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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丛书》J≯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

境的见证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

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存宝库。在不同主题的博

物馆中保存和展示过去的文明、技术、生命和自然现象。当一种文明(历

史考古类博物馆)、一种技术f工程技术类博物馆)、一种生命(生命科

学类博物馆)、一种自然现象(地球科学类博物馆)随着时f．-1的流逝而成

为过去，当人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它们的时候，一些原本不为人

所知的价值就会显露出来，启迪着人们新的思想和灵魂。正是由于这样

的原囡，博物馆的建设有了更深的科学内涵和人文意义，它担负着知识

载体收集、科研解读、教育传播以及审美休闲的重任、总能使人联想到

美好的生活品质而心向往之。

目前全国高校系统的博物馆约有1 00座，大致可分为地球科学类、生

物类、技术类和人文(历史、考古、艺术)类四种不同类型。这些博物

馆大多为配合教学、科研工作而建，很少对社会公众开放，其知识传播

和影响仅局限于很小的范围。由于人力、场馆或经费方面的因素，大学

博物馆的资源利用率也较低，不仅藏品难于补充．很多珍贵藏品难以同

公众见面，也无法对现有藏品所承载的自然和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更深层

次的挖掘，从而不能完全发挥出博物馆应有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面

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于2001年专门设

立了“现代远程教育网上公共资源建设——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

。-。‘_-o，：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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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中国大学实体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为基础，以资源系统整合

与共享为主线，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坚持以人为本，搭建一个具有系

统性、先进性、可持续性的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为大学教学、科研以

及全民素质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 8家高等院校建设了各具特色的大学数字博物

馆。为深化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工程项目+教育部还特意拨专款为其关

键技术研究立项，支持由六所重点大学的多学科教授组成的核心专家组

成员总结经验、开发工具，为该项建设事业提供相关理论和技术支持，本

套丛书就是该研究项目成果之一。作为教师身份的作者们还期待达到另

一个目的——为已经在大学开展的数字博物馆人才培养工作提供教材。

我国的数字博物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既有单

体建设如数字故冒，也有群体建设如中国数字科技馆、中国大学数字博

物馆，更有大量准备建设的单位存在。对于那些打算而尚未启动数字博

物馆建设的单位来说，应该汲取已有相关经验以保障人财物力投入的有

效性。本套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数字博物馆系统性专著的空白点但

毕竟是根据一时的实践及范围有限的大学数字博物馆特点而作难免带

有不足或不到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I

《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丛书>编委会

2006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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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说明

．虬
博物馆事业与科学研究及科普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尤其近代以来 lf

作为教育科研中心的大学机构往往首先做出反应。在博物馆史上，被公 i m
认为世界最早的近代意义博物馆——英国阿什莫株博物馆，就是由剑桥 q卜
大学于1 683年创建的。日本的博物馆事业则始终纳入教育管理系统，深 一：F
受其影响的我国近代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也将其亲．f--剖建的我国第一 ．!”

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视为南通师范学校的附属设施。晚清政 j

府已将博物馆事业的行政领导和监督纳入政府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

民国政府教育部于i 91 2年主持筹建了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国立历史博

物馆，后来有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及保定、直隶、江西，山西等

省教育行政部门纷纷创建教育博物馆。由此可见，我国教育行政系统和

高等学校都有积极创办博物馆的优良传统。 J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博物馆仅存20余座，其中就有大学系统的博

物馆，更有大量传统收藏延续下来。和平环境也为大学有形学科单位普

遍开展相关自然及文化遗产的收集工作提供了条件．形成了一支不可忽

视的重要力量，为当时的教学科研提供了优质服务。但建国后经历了长

期的经济短缺时代，大学系统除早期建立并延续下来的几座博物馆外，

绝大多数单位仅以标本收藏室形式服务于校内的教学和科研，少有创建

大型公共博物馆设施的举动。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深受社会重视，随着国际交流的开展，国

外一流大学的设施配套状况深深打动了我国的大学管理者．陆续掀起了

I．_0}●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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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校园文化建设热潮，开放式的校园管理也为社会公众校园观光创造了条

