “智慧博物馆”的概念 、特点 、技术及相

关内容等 。

为了将国内外优秀数字博物馆的发展经验引入读者的视野 ，书中特以美

国大都会博物馆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北

京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为案例进行相关问题

的例证分析 ，以便让读者形成更为直观的感知和感受 。此外 ，书中还提供了

大量网络链接资源和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资料 ，以供读者进行进一步地拓展阅

读 。本书通过研究以期能够达到以下目的 ：（１）为从事数字博物馆建设和发

展工作的专家 、学者和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２）为数字博物馆的

研究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学术视角 ，为进一步探索数字博物馆的相关

问题奠定基础 ，以推动该领域内后续的研究工作 ；（３）为普通大众提供一条了

解数字博物馆相关问题的渠道 ，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充分享受到数字博物馆提

供的各项服务 。

本书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浙江大学严建强教授 、项隆元副教授 、鲁东明教

授 、罗仕鉴教授和云霞老师的鼎力支持和指导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周明全

教授和武仲科教授的帮助 ，在此深表感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 ，浙江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张维 、苗亚男和邬如碧等同学参与了资料收集和整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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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在此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

作者深知 ，数字博物馆作为不断成长和发展的有机体 ，具有动态性 、多样

性和复杂性 ，本书难以涵盖各方面出现的问题 。加之作者自身的研究水平有

限 ，以及限于目前的情况梳理和资料搜集状况 ，书中肯定有考虑不周和疏漏

之处 。诚请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以便对相关内容做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 。

郑 　霞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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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博物馆与信息之关系研究

　 　信息是博物馆的核心要素 ，对于博物馆信息服务这一职能的理解具有重

要意义 。为了明确信息的基本问题 ，本章将探讨信息的内涵和外延和博物馆

中信息资源的类型 、特点以及围绕信息而产生的各类信息活动 。同时 ，讨论

博物馆信息学产生的背景及其研究内容 ，以及博物馆信息专业的地位 、作用

及人才培养等问题 。

第一节 　何为信息

“信息”在知识传达意义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战后计算机网络的

发展和传播以及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出现的信息科学学科 ，都越发突出了信

息的重要性 。虽然知识及其交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 ，然而正是信息技

术的产生及影响才标志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信息与劳动力 、生产资料等一

样成为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 。由于信息技术对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作用力

越来越大 ，使得信息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对象 。很多研究人员从各自的领域

出发 ，给出自身对于信息的解释 。如香农（C ．E ．Shannon）提出的一个“通信

的数学理论” ，就是用于解释带有语义和语用维度的信息使用问题 。
①

“通信

的数学理论”将知识通信的概念分派给“信息”这个词 ，由于此理论的强大影

响 ，一度使得通信僭越了信息 ，缩小了信息的外延 。如果站在科学术语的角

度对信息进行定义 ，由于它的特点及其表现的多样性 ，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

观点 。

关于信息的理解有很多种 ，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类 ：信息论的角度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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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学的角度 ；作为事物的角度 。

１ ．信息论的角度

信息论中将信息的传递当作一种统计现象 ，涉及信息传输和信息压缩两

个主要问题 。信息论创始人香农认为 ：“信息是不确定量的减少” ，“信息是用

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他提出了信息量的数学表达方法 。此界定与

任何应用无关 ，只与信息呈现的形式 ———编码有关 。香农的影响是跨学科

的 ，不仅影响到科学和工程界 ，而且对语言学 、传播 、文学甚至哲学都有影响 。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待信息 ，信息是可被精确定义和度量的 ，然而香农的信息

量度量缺乏统一的尺度 ，因而不能对不同的信息进行“统一”度量 。在计算机

领域中 ，用二进制数可以表示一切信息 ，因而 ，信息量的大小用二进制的位数

来表示 。一位二进制数就是一个比特“Bit” ，比特即信息量的度量单位 。这

种度量不会因人而异 ，也不必再通过通信的方式进行 。若一条信息的二进制

数表示为 N ，那么这个数的位数为 log２ N ，即信息量的大小 。然而这种表示

受限于编码 ，因此与信息专家对信息资源进行搜索 、选择或索引时的理解不

同 。这些信息专家关注的是消息的内容和含义 ，而不是物理存贮和传输 。

２ ．认知学的角度

通过将信息看作是一种被传送和转化的知识状态 ，布鲁克斯 （B ．C ．

Brookes）①和贝尔金（N ．J ．Belkin）②等人试图将信息定义为一种与信息科学

相关的现象 。随后波普尔（K ．Popper）形而上的多元化观点也涉及认知的问
题 。众所周知 ，在波普尔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中 ，他将宇宙现象分为三个

世界 。其中 ，世界 １是物理世界 ，包括物理对象和状态 ，从宏观天体到微观基

本粒子 ，以及一切生物有机体如动物和人的躯体 、头脑等 ；世界 ２是精神世

界 ，包括心理素质 、意识状态和主观经验等 ；世界 ３是客观知识世界 ，包括一

切可见诸客观物质的精神内容 ，或体现人的意识的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 ，如

语言 、神学 、文学艺术 、科学以及技术装备等 。波普尔交替使用“Knowledge”
和“Information”两个词 。世界 ３明确包含了信息 。他提到“在我看世界 ３ ，

２

数字博物馆研究

①

②

Brookes B ．C ． The Developing Cognitive View in Information Science ． In International
W orkshop on the Cognitiv e V iew point ，１９７７ ，７７ ：１９５‐２０３ ．

Belkin N ．J ．Information Concepts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Journal o f Documentation ，１９７８ ，

３４ ：５５‐８５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