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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
次仁罗宗

（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纪念馆，西藏 拉萨 850000）

摘要：博物馆是社会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肩负着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任务和使命。随着我

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博物馆应该对自身的任务和使命有一个充分、全面

的认知，将自身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向人民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民人文素养，为构建和谐社会奠

定坚实的基础。对此，本文就博物馆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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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

富的优秀精神和品格，有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

物的博爱精神，每日三省吾身的思辨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理

想追求，以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价值观念，这些

精神和品质共同凝聚成华夏民族精神，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

融入华夏儿女的血液之中，渗透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华民

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实基础。

2011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

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 号），其中将建设华夏文明，

创新传承区域作为五大发展战略之一。又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2011）中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这一系列政府文件的制定，为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和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方向。

作为当代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肩负着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和任务，利用馆中的优秀文化藏品，通

过展示、宣传的技术，能够向广大人民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精神需求，使他们积极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提升全体人民的人文素养和综合品

质，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博物馆事业与文化发展之间相辅相成

博物馆中收藏着大量的文物作品，这些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并且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这些资源的价值

将会进一步增加。从某些方面来讲，博物馆是承受全社会的委托，

将人类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优秀文物进行保护，并尽可能地将其传

递给后代的社会服务机构。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绵延的，呈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科学

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今天，完成这一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过程的

重要机构之一就是博物馆。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走入博物馆去

鉴赏同一件展品，往往会得到不同的体验，这种体验和认知一个

不断加深和强化的过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也正是在这一

个过程中进行的。可以讲，除却先天因素影响，从人类诞生那天

开始，就开始从先辈那里学习和集成历史文化知识，并且经过自

身的生活实践，对这些历史文化知识进行改造和创新，最终将发

展后的新的历史文化再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以便于他们适应

未来的学习和发展，如此循环往复。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

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将来，文化传承和发展

这一过程永远无法终结。同时，在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就处在

历史长河之中，我们自身的足迹终将会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一部

分，丰富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与那个时代的人民。

这种内容丰富、文化鲜明、种类繁多的博物馆的作用在当今社会

愈发凸显，与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之间形成相辅相成、协同发展

的关系。

二、博物馆在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一）宏观上：重数量，轻质量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得到明显地提升，与此同时，

我国公共文化建设领域也得到广泛地改善。博物馆建设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并且已经跻身世界博物馆大国行列。经过数据调查

发现，我国境内博物馆数量已经超过 4500 家。但在此过程中也存

在一些问题，我们的博物馆在发挥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方面有种

力不从心的感觉，尽管建立了很多博物馆，但是一些基层博物馆

的实力并不强，其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作用相对有限。同时，

全国范围内，还有 1000 多个县并没有建立综合博物馆；有超过一

半的农村青少年并未充分享受到博物馆提供的文化服务，这些问

题的存在将是我们未来努力的重要方向，而这一过程也是我国从

博物馆大国向着博物馆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二）微观上：简单模仿，缺少创新

当前，各个博物馆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种类各异的展览活

动，看似丰富多彩，实则形式单一缺少创新和特色、例如，部分

博物馆都热衷于针对未成年人的开设展览活动，而缺少针对成年

人的社会展览活动。同时，部分博物馆在开展活动时往往并未与

其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融合，导致其人文教育作用无法有效凸显，

同时也无法将其特色充分发挥出来。这些最终导致无法激发人们

的参与兴趣，博物馆社会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三）人员发展上；定位不清，特色不显

人才是当前的第一资源。我国想要从博物馆大国顺利转型为

博物馆强国，必须加强人才资源的储备工作，不仅需要数量巨大

的从业人员，同时在质量方面也要提升要求和标准。近些年来，

我国经济实力显著体现，社会文化建设大步前行，博物馆数量呈

现爆炸式增长。在此背景下，博物馆从业人员数量以及质量不足

的问题更加凸显。对此，有必要加强博物馆人才培养工作，只有

通过不断地培训、教育和学习，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我国才能够顺利完成转型目标。

三、博物馆在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优势

（一）人民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人们对精神、文化方面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文化需求的不

断满足，不仅有利于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

实现全面发展，同时还能够调动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力，形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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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确保社会均衡发展，为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博物馆

