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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单打冠军奖杯等都在其中。

城市博物馆

位于南通中心城区东南濠河畔，与南通博物苑隔

河相望。占地约$%&万平方米，分东西两馆。东馆以两

幢近代建筑为主体，通过整修建成近代第一城展览

馆，主要陈列中国近代第一城相关史料；西馆以新建

建筑为载体，为城市规划展示馆（新建建筑总面积

$’(#万平方米）。东西两馆之间为体现中国近代第一

城主题的纪念广场；河畔是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娱

乐的景观型和城市生活型广场。

风筝博物馆

南通是中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哨口风筝全国独

有，放飞时发出不同的音响，宛如雄壮的“空中交响

乐”。风筝博物馆坐落在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年#月开馆。这是一座袖珍型的博物馆，面积仅(""多

平方米。南通展厅的正中央，摆放一只“大团结鹞”，

左、右侧摆放着两只庞大的“七星鹞”，分别是“诚信

鹞”和“学习鹞”。参观者可通过看、听、摸、做等多项感

触，领悟风筝文化、风筝艺术。

（责任编辑 张兴亚）

一、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南通诞生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是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

中产生的。$)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

中国国门，西方的博物馆开始被介绍到中国。随着中

国和西方往来的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或留

学的日益增多。他们通过实地参观，对各国博物馆有

了亲身感受。$)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中，创建博物馆成

为洋务、维新人士的主张。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上

述主张和办法未能实现。

在此时期，一些西方人已将博物馆带到中国。

$*+*年$月，法国传教士韩德在上海创办徐家汇博物

院。$*&,年(月，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办上海

博物院。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博物馆。

$)"$年$月，内外交困的清廷宣布“新政”，设立博物

馆已成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年我国自

办的一所完整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诞生，开

始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篇章。

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在南通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

然。它的创办人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

謇。$)"(年，张謇赴日本参观大坂博览会，在参观博

览会各展馆的同时，也关注着东京帝国博览馆等博

物馆的建设和运作。回国后，他积极倡导创办博物

馆，$)"#年分别向张之洞和学部递交了《上南皮相国

请 京 师 建 设 帝 国 博 览 馆 议 》、《上 学 部 请 设 博 览 馆

议》。他建议仿效东京帝室博览馆，在京师建立国家

博物馆，然后“可渐推行于各行省，而府而州而县”。

也许是张謇等人的奏请效果，$)"+年，清朝政府将博

物馆事业纳入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然而设立

国家博物馆的建议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这时张謇已

率先从其家乡做起，以其个人的财力在通州师范学

校以西，购地移冢，平土筑垣，兴建了南通博物苑。与

此前有关建立自然科技类博物馆设想不同，张謇已

经认识到博物馆的收藏和保护历史遗产的基本功能

重要作用为“觇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因此他

重视了对“文物典章”、“吉金乐石”的搜集、陈列、保

护和研究。可以认为，张謇是中国第一个全面了解和

真正认识博物馆的人。

南通博物苑的建立，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开风气

之先，对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年，京师乐善园（今北京动物园）辟为农商部农事试

验所，陈列自然标本，开放。$)"*年，泰安创设教育博

物馆，两江总督端方在北京海王村创办陶斋博物馆。

二、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的开创和在南通的实践

聚珍苏北·黄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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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謇上书提请设立博物馆，在其《上南皮

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

议》等奏议中，充分论述了博物馆的宗旨和意义，从对

国家博物馆的筹建到地方博物馆的规划，对博物馆的

具体工作如馆址选择、博物馆管理、文物标本的征集、

保藏、陈列、讲解，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自己较为

完整的博物馆理论体系。同时在建设南通博物苑的具

体实践中，张謇进一步探索和丰富着自己的博物馆理

论。张謇是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学理论家，是中国博物

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关于博物馆的性质、功能、特点和作用，张謇认

为：$、博物馆是社会文化机构，博物馆是收藏、展示自

然历史遗产的公共机构，是“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

世界”、“图地方人民知识之增进”的“实现之处所”。博

物馆可以“觇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博物馆

是国家的文物保护的机构，针对当时我国文物大量流

失的情况，张謇反复强调建立博物馆的紧迫性。&、博

物馆是科学研究、辅助学校教育的机构，同时是利用

实物进行研究和教育的机构。张謇在开办通州师范学

校之后看到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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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征事