件。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许多高校开始着手恢复或创建博物馆的

过程，1 992年召开了全国高校博物馆学术研讨会，随后成立了中国博物

馆学会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经常组织学术活动，加强了馆际交流协

作，大学博物馆的数量迅速增长，估计目前我国大学博物馆或类似设施

总量在1 50家左右。

改革开放后也是我国地方博物馆建设的高潮阶段，从20世纪80年

代初的500余座发展到今天的2 000余座，进展速度相当惊人。不过，地

方博物馆大都局限在人文与艺术等文化遗产类型，使得我国博物馆类型

单调的遗憾一直存在。而大学系统各有形学科单位出于教学科研需要，

不断收集相关材料．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丰富而又独特的收藏基础，尤

其可贵的是聚集了一大批相关学科的权威专家学者，并身处多学科交叉

的良好环境之中，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科技史、动物学，植物

学、中医药学、体育学、农林科学、地球科学、海洋科学、工程科技等

领域纷纷创建专业博物馆，为改变我国博物馆类型单调局面做出了重大

贡献。

21世纪初，为顺应信息时代的潮流，教育部立项开展大学数字博物

馆建设工程，用短短两年时间完成了1 8所大学博物馆的数字化改造，实

现了网上发布共享，其社会效益显著，引起很大反响。现在正准备以中

国大学数字博物馆的名义深化这场建设，最近又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参与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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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中国科技协会牵头的中国数字科技馆建设工程。面对这两项大规模

数字博物馆群体建设工程，首先需要掌握各单位馆藏资源和相关学科力

量情况．于是我们在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专家组的协助下，配

合中国数字科技馆建设工程的科普资源调查工作，于2006年春正式发文

展开调查，结果以设施简介形式回收了1 00多家大学博物馆或类似设施

的材料(因邮政通信不畅和发文范围有限等各种原因，还有部分单位的

材料没有收到，这个遗憾希望今后能以本书再版机会加以弥补)。这是我

国大学系统首次进行的博物馆情况调查，不仅为上述两项大规模数字博

物馆群体建设工程的组织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和信息，还在一定程度

上填补了国家文物局对馆藏文物统计和中国博物馆学会对博物馆数量及

类型统计的盲点汇总起来的材料本身也成为提供给社会了解大学博物

馆情况，咀及馆际之间开展横向交流协作的有用工具。是以决定用印刷

出版《中国大学博物馆志》的形式以飧读者。在此对积极响应本次调查

工作并提供简介材料的各大学有关人员，以及负责调查回收和本书编著

工作的徐士进、陈红京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教育部科技司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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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i艺术博物馆丁J993年5月27．El正式JI：馆，坐落在JLJ?：

大学校旧西北部风景秀丽的呜鹤园。馆含是仿明式建筑。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0艺

术博物馆是全同高校中第一座考古々题博物馆，其先进的陈列设汁理念和现代化的

展li5；条什深得夫家好评。自建馆}‘多年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粲教r学．科

研乖|1社会服务r‘身。

博物馆拥有13 56l f；J}：藏一‰分为石器、铜器，甲骨．陶器，旎器、托画．碑帖

等几人类。展厅面移l有2000多米2，分为lO个展区。展览分为艇本陈列和临时展览

阿部分。基奉陈列为按时代排竹i的考甫教学标率展，分为“17i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夏商蒯H，，49j、战网n,t J{I】、秦汉时期、 ：困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朱辽盒几H月时期七

个部分：展品．ii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存：一个方面是辅助·I·围考ltl"学教’’#的卞，j：本陈

列．另‘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考Pi文博学院的师，|．历‘{：来号，i发掘所取得的霞型收扶。

除此之外，每年笠少举办‘次特圳的临时展览。特腮多足兄弟单位支援琊助举办的

腱示考【‘i露人发现的々题展览．先后举办过“二b绝凝思——近‘f-11：JI简帛精品展”、

“明垂遗珍——甘肃礼县秦囝西垂陵区铜器特腱”、“告金铸崮史——周原出i二西周青

铜器精粹展”、“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上文物展”、“花舞大脚舂 何

家村遗宝精粹展”，“擐德镇出1i明代御窑瓷器珍^^展”等有较高研究价俄和欣赏价

值的争题特展。

博物馆减t铺——成J爿舶

配龠这蝗々题胜览，考古文博学院还组织召

”过·系列々题学术研讨会和面阳公众的学术讲

演．评H{版r研究性的网录。在突Ⅲ展览的学术

性方面，L经在博物馆界形成r自己独特的风格

特色。

北J矗大学赛兜勒考卉‘o岂术博物馆足北球大

。’#m1囊曩的敦。#科研机构，伴随阵物馆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f’i学系，F没r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

