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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建设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
影响机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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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
的功能越来越强，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大舞台上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之
一。本文从博物馆建设的角度探讨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了博物馆有助于巩固民
族意识和凝聚力，增强民族认同感; 提高国家精神文明，增强文化竞争力;保护区域文化和特
色，提升区域经济软实力的论点。进一步论证了博物馆建设应该“以人为核心”深入吸引观
众，扩大社会影响力;强化博物馆的公共教育职能，构建大众终身学习的场所;建立博物馆区
域战略合作关系，积极促进社会和谐;拓展博物馆旅游业，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利用大众传媒
手段等机制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博物馆;文化影响力;影响机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 J0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

提出软实力①的概念后，如何提升国家软实力及其综

合国力成为了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

之一。国家软实力包括政治制度力、外交力和文化软

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指精神文化对本国人民的凝聚

力、动员力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国际社会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的合称。②由于文化软实力的特殊性，它较

其他软实力具有无形的、非强制性的、人性化的、持久

性的和渗透性的特征，是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并进行

广泛传播，被他者普遍认同、被别人接受的文化形态。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国家软实力

和国际地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西方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还

相对弱小，远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因

此，建设与中国大国地位和影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

力，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紧迫任务。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专

著、论文颇多，一部分文献从研究我国软实力本身的

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势等入手。王淑娟等( 2009 ) 指

出文化软实力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

力、文化传统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文化的传播渗透力

与辐射力、文化的创新能力与发展活力。张志勇等

( 2011) 提出了文化软实力在实现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与作用，以及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与机

遇。熊正德( 2011) 分析探讨我国文化软实力总体发

展趋势及各省域文化软实力发展水平对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作用。林琳( 2011 ) 分析了美国文化输出和文

化影响方式，包括好莱坞大片、经济输出、信息输入、
吸引世界精英和语言优势等。另外一部分文献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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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专业的角度去研究如何提升软实力。陶建杰

( 2009)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探讨了传媒与城市

软实力的关系，提出了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媒介策

略。陶荣兵等( 2009) 分析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提升了国家凝聚力，提高了公民素质，促进了文化软

实力的提升。李天宝( 2010 ) 提出了在国家交往中利

用儒家思想来发展外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谭成才

等( 2011) 分析了好莱坞电影多元化的取材、运用高

科技和利用科学的营销等模式提升了美国文化软实

力。王巨川( 2011) 等论述了戏曲影视产业化转型对

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等。冯海波( 2011 ) 分析

了上海世博会对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影响。
综观已有文献，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关于如何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法和途径比较丰富，但从博物

馆建设的角度来谈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相对较少。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美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

的国家积极发展博物馆事业，形成了国家文化发展的

新力量，并对国家文化软实力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力和

影响力。我国历史文明悠久，博物馆作为展示我国历

史文明的载体，在宣传国家文化、构建国家形象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理应成为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力量。近几年来，我国博物馆建设进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了新时期以来一个强

势的文化现象，因此，加强博物馆建设对保护区域文

化、巩固民族意识、提高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作用，对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博物馆建设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理论分析及国外的经验

博物馆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的类

型和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自然和人文遗产的各个方

面，它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

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6 年杨成志在《现代博物

馆学》一文曾经说到:“一国的文野，视乎其文化程度

的发达与否，惟其文化的真精神，全恃博物院代为表

现。故欧美各先进国莫不视博物馆为文化宝库、科学

的大本营、教育的实验场、宣传的集团军、专家的资料

库。其政府既目此为国家元气，其人民复籍此求知识

源泉，诚有以也。”③这段话将博物馆在一国的地位描

述得淋漓尽致。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着相互促

进、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 巩固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增强民族认同感

在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诸多文化形态中，由于

博物馆具有知识多样性、视听形象性、影响广泛性的

特征，被认为是“无形”而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结构

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的立体广告和通道。通过博物

馆对文化的传播，将一国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渗透

给民众，这种非强制的精神牵引力所造成的文化向心

力，能够强化本国国民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

和民族认同感。从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历程看，利用博

物馆进行历史文化、民族传统与爱国主义教育，几乎

成为所有文明国家的共同举措，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

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众所周知，美国的经济

文化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一直在世界发展中居于领

先地位，这与博物馆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有很大的关

系。据统计，全美约有 1． 75 万家博物馆，每年参观者

达 8． 65 亿人次，日均超过 230 万人次。④根据美国博

物馆联盟的一项机构调查显示，有 87% 的回答者信

任博物馆，有 67%的回答者信任书本，只有 50% 的回

答者表示相信电视新闻。⑤因此，美国博物馆被视为

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和最值得信赖的器物信息资源之

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的文化意识和民族意

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近代意义博物馆的国

家，博物馆在大众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

影响了英国国民还影响了欧美其他国家，并通过其殖

民地过程影响了世界。在德国，总人口 8000 多万却

拥有各类博物馆 6000 余个，而每年参观各类博物馆

的人次却多达 1 亿。⑥ 博物馆对德国历史遗存的保

护，对德意志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民众的民族

意识启迪，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二) 提高国家精神文明，增强文化竞争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博物馆越来越成为城