物”。博物馆的作用“凡以为学于斯者，睹器而识其名，

考文而知其物，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而昭然近列于

耳目之前。”它的作用是普通学校的课堂教育所无法

代替的。

在南通博物苑的建设过程中，张謇亲自指导。拟

订藏品征集启事，广泛搜集中外动植矿物标本、乡里

金石文物、先贤遗文，并亲自设计陈列柜架，制定《博

物苑观览简章》，形成了切合实际的博物馆工作方针。

对选址、藏品的征集、陈列展览、保管和研究、博物馆

教育、博物馆管理等，张謇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张謇将征集到的所有历史文物及动植矿物标本

在中馆、南馆、北馆&座主要建筑中陈列出来，充分发

挥藏品的作用。一些大型文物如石刻、铁佛、铜鼎、铁

炮等陈列在南馆、中馆室外周围。加上种植的花木、驯

养的兽禽，使室内陈列与室外展示、标本陈列与活体

养殖种植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教

育。他还在多处建造假山水池、亭阁馆榭等各种园林

设施，配以匾额、楹联，把传统园林、苑囿的特色溶入

博物馆建设之中，使博物馆拥有更优雅的环境和浓郁

的文化氛围。这就是其定名为“博物苑”的原因。人们

在这里参观、游览、休息，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性

情，得到美的享受，最终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南

通博物苑的这种独特的展示和教育手法，使其成为极

赋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教育场所。

张謇的博物馆理论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参考了

外国博物馆的有益经验而形成的，同时又在南通博物

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阐发。张

謇的开创性经验是中国博物馆学的可贵财富，他的博

物馆理论无疑是科学的和超前的，即使在当代对我国

博物馆的建设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南通对近现代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推动和影响

张謇曾说：“南通昔一州耳，奚足以言博物而苑而

自大？”然而正是这“一邑之中一大苑”的建立开始了

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张謇的博物馆理论和南通

博物苑实践经验的总结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学。不仅如

此，南通、张謇对于中国近现代博物馆事业还有着诸

多重要贡献和影响。

$%$&年，张謇怀抱建立国家博物馆的夙愿，向民

国政府提出了《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画条议》，对国

家博物馆的设立提出了设想和建议。文中特别指出北

京的皇家宫殿苑囿必须开放，用于成立国家博物馆、

图书馆。张謇建议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由“奉天清宫及

热河避暑山庄”、“加以宁寿、慈宁两宫及各库”的宫庭

所藏文物组成。如张謇所愿，$%$’年，民国政府内政部

接收奉天、热河两地，清廷行宫文物运至故宫武英殿、

文华殿等处，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故宫走出了开放的

第一步；$%$(年教育部将$%$!年筹建于国子监旧址的

!赵明远

南通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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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故宫前部，以午门城楼及两翼亭

楼作为陈列室，门下东西朝房作为办公室，两廊朝房

和端门城楼作为储藏室。$%!#年$"月$"日，故宫博物

院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古物陈列

所、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和开放是否与张謇的《条议》有

直接的关系，但张謇的先见之明符合国家的利益、民

众的愿望，符合博物馆的发展需求，因此能够得到逐

步实现。

南通博物苑得到了众多社会名流的支持和关注。

收藏家端方先后捐赠给南通博物苑的文物达&"余件，

在《南通博物苑品目》中还可以看到赵尔巽、刘世珩、

沈云沛、沈尹默、黄炎培、欧阳予倩等社会名流的捐

赠。$%!"年前后，南通博物苑的发展达到鼎盛，已成为

全国的模范，中外来宾纷至沓来。$%!"年#月，由张謇、

黄炎培发起的江苏自治组织“苏社”在南通召开了成

立大会，$!"名中外代表参观博物苑并合影留念；’月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来通，张謇在博物苑设宴款待；