近些年来获得蓬勃的发展。在数量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博

物馆的数量在 300 座左右，截至 2014 年，博物馆的数量已经超过

4500 座。我国博物馆当前处在发展的黄金阶段。并且这种趋势正

在不断加强；同时，博物馆的发展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关

注和重视，博物馆数量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在质量方面，博

物馆也有了显著的提升，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标准的博物馆，并

且博物馆的类型变得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备，层次更加分明。

（二）丰富的馆藏资源奠定了文化创新发展的基础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

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是我国的文

化大省，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它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

地之一。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三千年的时间一直

将河南作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中国八大古有一半都在河南。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首都，近代 500 年的时间都是中国历史、文化、

政治的中心。这些城市有着大量的博物馆，保存着大量的历史古董。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文化旅游、文创产品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呈现出蓬勃的发

展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创新发展。

（三）社会高速发展提升了博物馆行业文化创新需求

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不仅仅促进了博物馆的发

展，同时也刺激了相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当前，人们的审美

观念和文化素质不断提升，对文化产品的鉴赏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对文创产品的设计、文化内涵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将博物

馆的特色凸显出来，更好地将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呈现出来，激发

观众的鉴赏兴趣，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已经成为当前博物馆

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博物馆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就不断

地推动文化发展和创新。

（四）科技发展为博物馆文化创新发展拓展了途径

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新技术、新理念层出不穷。科技

正在不断地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人们的

生活质量。从互联网、微信，从数字化技术到虚拟展馆，这些新

技术、新产品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将博物馆的社

会教育作用更加凸显出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民。同时在科技高

速发展的背景下，也为博物馆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多重发展新路

径。

四、博物馆在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过程中的实践路径

（一）以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为出发点，继承和弘扬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

当前，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各个国家的距离被极大地拉近。

多元文化浪潮正在影响着各个国家。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

我国必须做好准备工作，确保中华文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大力

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必然。作为社会文化服务

机构，博物馆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文化宣传和教育作用，开展多

种类型的活动，引导人民参观博物馆，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了

解我们祖先的生活，帮助人们明确“今天”“明天”的发展方向。

作为中华文化宣传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有必要以爱国精神和

民族精神为出发点，将“爱国之情”“民族之魂”借助文化传承

和创新发展之“手”注入博物馆事业之中。在观众鉴赏文物的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强化他们的文化认知。通过将

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文物呈现给观众，使他们

形成敢于拼搏、与时俱进、爱党敬业的品质，帮助观众树立强大

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文

化助力，这也是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深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

文化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促进和支撑作用。我们的祖

先经过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形成了

以中原地区为首的中原文明，同时，各个地方也积累了大量的文

化资源，形成了中原文化兼容并蓄，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特征。

对此，各个地区应该对本地文化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加

大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推动地方文化的创新发展。我们要充分利

用博物馆的作用和优势，以文博工作为有效抓手，深入挖掘、保护、

宣传地方历史文化资源，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

识地方文化特色，强化他们的认知，从而使他们更加震撼于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帮助他们树立文化自豪感。

（三）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提升博物馆自身综合实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博物馆的发展。科

学研究为博物馆不断提升自身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作人

员应该通过科学研究不断地强化自身的认识，深入地区文化研究，

同时这也为博物馆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将研究

出来的新技术运用在博物馆之中，能够有效地推动其发展，为观

众提供更加丰富的观赏体验和精神享受，激发他们的参观兴趣，

将博物馆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四）做好文化交流和互动工作，扩大文化影响力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必须通过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开展文化传

播工作，以此强化人民的认知，拓宽他们的视野，从而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知，使他们形成强烈的文化自豪感

和使命感。孤芳自赏必然造成无法发展，最终只能走向死亡。对此，

博物馆应该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互动工作，以此打通文化发展的

脉络，扩大文化影响力，实现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交流

过程中，对文化输出方来讲，不仅能够扩大文化影响力，同时还

能够促进更多的群众在文化比较过程中了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从而促进文化发展。对于引进文化方来讲，通过这种方式，使当

地民众拓宽视野，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从而加深对中华文化的

理解和认知，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

也帮助双方积累大量的经验，这也为后续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五、结束语

总之，在新时期，博物馆是人类社会传承文化的重要结构。

在新时期，博物馆应该遵循文化的发展规律，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将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为人民提供更加优质文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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