市居民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

休闲娱乐和进行终身教育的场所。博物馆对文化的

影响力往往从人的视觉感性入手，逐渐向理想渗透，

在长期的影响下形成对人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有

力感召和再次塑造，使人们在得到精神享受的同时促

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对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和国家精神

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博物馆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

展现和同外民族文化的交流，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并

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文化，能够将它国的国民争取为本

国的精神追随者，进而影响它国的行为目标，使之成

为现实的国际支持力量，从而增强本民族文化的竞争

力。博物馆 在 美 国 已 经 被 誉 为 社 会 的“道 德 储 存

库”，仅仅是美国的美术博物馆每年都会吸引约一亿

人次的参观者。⑦据《华盛顿邮报》称，当代美国的博

物馆已经成为“新的城市广场”，举办从爵士音乐会

到教育研讨会的各种活动，把各种不同的人聚集到一

起，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中心，也是其文化中心、教育中

心、学术中心，还是休闲中心和娱乐中心。在英国，博

物馆已经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化体验场

所，大多数英国博物馆引导孩子们从小零距离地观察

名画、触摸化石、探索文物，这些经历是他们一生中宝

贵的财富，对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升所起的作用非常

明显。在德国，参观博物馆已成为德国人一项自觉的

活动，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据统计，德国有

90%以上的人参观过各类博物馆。⑧难怪德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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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的主席曾自豪地宣称德国人对博物馆的喜爱程

度已经超过了足球，参观博物馆已成了德国民众的最

大爱好，这对国家精神文明的影响非常大。
( 三) 保护和传承区域文化和特色，提升区域经

济软实力

博物馆作为现代城市文化功能区，不仅保护和传

承了城市历史文化，并且宣传了所在区域特色以及所

属国家形象。“一个城市若没有博物馆，将会是一个

穷的城市”。⑨ 法国巴黎的卢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

馆，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下属的博物馆群，纽约的自然

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著名的博物馆作为一

个地域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单位和现代城市的公共基

础设施，不仅使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而且通过艺

术形式把这些遗产进行陈列，使它们的内涵得到阐释

和升华，变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产品，奉献给广大

市民和游客，合理利用文物发展了旅游服务业，间接

的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而提升区域文化软实

力。据《英国旅游研究》统计，英国博物馆等文化机

构每年为英国带来约 10 亿英镑的旅游收入。⑩另外，

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美术馆给当地的经济带来

的效益已成为众多机构研究的课题，哈佛大学称其为

“古根海姆效应”，它证明了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

所独有的价值和潜能，文化同样能够产生巨大的张力

和综合效应。法国也是世界上博物馆最多、馆藏最丰

富的国家之一，共有 7000 多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每

年吸引着数以千万的游客参观，给法国带来数亿欧元

的财政收入。瑏瑡国土面积只有 4． 15 万平方公里的荷兰，

其人口数量只相当于北京常住人口数量，但是遍及全

国各地的各类博物馆有 1000 多所。瑏瑢据报道，虽然由于

近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荷兰的许多文化场所都“关门修

缮”，博物馆却依然是好年景，虽然国外的游客减少，但

更多的荷兰人愿意掏钱参观博物馆。
综上所述，博物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经济的综

合体，对社会存在着难以量化的无形效益，对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明显。很多发达国家非

常重视博物馆在综合国力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积极采

取各种措施构建双赢互惠的发展模式，扩大博物馆对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三、我国博物馆建设的历史流变与现状:

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了吗?

