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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最早的高校博物馆之一，其首要目的是服务于通州师范

学校的教学，此外还要为其他学校师生及社会提供服务。张謇主张“渐进”式建馆、全面征集藏品，且要

做好维护工作，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些建馆思想对于解决目前高校博物馆在建设和运营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拥有世界一流高校博物馆是建设“双一流”大学的有力推手，对

此，高校博物馆应有明确的定位和宗旨目标，首要服务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创新宣传方式，充分整合

可用资源，为公众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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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座由国人独立

创办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中国博物

馆事业之先河，距今已有一百一十余年历史。当

时张謇的博物馆建设思想借鉴了日本、西欧的博

物馆建设经验，对今天的博物馆事业发展也有很

大的启发意义。

一、南通博物苑的性质

南通博物苑不仅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也是最早的学校博物馆之一［1］。宋伯胤先生指出：

“在开创南通博物苑之初，张謇确实是想把它办

成像英国牛津大学附属的爱希摩尔博物馆和日

本东京艺术大学附设的教育博物馆一样，是一座

属于民立南通师范学校的博物馆。因此，严格地

说，张謇创建的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

一所博物馆；而且是第一所学校博物馆。”［2］有学

者称其为“学校类博物馆”［3］。

更确切地说，南通博物苑是我国最早的高校

博物馆之一。如果追溯我国高校博物馆的历史，

隶属于“民立通州师范学校”（1953 年更名为“南

通师范学校”）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第一座高

校博物馆［4］。也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博物馆的

产生，最早由大学博物馆而来。张謇创办了南通

师范学校后，又建立起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学博物

馆——南通博物苑。”［5］“在我国高校博物馆出现

较晚，最早是南通博物苑，主要为南通师范学校

教学服务，所以具有高校博物馆的性质。”［6］南通

博物苑是第一所高校博物馆［7］，并且是一种馆校

合一的高校博物馆［8］。

二、张謇的博物馆建设思想

（一）博物馆建设的教育思想

1.为通州师范学校的教学服务

“通州师范学校既设之四年，州人协谋更兴

中学。下走念博物馆不备，物理之学无所取证。”［9］

因此，张謇营建南通博物苑最主要的目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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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教授博物之须有所征也”［10］，因为“授博物课

仅恃动植矿之图画，不足以引起兴味，国文、历史

课仅恃书籍讲解，不足以徵事物图”［11］，所以他

“搜集中外动植矿工之物，乡里金石、先辈文笔，

资我学子察识物理”［12］，也“为学子增广闻见”［13］。

2.设苑为教育

张謇认为，“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

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

物苑”［14］，博物馆可“使莘莘学子，得有所观摩研究

以辅益于学校”［15］，除了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各

校，凡讲关于动植矿物，常由教师率往参观，因之，

人多称为‘南通各校专设之标本室’也”［16］。

3.开启民智，服务社会

南通博物苑的教育对象并非局限于学生，而

且还面向广大社会民众，是公众教育馆。“就南通

人民程度而言，欲期教育之普及，须先从社会教

育入手，方足以收大效。如博物苑、图书馆……皆

属于社会教育范围以内。”［17］博物苑的设立也“为

地方人民广农业上之知识”［18］。

除此之外，南通博物苑还注重为社会服务：

一是预报天气，二是出售桑叶、种子、秧苗等。

（二）博物馆建设的经营管理思想

1.“渐进”式建馆

张謇认为博物馆的建设应遵循“渐进”式思

想。因为博物馆建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一项

复杂的工作，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给博物馆的

发展带来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

南通博物苑建立之初，1906年只建立了南馆

（陈列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和中馆（始称

测候所），后于 1911年建立了北馆，1914年建立了

东馆，并于 1914 年将中馆改建成金石碑帖陈列

室，将测候所迁至农校。经过十年的艰苦经营，南

通博物苑初具规模，各类建筑 62 间，园林设施 7
座，各类文物、标本展品共计2973号。

2.私人出资建设运营博物苑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张謇主张博物馆

应由政府主导建立，同时也不反对个人创建博物

馆，他的思想也从开始的理想化逐渐变得更加理

性。对于博物馆建设和资金运营的问题，张謇也

从一开始的主张政府出资变成利用私人资金进

行建设。他曾说过：“南通各种文化事业，向由私

人经营，绝不仰给于政府，亦不募捐于他处，更不

受军阀之牵制。”［19］由于博物苑建设运营完全靠

私人资助，资金方面会有所不足，张謇认为可以

通过设立文化发展基金来获得资金支持。

3.建设“园馆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张謇对博物苑建筑的规划和建设作了详细

考虑，其建筑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此外，布

局合理也是张謇对博物馆建筑较为看重的一点。

张謇主张打破传统的博物馆建筑布局，将室内和

户外结合起来，把南通博物苑建设成一座由中国

古代园囿风格与西方博物馆理念相融合的“园馆

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4.全面性的藏品征集方针

藏品征集也是博物馆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张謇对此非常重视。他主张通过多种方式来积累