学、古代建筑等新的学科专业，考占学系也发艘

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综台实力强人的考占文博学

院、为社会培养出 批批的々I’J人才。博物馆『rJ】

时为这些々业的。学：，{三提供r学习的辫舟和夺闸．

为教学提供便利条件；为考古专业的学生提供结

台教学参观博物馆和在库房观摩典型器物的机会，



为文物保护专、Ik的学，}提

供文物修复的机会。此纠、，

每年还负责指导本院博物

馆每业三年级的学生进行

博物馆实习，为嗣学们安

排丰甫多彩的实习内容，

使同学们掌握从库房的文

物整理，藏品档案的编zi

刮展览设计制作等博物馆

]：作的应川技能。

迄今博物馆已经接待

观众近30万人次和众多国

内外贵宾，成为弘扬中闻传统文化的重要窗I l。尤其最近几年，每年都要接待来自

祖国各地的大批中小学生来馆参观，为了配合孩子们参观，博物馆还々门安排本院

大学牛为他们讲解，使孩子们通过博物馆感受到r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博物馆

正在这方面努力探索出⋯套适台孩子们的教育方案。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外嗣观

众日益增多，为了帮助观众了解展览内容，奉馆尽可能提供中英文的两种语占说明，

使身处异困他乡的周际友人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为观众提供服务

方面．对卫生设施和纪念品商店进行了改造．今后还要使博物馆的公共设施更加完

善和人性化。

2002年l 0月博物馆数字化建设项目获得(北京大学“985工程学科建设子项

目”)立项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2003年5月正式建证并开通丁博物馆网站，

网址为http：／／www．amsm．pku．edu．Cn，开通以来已有数万人次的点击率。同时在博物

馆的展厅设有=台触摸屏，观众可以了解到展品的详细信息和展览的概况。目前正

在逐步建设数字化的藏品管理系统，这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目前已经完成了

近干件藏品的数据采集：I：作，希望经过努力逐步把全部藏品纳人数据库．实现资源

共享，在减少对文物实物损害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文物的信窟．资源，更好的为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

地址：北京大学车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邮编：100871联系人：刘军军联系电话：010．62751667

开放时问：全年开放f正月初一至初五休息J．每天9：00一17：00
开放(16：30停止售票)．n票5元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成立于1999年，是

中国第一家服饰娄博物馆，也是一个集教学、科研和

收藏于·体的文化研究机构。博物馆位于北京服装学

院综合夫楼内，展』i面积l 600米2，设有综合服饰Jf、

茁族服饰JI：、金rn饰厅发织锦．刺绣、蜡染厅和图

片h’等A个l受展n：，还没有可供教学及学术文流活

动的多功能厅。醚族服饰障物馆收藏有中国56个民族

的服装、缈!物、绣品、蜡染干u银饰等传统民族文物

10 0州】尔什．精品众多，备成体系，j“r清代垒20世
t赫哲旅的m皮代

纪初的传肚服饰f’i藏品总数的二分之，县有很高的芝术价能和I{j阡究价似一博物馆

还收藏有近r幅20 tlt29 30年代拍摄的极为珍贵的彝，藏，羌族K族生活服饰的图

¨。民族服饰博物馆长期以来敛力1：中【翻民族比州文化遗产抢救保护r作．时f：Ⅱ口

将消失的K旅服饰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征集和研究，拜实地拍摄r大量罔片、音像

资料。以I：内容构成了陡族服饰博物馆的收藏特色。

为弘扬Lt族服饰文化，本馆多次在境内外成功举办展览，2001年稿二香港成功举

办“银装盛彩——中H民旗{J|；l饰展”，2003年在巴黎举办了“百年I讨尚——中国衣

饰艟”，受到『，法吲政府的关注和公众的砍迎。瞳族服饰博物馆基本陈列“农缱王阳

★察喻尔蒙I‘i 址银镶珊瑚火饰

一一1·吲比族服饰精占^腱”荣
获2003年“伞同卜大陈列展

览精^^最佳制作奖”。民族服

饰博物馆没有t川司民族服饰

文化研究巾心乖¨L己族服饰研

究力+向顾17．^，中国比族服

饰研究全秘书处亦没在民族

服饰博物馆。2001年民族服

饰博物馆曾被嘲家教委臀为

“拿旧高校中。流的博物馆”，

2003年荣获北京市政府颁发

的“酋都比族团结进步先进

单化”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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