我国的博物馆仅有百年历史，和欧洲几百年发展

的博物馆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最早出现的

公共博物馆是 1868 年法国传教士韩德( Heudu) 在上

海开办的“徐家汇博物馆”。瑏瑣1905 年张謇自费创建了

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 馆“南 通 博 物

苑”。中华民国成立后陆续修建了很多博物馆，如

1925 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1933 年成立的南京中央

博物馆筹备处，1935 年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等。

建国后，我国博物馆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国博

物馆数量大幅增加至 200 多所，瑏瑤其中 20 世纪 50 年

代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

历史博物馆三大馆的建立，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初步走

向繁荣发展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事业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全国各地迅速建立了许

多不同 类 型 的 博 物 馆，仅 文 物 系 统 的 博 物 馆 就 由

1978 年的 349 座发展到 2006 年的 1500 多所，加上其

他各类的博物馆已有 2300 多所，瑏瑥博物馆越来越成

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标志。2004 年我国国家统计局

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中博物馆被列在

了文化产业的核心层。2008 年，我国国家文物局把

博物馆免费开放作为一项主要工作，特别强调博物馆

在增强在我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2011
年，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 3415 座，年增博物馆 395
座，其中免费开放博物馆总数达到 1840 座，年接待观

众 5． 2 亿人次。瑏瑦我国博物馆发展历程虽短，但却以

非常快的步伐走向了社会大众，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素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
从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地位及作用来看，

在 1978 年到 1990 之间，我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群
众艺术及文化馆快速增长，这正是广大公众对文化生

活需求的体现。然而 1995 之后，随着博物馆的功能

拓展，特别是它的休闲娱乐功能的不断加强，博物馆

的数量增幅却超过了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及文化馆

的增幅，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可

见，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重要

的目标，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

视，这给博物馆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

是，和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发展相比，我国

除少数几个经济发达城市拥有优秀的博物馆，大多数

的中小城市和城镇都没有博物馆或没有真正意义上

博物馆，博物馆对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度还比较弱

小，归纳起来有主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博物馆人均拥有量严重不足，区域发展不均

衡。
我国东部地区比较发达，拥有良好的经济文化基

础，因此博物馆建设几乎在各方面都处于中国的领先

地位，许多大型的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馆、首都博物馆、
中国科学技术馆、上海博物馆等都出自这个区域。相

反，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开发和发展滞后，

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仍显不足，尤其是西部博物馆发

展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从人均拥有机构数来看，

2000 年我国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 1． 098 座，2009 年

每百万人也只拥有 1． 671 座。瑏瑧据《世界博物馆》一书

统计美国博物馆 2000 年博物馆数已达 6617 座，是中

国的 4． 75 倍，而当年的人口数还不到中国的 1 /4，每

百万人拥有机构数是中国的 19 倍。瑏瑨可见，虽然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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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博物馆人均拥有量远

低于发达国家，在满足人民的精神文明需求方面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是博物馆自身独立性不强，资金不足，人才匮

乏。
我国博物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

来的，早期的博物馆由政府部门领导和管理，形成了

对政府强烈的依赖性，而与社会建立的合作较少，社

会动员机制显得十分脆弱，使得博物馆整体发展滞

后。政府虽然近年来对博物馆拨款的数额从绝对值

上有很大的提高，但在相对值上却并未有所提高，从

2000 年到 2009 年十年间我国博物馆事业财政补助

占政府全部支出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0． 5‰左右，虽然

2008、2009 年两年有所提高，其增幅也是在 0． 1‰左

右。瑏瑩我国博物馆长期处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致使

大部分博物馆基础设施落后，陈列内容陈旧，博物馆

不得不在维持博物馆的生存和运转上投入更多力量，

而对博物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却无暇顾及，因

此很难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服务功能。多

数博物馆在专业管理人才上也非常匮乏，统计数据显

示，2008 年全国博物馆从业人员共 51587 人，其中，

具有专业资质的人员仅 1181 人，占总人数的 2． 2%，

具有文博和工程系列职称的人员有 15656 人，占总人

数的 30． 3%。瑐瑠这种人力资源的配置状态对维持博物

馆的正常运转已比较困难，更谈不上博物馆自身的快

速发展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三是博物馆缺乏区域性合作，博物馆对外宣传力

和影响力较弱。
我国一级博物馆共有 83 座，如上海博物馆、南京

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重庆三峡博物馆、首都博物馆、
河南省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大型博

物馆，虽然各自整体水平相对较高，但还只是一个个

分散的“点”，还没有形成跨地区、行业和层级的局域

性或全国性的博物馆网络。像故宫博物院、兵马俑博

物馆等作为区域旅游吸引物而产生影响的博物馆数

量不足总量的 10%。瑐瑡虽然也有一些博物馆在不同程

度上与社区建立了联系，如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海

社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社区教育模式，强调

扩大图书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在一定层次上推动

了博物馆与社会的结合。但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博物

馆还只是被动地与学校、旅行社等进行简单的互动活

动，如展览的讲解、博物馆的宣传、临时展览的举办、
科普读物的出版等，大多限于博物馆所在社区或城

市，也多为被动的接受需求行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力比较弱。多数博物馆与观众的沟通与交流少，公众