藏品，例如捐献、购买等。在藏品的种类方面，张

謇表现出了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坚持全面

性的藏品征集方针，不为收藏而收藏。张謇不仅

重视原物搜集，还重视拓片、模型等非原物资料

的收集，并为博物苑制定了一系列文物征集工作

方针［20］。

5.博物苑发展的可持续性

张謇深知创业难但守业更难。博物馆是文物

标本收藏、研究和宣传教育的机构，如何保护好这

些文化遗产并使其传承下去是个难题。为此，他从

博物苑创办之时就开始思考对策。首先，张謇希望

来博物苑参观的人能够爱护公物，“愿来观者，各

发大心，保存公益若私家物，无损无阙”［21］；其次，

张謇又拟定《博物苑观览简章》来进一步规范观众

的行为。此外，他还于 1912年编印了《南通博物苑

品目》，将南通博物苑的文物总账印刷出版，公布

于众，使全社会都能了解博物苑的藏品。

三、我国高校博物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高校博物馆的现状

21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博物馆建设的脚步越

来越快。2011 年，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发布《关于

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以充分发

挥高校博物馆在科教兴国、学习型社会和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22］。2012 年，全国高校

博物馆育人联盟在上海成立，以统筹整合全国高

校的博物馆资源，全面发挥高校博物馆的文化特

色与育人功能［23］。2014 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博物

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的段勇表示，在省级文物部

门注册的大学博物馆有 160 多家，而实际数量则

在200家以上，规模不小，数量不少，很有潜力［24］。

2015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5］，2017
年 1 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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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暂行）》［26］，均要求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促使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

