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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社论

高等教育行业经历了纷扰与

混乱的一年
Andrew Simpson, Marta Lourenço / 文

骏仁 / 译

2020 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爆发，整个社会陷

入纷扰与混乱，成为历史性的“分水岭”。疫情暴露了全球化供应链的各

种系统性问题，众多企业倒闭，很多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高等教育机构

等诸多社会性组织也面临生存挑战。在这些纷扰与混乱的背后，是全球政

治环境日益紧张，经济实力错综变化，社会不平等问题愈发普遍且加剧，

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导致全球生存危机，以至于很多人开始担心人类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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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行业同样面临各种威胁和挑战。许多

地方的大学被迫直接转向远程在线教学。考虑到近距离接触的传染威胁，

这项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得不取消所有课程项目。当然，在学术

界都开始转向商业化且无休止追求财务可行性的 21 世纪，这并不是一个

切实可行的选择。由于疫情导致的紧急状况，留给学校转到线上教学模式

的时间非常有限。有人认为，是疫情迫使高等教育行业加快面对本以为可

以缓慢解决的问题，以至于有人说这个行业在几个月内完成之前需要用

10 年才能解决的事情（ANDERSON 2020）。突然之间，很多几乎没有

线上教学经验的教师都被要求调整教程，开发新的教学方法，以应对学生

需求的变化。

除了对教学产生显著的影响外，疫情的影响也蔓延到研究领域，包括

实验室工作受到限制，数字化应用和开展虚拟合作的需求提升。对于大学

博物馆而言，在藏品实物展示受限的情况下，需要为研究人员和普通观众

提供数字访问的方式，作为公众参观实体展示空间的替代方案。至少在应

付这些挑战方面，大学与非大学博物馆之间并没有很大区别。当然，可以

预期的是，由于不同高等教育馆藏机构的资源和开发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

并非所有大学博物馆和馆藏机构都能在疫情爆发时提供数字访问。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作为大学博物馆和藏品领域的专

业协会，也面临着突然改变做法的挑战。较早让我们意识到存在的问题，

是无法按照原计划在悉尼大学新建的周泽荣博物馆（Chau Chak Wing 

Museum）举行 2020 年度会议（SIMPSON & ELLIS 2019）。鉴于社会、

经济方面的种种限制，以及无法预知国际旅行何时能恢复正常，我们不得

不取消了原定的会议。2020 年 11 月 18 日面向公众开放的周泽荣博物馆

是悉尼大学一座新建的博物馆和全新的文化场馆，汇聚了多种学科的不同

收藏。在被迫取消会议的时候，筹备工作已经非常详尽，我们也已收到并

正在审核大量精彩的提案。这是我们第一次取消年度会议，但愿也是最后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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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会议的主题，是回顾与反思 UMAC 作为国际博协下属的专业委

员会在过去 20 年间走过的历程，同时畅想未来。我们希望通过会议探讨

以下的具体问题：博物馆及其藏品能否代表当今大学机构的 DNA 基因？

当今的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能否成为高等教育文化生产的核心驱动力？大

学的领导者是否将博物馆和收藏事业视为大学的核心业务？高等教育领域

的博物馆及其收藏工作是一门新兴的专业吗？从事收藏工作的大学工作人

员，现在是否被全球专业博物馆领域视为业内人士？

针对上述问题，全球的大学、博物馆以及收藏方面的专业人员给予了

热烈回应，我们从 30 个国家收到了 130 份回复。虽然新冠病毒疫情让人

们无法面对面交流，但我们希望通过这份《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让大

家看到前述的大部分内容，本刊目前正在公开征稿，并争取各类文献检索

系统的认可（LOURENÇO et al. 2017, SIMPSON et al. 2019）。本期内

容包括不同的文献来源，其中有的是原本将在悉尼会议上交流的，有的源

于早些时候即 2019 年日本京都和东京召开会议时的论文，还有一些来自

我们的业界同行。

随着隔离和居家办公成为 2020 年上半年的全球常态，人们无法进入

工作场所，UMAC 的所有业务也不得不改为线上模式。通过“居家的大学

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s from Home）项目，处于新常态的人们能

够通过我们的网站分享经验。尤其是讨论如何应对居家工作、保持联系和

维护团结的挑战。来自世界各地的回复很有意思，有人提出新的环境戏剧

性地改变了工作时间，还有很多人提到所在大学目前如何开发混合形式的

远程教学，以及在线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未来能在本刊中进一

步探讨相关问题。

对于 UMAC 而言，YouTube 频道也是应对疫情的重要工具之一。我

们利用这一工具首次在线上召开年度大会，会议期间无投票权的成员也可

通过 YouTube 频道观看会议直播，而有投票权的成员则需要利用 zoom

参与会议互动。毫无疑问，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的网络研讨会已

无处不在。为了能提供在线频道更多内容，我们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发起

“封城经验”（Lockdown Lessons）系列网络研讨会。该系列共包含 4

场会议，每场会议都在不同时间重复召开，目的是照顾位于不同时区的大

学博物馆，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全球同业者的参与度。系列研讨会的大部

分内容都是非正式的，其设计宗旨是让同行之间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故事和

经验。

Simpson, Lourenço



Simpson, Lourenço

9 -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封城经验”网络研讨会有 4 个特定主题。主题之一是如何应对重