$%!!年中国科学社年会在南通召开，梁启超、马相伯、

杨杏佛、丁文江、推士、胡敦复、竺可桢、陶行知等学界

名流假座博物苑开会⋯⋯

!"世纪("年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出现了一个发

展高峰。这个高峰的到来，一方面受("年代世界博物

馆运动的影响，一方面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科学

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关。一批大型博物馆纷纷建馆，到

$%(’年已发展到&&个。$%(#年中国博物馆协会诞生，

发行了会报，刊印了丛书，并于$%(’年举行年会，讨论

学术、规划事业。博物馆业务相当活跃，甚至多次出国

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然而此时南通的博物馆事业在张

謇逝世后已走向衰落，以后较长时间没有得到新兴中

的中国博物馆学界的关注。

$%)%年新中国成立，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博物馆事业已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此时南通博物

苑开创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很快

被政府文博事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所认识和推崇。

$%)%年*月$&日，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大公报》发

表了题为《谈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博物馆》，首次明确指

出了南通博物苑的首创地位。$%#’年，国家文化部召

开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国家文化部副部长、

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博

物馆事业的历史并不太久。最早的公共博物馆，除了

帝国主义者们在沿海地区所办的几个之外，要算是张

謇他们办的南通博物苑了。$%*"年，国家文物局在成

都召开中国博物馆学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一致认为：

“中国人自己办的博物馆是$%"#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

物苑，我们把它称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博物

馆。”以后，《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博

物馆志》、《中国博物馆学》等权威著作，进一步研究和

阐述了张謇的科学理论和南通的伟大实践，张謇和南

通博物苑已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

四、当代南通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贡献

$%&(年!月，在南通市中心的人防工地上挖出一

件青瓷皮囊壶，成为博物苑“文革”后期恢复业务工作

后的第一件入藏品。后来这件瓷器被专家们鉴定为一

级文物。此事表明经历了“文革”浩劫的南通人并没有

丧失文物保护的意识。

$%&%年，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筹备工作会议在南

通召开，推动了南通一批有特色专题博物馆的建立，

如纺织博物馆、给水技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等，此后

陆续新建了沈寿艺术馆、蓝印花布艺术馆、民间艺术

馆、海门民俗博物馆等一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

工艺类博物馆。南通博物馆的地域分布合理，南通市

区作为区域中心拥有$#家，海安(家，如皋!家，通州$
家，海门!家，如东和启东已有建立博物馆的规划。市

区每#万市民拥有一座博物馆，在国内属领先。南通的

博物馆门类丰富，专业特色明显，投资多元。目前有综

合博物馆(座，行业专题博物馆%座，民间工艺与艺术

类&座，纪念馆)座。其中民办博物馆’家。拥有馆藏文

物#万件。“博物苑”和依托于有关博物馆的“沈绣”、

“蓝印花布”等馆成为南通响亮的文化品牌。

当年的南通博物苑把现代博物馆形式和传统园

林苑囿艺术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规划，使中国的博物馆

事业在其创始阶段就被赋予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

代精神。当代的纺织博物馆对室内和室外陈列、动态

和静态结合的设计，曾代表了*"年代专业技术博物馆

最新发展。而珠算博物馆、蓝印花布艺术馆、给水技术

博物馆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着南通博物馆的这种馆

园一体、重视环境、动态表演与静态展示结合、室内陈

列与室外复原结合的整体风格，形成了南通博物馆的

鲜明特征。

南通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祥地，博物馆文化是

南通城市文化中最具影响、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南

通的博物馆建设对挖掘地方人文资源，打造南通文化

品牌，提升南通市的整体形象，必将发挥其独特的作

用。

（责任编辑 张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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