强国转变。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世界一流水平

的教授，更重要的还要有支持教授培养人才、进

行科学研究的一流的软环境。在一流大学的建设

过程中，建立文献数量庞大的图书馆、设施先进

的实验室、藏品丰富的博物馆显得尤为重要。高

校博物馆收藏着蕴含丰富历史文化的藏品，有助

于提升高校学术研究水平，进而活化高校的教

育，并向社会传播高校文化理念。尽管拥有世界

一流大学博物馆是建设“双一流”的有力推手，但

是目前高校博物馆在实际建设、发展中仍存在很

多问题。

（二）我国高校博物馆存在的问题

1.定位及宗旨不明确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博物馆定位不准确，且

没有明确的宗旨，不清楚自己博物馆的性质。绝

大多数高校博物馆的定位是为高校的教学和科

研服务，一些高校甚至也将此作为其唯一的定

位。高校博物馆的定位应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

学生的定位，即对内——高校博物馆应是一座教

学型博物馆，是服务于校内相关学科科研人员及

学生的科研教学型基地；二是对社会公众的定

位，即对外——高校博物馆应是一个面向广大中

小学生及其他社会观众的科普教育型基地。这两

者的目标是不同的。

2.缺乏宣传策略

我国高校博物馆不重视自我宣传，不为社会

公众所知，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普遍不高，甚至在

学校内部的影响也明显不足，“养在深闺人未

识”。高校博物馆一般因坐落于校园深处或隐没

在学校教学楼群之中而相对封闭，大多难以寻

找，且长期疏于开拓社会资源，使得观众寥落，利

用率也不高。另外，高校博物馆在校内的知晓率

也不均衡，主要以关联性强的专业学科的学生为

主，展览多带封闭性，利用率不高。一些高校博物

馆常年门可罗雀，甚至有的在校师生都不知本校

博物馆的存在。而且很多高校博物馆展品较为单

一，展览长久不更新、陈列破旧。展览既没有自己

的特色，也缺少创新性。除了基本陈列，没有配套

的教育活动等，无法吸引更多观众。

3.资源分散

高校博物馆的资源分散于各个院系，很多学

校生物系有生物标本室，医学系有医学标本室

等，尚未进行有效整合。另外，目前绝大部分高校

博物馆的藏品基本都是原有藏品，新入藏品不

多。大部分高校没有将藏品搜集范围扩展至校内

各个学科专业，也没有意识到随着办学规模的扩

大，藏品的资源应不再局限于某一传统学科或专

业之内。相对于社会上的其他类型博物馆，高校

博物馆的资金筹集方式受到不少限制，藏品来源

渠道也比较单一，如果不能充分挖掘和调动其本

身资源，那就很难持续发展。

四、张謇的建馆思想对高校博物馆的启示

鉴于目前我国高校博物馆中存在的上述问

题，张謇建立南通博物苑的一些建馆思想可以带

给我们很多启发，可促使我们更好地建设和发展

高校博物馆，进一步发挥高校博物馆的作用和价

值。

（一）定位准确

高校博物馆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宗旨目

标。在这一方面，张謇在建立南通博物苑时就定位

明确。他提出建馆的定位应是双面向的，即一是

“为本校师范生备物理上之实验”，二是“为地方人

民广农业上之知识”，并“出其所藏公于国人”［27］。

南通博物苑对校内学生来说是一个教学实习基

地，对校外人员来说则是一个科普基地。

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为例，其对内

支持、提升浙江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并通过对艺

术品原作的收藏、教学、研究与展览，通过与浙江

大学不同学科师生的合作，来提升浙江大学师生

的美学素养、视觉能力并培养批判性思维。对外，

其收藏、展览与教育项目皆与社会公众分享，通

过具体项目的开展，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其活动，

通过借展、研讨会与学术出版等与本地、全国乃

至全世界公众共享其资源［28］。该馆为艺术史专业

的学生提供形象化的学习资料，将艺术的学习从

平面化突破到立体化，从书本化突破到实物化。

又如，复旦大学博物馆除了正常对公众开放外，

一直是其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本科生的重要实习

基地。教师依托该馆开展实践性教学，让学生一

条龙式地学习并参与藏品修复、藏品管理、展览

策划、展览制作、讲解词撰写、设计教育活动等，

使学生在博物馆实践中深入理解课本知识。

高校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就是其科教性，也就

是教学、科研、科普。首先，高校博物馆的每件藏

品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展品就是课堂教学

的生动教材。英国大学博物馆组织（University Mu⁃
seums Group）和苏格兰大学博物馆组织（U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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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s in Scotland）联合发表的《影响及参与：21
世纪大学博物馆》（Impact and Engagement：Uni⁃
versity museums for the 21st century）称英格兰和苏

格兰大学中的商学、法学、医学、室内设计、教育

学、语言学和计算机学等多种学科中总计有超过

700门课程要求学生们从博物馆的物品中学习相

关内容。而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
don，UCL）艺术博物馆（UCL Art Museum）的藏品

被用作英语、地理学、科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学资

源。在对伦敦大学学院一系列学科的调查中，67%
的学生认为基于实物的学习（object-based lear⁃
ning）比听演讲或者听课更有效［29］。北京服装学院

民族服饰博物馆“积极开展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

设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探索实践，从传统服饰

的文化研究、设计研究、技艺传习等角度，深入开

拓博物馆藏品研究与教学实践、设计实践相结合

的新思路，使博物馆馆藏的研究价值得到充分利

用，并使博物馆切实发挥其作为科研实践基地与

服务教学的作用”［30］。

其次，高校博物馆还可以设立研究部门，因

为博物馆藏品本身就具有科研价值，其科研成果

可以直接转化成科普展示内容。高校博物馆在科

研领域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是进行科学研究

的有力阵地，也是发表、宣传科研成果的重要平

台。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除了为本

校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提供标本观摩

外，还是考古科研成果的传播阵地。该馆常年系

统展出中国考古学教学标本，定期举办临时展览

展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重要科研成果。2004
年，为了进一步了解早期秦文化的历史，填补学

术界有关早期秦文化的空白，由甘肃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综

合考古部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组成的

早期秦文化课题组，在国家文物局和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早期秦文化的探索。十年之

