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N
WH

致而立的《东南文化》专题：《东南文化》创刊30周年纪念

2015年，《东南文化》30周岁了。

回顾办刊之初，南京博物院前辈学人们秉持“学术者乃天下公器”的原则，遵循“提倡科学研究，

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建院宗旨，确立了办好一流学术期刊的工作目

标，确定了中国东南地区地域文化的研究方向，明确了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艺术学等

众多学科为刊稿范围。其中考古资料的发布和考古学研究一直是重点栏目；博物馆学栏目也长期延

续，但用稿篇幅略小；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吴越文化专栏一直备受关注，稍后则有楚文化等。2009年，

为了适应文化遗产保护新学科的兴起，并强化南京博物院的科学研究和公众服务，《东南文化》在用

稿方向和办刊特色上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设置了《遗产保护理论》和《清溪新语》栏目，使刊物内容

涵盖文化遗产从探索发现、保护利用到社会服务的全过程，与原有的考古学、博物馆学鼎足而立，形

成了学术理论研究与资料发布并重的新特色，并将地域范围从中国东南部扩展至东亚。

30年来，《东南文化》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博工作同步快速发展的形势，积极探索、与时俱进，

注重专栏设计、彰显自身特色，聚焦学术热点、引领学科发展，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教育交融贯通，为文

博领域的学科发展和业务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加强自身建设，完善了收稿、审稿、编校、出版

等各项工作流程，实施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制度，稿件质量和杂志质量稳步提升。创刊以来荣获多项

荣誉称号，如“江苏省双十佳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等，入选“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等。

《东南文化》的 30年历程，既反映了学术期刊的进步，见证了南京博物院学术研究的提升，也体现

了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今天的《东南文化》，将在更加文明进步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发挥“探索地域

文明、保护文化遗产、引领学科发展、培养专业人才”的重大作用，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引领

学科发展。而这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东南文化》的目标和宗旨，它涵盖了文化遗产的探索发现、保护

利用以及科学研究、展览展示、服务公众等诸方面。“探索发现”，指考古发掘要着重探索地域文明，特

别是文明史上文化缺环的研究，如早期文明的探索、吴文化的深入研究、东亚文化的交流与文明的传

播等。“保护利用”既要坚持“保护为主”、“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又要充分发挥文化遗产服务社会、服

务公众的职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科学研究”要有更明确的工作目标，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有相互

关联的文物的征集、研究，注重其收藏和展示的相互结合；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地思考让博物馆典藏

更好地服务更多的社会大众。“展览展示”是将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服务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弘扬

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场所，展示的是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之美。“服务公众”是体现文化遗产价

值的重要内容，是体现文化均等性和文化公平的重要载体，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让更多观众领略

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享受精心周到的文化服务。在此基础上，还要探索文化遗产领域诸学科如考古

学、博物馆学、民族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文物保护学、文化遗产学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探索学科发

展对文博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努力提升文博行业的整体水平；要有目标地培养专业人才特别是青

年人才；要组织更多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交往，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有效推动学科和事业向前发展。

年届而立的《东南文化》，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应有更大的创造力，更明确的学术方向，更先进

的传播技术，这是新形势下的新要求。适应事业发展需求的增刊，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网站等新媒体推

送，都在考验着《东南文化》，但同时也为《东南文化》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祝贺而立之年的《东南文化》，并祝贺相伴发展的江苏文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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