参观博物馆感到乏味，对博物馆没有太大的兴趣，这

种形势对于博物馆实现价值、传播文化而言都是很大

的伤害。另外，大部分的博物馆缺乏现代数字媒体的

传播，对外界的宣传力和影响力甚微。
四是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尚未发挥。
早在 1880 年，美国学者詹金斯在其《博物馆之功

能》一书中明确指出，博物馆应成为普通人的教育场

所。西方几乎每个博物馆为普通观众都采取不同的

艺术教育方式，而我国博物馆长期以来把重心放在藏

品维护、研究和展示等功能上，忽视了公共教育这一

重要功能。直到 20 世纪末，一些博物馆才逐渐在教

育推广方面倾注力量，如上海博物馆尝试把自编的进

修课程《博物馆概论》、《文化中国》、《文物学概论》
放到了上海市教委建的教师进修网上，并与相关部门

协商设置了学分。瑐瑢这些教育措施的采取初有效果但

不能持续影响，并且这种现象在国内仍是凤毛麟角。
目前大多数博物馆的教育部门设置不规范，且名称不

统一，有宣教部、群工部、社教部、展教部、公共教育等

多种称谓，这些教育部门归结起来都只是简单地负责

接待、讲解和对外宣传等几个方面的工作，没有把教

育作为博物馆必备的工作职责之一。这表明我国博

物馆公共教育尚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更好地利用博物

馆藏品拓展公共教育服务，忽视了博物馆教育职能对

大众素质及国家精神文明的影响力。

四、推动博物馆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博物馆对一个民族精神的塑造，对国民整体素质

的提高等是不容置疑的，对促进地方经济和提升文化

软实力是至关重要的。推动博物馆文化建设，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创建我国博物馆精神食粮，使其在大众生

活中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和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 一) “以人为核心”深入吸引民众，扩大社会影

响力

随着社会大众精神文明需求的日益增强，博物馆

的发展不能再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扶持生存下去，博物

馆事业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为社会公众服务

的，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社会公众的关心、支持和广

泛的参与，国外许多实践经验证明社会公众参与博物

馆事业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博物馆的面貌。社会公众

参与博物馆的活动方式虽有不同，但其性质都是为了

支持、帮助博物馆发展，扩大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
博物馆应该主动走向社会，除开接待自发前来的观众

外，通过“博物馆之友”、“博物馆会员”和“博物馆志

愿人员”等方式作为联系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纽

带，积极吸引更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阶段的人

群走进博物馆，与博物馆建立持久的联系，参与到博

物馆的研究、展示、宣传、教育等服务中来，对博物馆

进行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支援。在美国，正是一批

“不支薪的职员”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着许多小型博物

馆的日常工作，据统计，他们已提供了 205 亿小时的

服务，创造了约合 1760 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瑐瑣 法国

2005 年发起的“博物馆之夜”活动，到今年参观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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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翻了一番，范围也扩展到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

家。瑐瑤因此，博物馆要真正做到社会化，必须“以人为

核心”把“人”放到与“藏品”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民

众的需要提供服务和产品，增强博物馆的公共服务意

识，扩大博物馆对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 二) 强化博物馆的公共教育职能，构建大众终