后，课题组计划将考古科研成果展示给公众，第

一站就选择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

馆举办“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

果展”，展览并未按照时间、地域等传统方式展

开，而偏重于从考古学研究角度厘清 20世纪三四

十年代学界对秦人、秦文化“东来说”“西来说”的

争论，展示了课题组对于“秦与戎的关系”的最新

科研成果。此外，博物馆还配合展览进行其他学

术科研活动，如举办“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

群考古特展”时，北京大学举办了“早期文明的对

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

讨会。会议邀请了对两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

域、中国、玛雅五个早期文明有深入研究的顶级

考古学家参加，这不仅是世界考古学的一次盛

会，也展示了中国考古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

权。

另外，高校博物馆要充分发挥博物馆教育和

高校教育的双重职能。但高校博物馆的建设发展

不可操之过急，应学习张謇“渐进”式建馆思想，

在选址、建筑风格、藏品来源、资金来源等各个方

面都要逐步推进。只有奠定了这些基础，才能进

一步考虑如何扩大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如何能

长远发展等问题。

（二）多途径宣传并走近公众

高校博物馆的宣传应该更加灵活，更具有创

新性。为了打破长久以来的封闭性，高校博物馆

要立足校园，从博物馆的选址到建筑形式都要符

合整个校园建筑和文化的风格，就像张謇将南通

博物苑建成“园馆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一样。同

时，高校博物馆还要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高

校博物馆往往是“被宣传”，很少主动进行自我宣

传。这就需要高校博物馆打破窠臼，利用现代媒

体多渠道发布信息，让校园以及社会知晓其存

在。

高校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不局限于校内师生，

应惠及广大公众。高校作为文化的殿堂，在把中

华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

历史进程中无疑承担着重要使命；且高校博物馆

作为大学的文化融合体，在向大众传播文化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高校博物馆在继承了以往

特点的基础上，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点：服务

目标由校园师生扩展为广大公众；定位从校园的

小区域到社区，如今朝着跨区域甚至国际性的方

向发展，积极进行校际或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社会角色也从校园文化的宣传者逐步发展为周

边社区、所在城市、所属国家的文化承载者和传

播者。高校博物馆可以主动走向社区，举办各种

临时展览，为社会大众开展博物馆活动，将高深

的博物馆知识通俗化和大众化。张謇在南通博物

苑建立后，就主动组织邀请附近学校的中小学生

参观，同时在报纸上刊登报道，面向社会进行宣

传，所以当时的南通博物苑观众如云。高校博物

馆可以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依据馆藏文物的特

色，设计众多面向家庭、儿童和成人的展览和教

育活动，为社会公众的学习提供帮助，这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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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辅助高校的教学和学科建设，也能充分实现

其社会教育的功能。高校博物馆要积极地创造条

件，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同时开展各

种进社区活动。

（三）充分整合可用资源

以往的高校博物馆多是有关某一学科的专

题博物馆，隶属于相关的院系，而今天则应该打

破学科壁垒，成为综合性博物馆，为全校各学科

的师生学习自然和人文知识提供有力帮助。高校

博物馆的地位应从某个院系的附属单位提升为

独立的一级单位，摆脱院系束缚，使分散于各院

系的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实现优势互补。另外，还

可以设立理事会等单独的专业博物馆管理运营

团队。以我国西北大学博物馆为例，在博物馆建

立之前，学校有生物、考古、地质等多个标本室，

存在资源整合不足的问题；新成立的西北大学博

物馆整合了几个标本室，设有生物、历史、地球、

校史四个分馆。博物馆藏品种类丰富，包括地质、

生物、考古文物、书画艺术品等各类珍贵文物和

标本以及西北大学校史资料等，具有文化遗产收

藏、保护、教育、研究等功能，并为教学科研和社

会公众提供服务。

要充分整合可用资源，也可以建立高校博物

馆群。台湾大学自创校以来，为满足研究、教学所

需，校内各系所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广泛搜集各类

独特、珍贵且丰富的文献史料、标本与藏品，并设

立标本、文物陈列等馆室。但由于过度分散未能充

分利用，未能有效地发挥社会教育功能。2007年台

湾大学以“博物馆群”的合作发展模式进行资源整

合，改善各馆室整体典藏、展示、推广环境，从而在

既有的支持研究、教学的功能之外，进一步发挥社

会服务与教育功能。现阶段台湾大学博物馆群共

设有校史馆、人类学博物馆、地质标本馆、物理文

物厅、昆虫标本馆、台湾大学农业陈列馆、植物标

本馆、动物博物馆、档案馆及医学人文博物馆等十

处馆室。分散于校园各处的博物馆群成员馆，除仍

与原所属系所学术教研活动紧密联系外，更对社

区民众与社会大众开放，让更多人感受藏品的知

性之美［31］。

五、结语

张謇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高校博物馆，其建设

思想即使在今天都极具领先意识，对目前我国高

校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回

顾历史、指导现在、启迪未来，我国的高校博物馆

有更为广阔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将在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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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an’s Museum Thoughts and University Museums of Today
HUANG Yang1 ZHAO Luo2

(1.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2. Shanghai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The Nantong Museum founded by Zhang Jian is one of the earliest university museums in
China. It aimed to primarily assist the teaching at Tongzhou Normal School, and to serve teachers and stu⁃
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as well as society. Zhang Jian advocated a“gradual”construction of the museum
and a comprehensive acquisition of collections. He also emphasiz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collections
and maintenance of the facilit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 His museum thoughts are
helpful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that today’s university museums are facing. Having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museum i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y. University museums shall
have a clearly set orientation and mission to primarily serve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ies
they are affiliated with, adopt innovative ways for publicizing, and integrate available resources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museum construction；Zhang Jian; Nantong Museum; school education; university museums;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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