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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博物馆馆刊———《石门———
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9年号（总第 5
期）即将付印出版。作为主编，我在这里
说说我们的想法，即当与行内同仁交流。

我所在单位———汉中市博物馆，在
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代文博工
作者情系博物馆，心注古汉台，这其中既
有享有一定声望的专家学者，也有操持
基础设施建设的先导者；既有在一线默
默无闻乐于奉献的同志们，也有任劳任
怨乐在其中的爱好者。正是心系公益事
业，心系汉中文化建设，大家对博物馆的
发展一往情深，怀着虔诚而圣洁的愿景，
从不同地方走到了一起，心往一块想，力
往一块使，劳心又劳力，终于有了眼下这
番景象，也终于拥有了目下的这种影响。
以馆刊的形式反映我们的倾注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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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我们的劳动之美，也正是我们一个向往既久的一
个宏景。
作为汉中市博物馆馆刊，我们伊始集聚着一群热

心者，采取不同的方式谋划着刊物的栏目，在我们看
来，它不是简单地划分几个条块，机械地在每期之中
填充一些文章，而是要体现我们对博物馆科学发展的
认识，对汉中历史文化今昔的思考，对汉中文化遗产
的原创性研究。所以我们注意到了博物馆尤其是中小
型博物馆科学发展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利用，以及如何发挥其职能等诸多问题，自然
立足于汉中地域文化是我们任何时候无法丢弃的特
色和优势。随之蜀道与石门石刻、汉中历史文化探讨、
汉中文史谈丛、馆藏文物考述以及文献存真等栏目应
运而生，而且迄今为止我们仍在苦苦地坚守、跋涉着。
汉中地处秦巴谷地，北之秦岭，南之巴山，形成了

汉中与南北交往的天然屏障，祖国先民们硬是凭借着
勤劳的双脚和聪明的智慧才能，踏勘出数条沟通南北
的交通道路，便捷了中国西部的南北往来，它们犹如
秦巴山区跃动的血脉一样，虽然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
后静静地躺在深山老林之中，但其蕴含的人类共有的
思想却与日俱增地辉映着光芒。步履其间，历代名贤
也不断层累着这种交通文化。汉中悠久的历史，在很
大程度上说是不断开辟道路的历史。公元 1970年，包
括“石门十三品”在内的一批国之精粹凿移到古汉台
保护，如何使之延年益寿，挖掘其丰厚的文化内涵，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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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汉中市博物馆一代代人的天职，蜀道与石门石
刻研究自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研究课题。半个世纪的
不懈尝试与努力，汉中市博物馆相继主办或承办了五
六次国际性蜀道暨石门石刻学术研讨会，业已形成我
馆业务与研究的重镇，在海内外有着良好的声誉和较
著的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新的探讨也显得十分重要，这样也有了与澳大利亚科
学工业组织（CSIRO）、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的
合作项目———“3S技术在汉中名胜古迹保护利用中
的应用”、“石门三维空间模型的建立”等。这个栏目的
开辟，无疑提供了一个研究交流的平台。
不管是何等级别的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讲都是

区域的，是有其鲜明的地域特点。汉中博物馆身居古
汉台，当然与汉中历史文化有着唇齿相连的关系，甚
至可以说博物馆是这座城市、这方热土历史文化的集
中展示地、收藏地。其职能的发挥与汉中历史文化、汉
中地情岂可剥离？龙岗史前文化遗址、城洋青铜器及
其文化、“汉中开汉业”的诸多汉代遗迹、“六出祁山”
泪洒汉江的蜀汉三国遗址、“石门十三品”等诸多摩崖
石刻……它们是汉中文化的精粹，也是汉中迈向未来
的一张张文化品牌。更何况传统学术研究之中，文史
又不分家，文学作品不乏有历史研究的确证，如先辈
学者陈寅恪所言的“以诗证史”等。如此一来，汉中历
史文化探讨、汉中文史谈丛等栏目应运而生了。

馆藏文物是一个博物馆的家底，收藏、保护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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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当然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各式各样的文物，自然
要对其剖析，判定其时代、价值等，还要以物证史，上
升到历史理论高度，尽管文物的出现与文献的记载往
往不同步，但通过文献的叙载证实文物的诸多信息，
无疑是文博工作者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而这一个思
路目前正得到更多文博工作者的认可。所以我们设置
了馆藏文物考述与文献史料存真栏目。当然对文献的
一些漠视，使得我们对馆藏文物的研究走了不少的弯
路，相信更多的有识之士会重视这一问题的。
历史文化的探讨，具有常研究常新的特点。博物

馆学的研究，何尝不是如此！探讨新形势下博物馆及
其博物馆学的发展，分析和解决博物馆科学发展中遇
到的新困难、新问题，无疑需要理论来支撑，理论也应
当先行，目前博物馆的大量实践也亟需如此。作为地
方综合性博物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不应缺失。
随之设置了博物馆学研究，其目的自不待言。
拥有这些初步的想法，所以我们一直固守着汉中

博物馆这个阵地，一直坚定着我们的思想，也就有了
前四期那等模样。与时要俱进，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
的进步，我们办刊的想法随之会越来越完善，届时再
作探讨和说明。
就此打住。权作本期之序。

注：冯岁平，汉中市博物馆馆长、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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