身学习的场所

博物馆是本国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性的象征，是启

发民智的社会教育场所。美国博协首席执行官小爱

德华·埃博认为: “博物馆第一重要的是教育，事实

上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服务的基石。”瑐瑥陈梦家先生

早在 1946 年即已观察到“在美国每到一地即可以博

物院之情形判其教育文化之高下”。我国博物馆应

该致力于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民生化，从幼童至青少年

时期开始培养对博物馆的兴趣和参与习惯，在中小学

的基础教育中加入博物馆的学习课程，利用博物馆制

定配合学校的教育项目，提高中小学生的鉴赏能力、
动手能力; 对大学生提供专业性的讲解，为他门从事

相关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方便; 为专业学者开放库房，

提供文 物、资 料，供 其 观 摩、学 习 和 鉴 赏 等。早 在

2001 年，全美国有 100 多万教育工作者在其课堂上

使用了史密森尼博物学院编印的教育资料，数百万从

学龄前儿童到高中生均从中受益。瑐瑦如今，有 88% 的

美国博物馆提供“K － 12”( 即“从幼儿到少年”) 教育

项目，70%的博物馆在过去年中增加了面向学校、教
师和学生的服务，典型的博物馆每年为学生提供 100
至 233 小时的辅导服务，保守估计，全美博物馆每年

共为学生提供 390 万小时的服务。瑐瑧因此，将博物馆

纳入全民教育体系，通过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改善教

育结构，补充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环境，构建大众终身

学习的场所。
( 三) 建立博物馆区域战略合作关系，积极促进

社会和谐

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服务机构，通过与不同区域建

立伙伴合作的关系，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之

间彼此交流的一个平台，培育平等、包容、合作、阳光

的价值观，营造和谐社会氛围，并以其独有的文化魅

力形成文化生产力和软实力。我国博物馆建设应该

大力推动博物馆的区域战略合作，以各区域的文化特

点为基础，持续性的识别出不同区域所显示出的新的

需求，并不断响应和满足那些需求，提高区域精神文

明，促进社会和谐; 建立博物馆之间的联动体系，促进

博物馆在藏品保管、维护方面互助联动，更好的继承

和保护优秀文化遗产，保持和丰富区域特性; 促进博

物馆之间在展览、科研、服务、宣传、教育等方面取长

补短，不断开发区域的发展资源。一个由 50 多座法

国博物馆组成的“影像博物馆协会”成为了法国现当

代艺术博物馆的联合体，主要成员包括了法国国立现

代历史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巴黎市和各大区的现

当代艺术博物馆。该协会为各成员提供了专业的藏

品管理软件的建议，并建立了包含有 21 万件藏品和

10 万张图片的统一的藏品数据库和对外网站。瑐瑨通过

这种博物馆联合，各会员馆的专业人员可以根据权限

规定通过网络及数据库查找相应的资料，为博物馆研

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了区域资

源。国际上不乏这样的成功案例，如普罗旺斯蓝色海

岸大区博物馆馆长协会、美国的博物馆之友等都值得

我国学习和借鉴。
( 四) 拓展博物馆旅游业，塑造城市文化品牌

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城市

乃至国家的名片和标志，许多地区以参观博物馆作为

带动旅游产业、振兴地方经济的方式之一，在打造现

代城市文化，树立城市形象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因此，博物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是展现

当地旅游资源精华的场所，是构成旅游者来访的根本

性需求，对旅游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些统计表

明，相当比例的旅游者在抵达目的地后立即就想参观

当地的某些博物馆。根据美国旅游业协会 ( TIA )

1998 年统计，有 53% 的美国成年游客在抵达目的地

后就开始筹划自己的活动，26%的游客打算立即访问

一家当地的博物馆。瑐瑩因此，在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

将博物馆同文化旅游、城市旅游等结合在一起，加强

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

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外来旅游者参观，以本土的记忆推

动全球化的文化记忆，传承和创新城市历史文化，塑

造城市文化品牌。著名作家乔雨曾提出了将八达岭

景区建设成为一个集游览观光、文化展示、学术研究、
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博物馆式

风景名胜区”的新思路。2009 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

主题就是“博物馆与旅游”，可见，博物馆对于旅游来

说，是一个不断在拓展的领域，博物馆与旅游业结合

是新时期城市人文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繁荣的

重要标志，它将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成为主要的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才刚刚起步，一切

还都在探索之中，但是国外博物馆成功的尝试己经使

我们认识到了博物馆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威力。
2012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处于变革世界中的

博物馆( Museums in a changing world) : 新挑战、新启

示”，这一主题代表了这样一种认知，即博物馆正面

临着如何生存和发展于一个变动性日益增强的世界

的课题。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博物馆将面对更多的

挑战，博物馆建设应该考虑到自身各个方面发展的因

素，克服困难，不断拓展，适应新时代社会与公众的多

样化要求，构建并实施全方位的文化软实力战略。另

一方面，这也预示着我国博物馆将迎来更大的机遇，

博物馆建设应该积极抓住各种发展机遇，不断提高全

社会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全面推进

博物馆建设，通过其教育功能和民主的方式在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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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发展，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 责任编辑:武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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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Construction and its Impact upon Promoting the Influential
System of National Soft Cultural Power

YANG Ming
( School of Art and Communi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Museu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ohesion，strengthening nation-
al sense of identity，promoting nation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enhancing cultural competitiveness，protecting regional
culture，and promoting the soft power of regional economy． Therefore，the museum construction will help a lot to pro-
mote national soft cultural power．
Key Words: Cultural Construction; Soft Cultural Power; Museum; Cultural Influentia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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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s＇World and Character and Morals: Discussion Centered with Xu Beihong
WANG Han － wei

( School of Fine Art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

Abstract: Composed by mission，consciousness and ideal，artists＇ character and morals include imagination，critical
spirit，missionary consciousness，and feelings to face up with real life． Elegant taste，sublime sense makes up the
character and morals of Xu Beihong． Character and morals of Xu Beihong and other artists display the most appealing
aspect of artists＇ world．
Key Words: Artist; Character and Morals; Xu Bei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