新开放，具体内容涵盖需要实施的安全措施、部分或全部重新开放，以及

校园的出入管制情况。主题之二是如何重新开放馆藏，为需要学术研究的

所有专业人士提供访问权限。主题之三是数字化转型，主要探讨大学博物

馆已经做好哪些准备，以及应对技术、后勤和内容方面的挑战。系列的最

后一个主题是学生与在线教学，主要探讨在线的实物导向教学面临哪些挑

战？学生如何应对相关变化？在线教学可能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

做好哪些准备？得益于 YouTube 频道，我们制作了所有上述会议的视频

并在线提供会员和非会员免费观看。除前述外，系列网络研讨会的另一项

功能是为聚合资源提供活动中心。

尽管我们已经根据防疫需要，对工作方式和性质进行调整，然而疫情

对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还远不止如此，很多严重的问题

尚未完全浮现。举例来说，一些大学的诸多活动都依赖于留学生的学费，

而没有了国际学生，将对其财务健康产生严重影响（THATCHER et al. 

2020）。可以合理预期的是，随着财政问题日益突出，很多人又会质疑大

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价值，认为并非是大学的核心业务。这其实是个老问

题，早在大约 20 年前，UMAC 的创始人就是因为看到这一问题，才迫切

呼吁同行学会向大学领导宣传藏品的价值（NYKÄNEN 2018）。假如某

些大学真的像预期的那样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大学博物馆可能不得不列

举之前提到过的那些论点，来确保自己在校园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

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得不再次进行本以为已经结束的斗争。另一个令人担忧

的问题是，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有些大学或许可能出售部分艺术类藏品

以获取急需的资金。

受到疫情的影响，许多大学被迫重新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包括大幅

调整课程和快速推进数字学习。为了能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继续生存，不少

大学都选择了裁员，其中包括临时员工和长期员工。有人认为前述举措早

就应该实施，疫情只不过是加速了行动的进程。另外，疫情导致的经济影

响是全球性的，并且可能持续很多年，影响当前乃至未来整整一代的学生。

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AUCEJO et al. 2020）显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13% 的学生延迟毕业，40% 的学生失去就业、实习或其他机会，29% 的

学生调低了自己在 35 岁前的收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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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Schleicher，2016）有一句名言：“我们要让毕业生能够胜

任尚未出现的工作，学会使用尚未发明的技术，有能力解决尚未出现的社

会问题。”现在看来，他的这番话颇具预言性。在疫情面前，已经没人能

预测未来的社会会如何变化，毕业的学生会面临怎样的就业境况。也许在

未来的几年里，整个高等教育行业就会彻底改头换面！当然，也有国家在

利用疫情做文章，以国家需要为名，进一步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

毫无疑问，大学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机构之一。回顾历史可

以发现，很多时候大学需要通过创造性地利用收藏资料来实现自身的目标。

大学总要面对很多看似无解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还往往具有全球普遍性。

纵观历史，这些做法通常也符合大学的核心价值，符合作为知识发现者和

传播者的核心使命。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相互关联的，也是

互为对立的，例如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物种灭绝、人口过剩、人与人的

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公，等等。尽管曾经的社会动荡、战乱和全球性流行

疾病没有摧毁高等教育这一行业，但是当前的种种危机，似乎将会成为有

史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如果说新知识的快速持续开发是高等教育的推动力，那么这一领域的

资料收藏从业者就有责任找到新的方法，用以传播新知识并推动基于实物

的教学法。在每年的 UMAC 奖项获得者中，我们总能看到充分体现前述

创造力的具体实例。要推动面向未来的教学法发展，大学博物馆和收藏机

构需要贡献更多的创新力和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和创新精神也契合当下的

需要，因为我们的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将面临疫情所带来的复杂的全方位

影响。

有人提出，未来的人类必须兼具运用信息、数据和传媒三方面的素养，

以及解决问题和沟通、协作、参与等能力。与以往相比，2020 年我们将

迎来充满着更多不确定性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

从业人员愈加需要相互合作。此外，他们也需要与教育工作者、学生、研

究人员、大学以外的博物馆，以及各种工商业单位展开合作，以便高效地

获得有价值的教学和研究经验。

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作为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从业人员的协会，也许

可以发挥最关键的作用，并为塑造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Simpson, Louren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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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人类学档案：

阿尔弗雷德 • 哈登的托雷斯

海峡群岛古老习俗研究日志
Anita Herle, Jude Philp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在我们大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有大量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

人类学资料，作者大多是早期的田野工作者。一项长期合作项目的目标，

是出版阿尔弗雷德 • 哈登（Alfred Haddon）于 1888 年和 1898 年在托雷

斯海峡群岛（Torres Strait）和新几内亚（New Guinea）东南部进行探险

研究时完成的日志手稿（HERLE and PHILP eds. 2020），揭示哈登研究

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岛民对他记录古老习俗工作的积极贡献。

通过重新活化人类学档案，将能凸显早期人类学藏品在推动学术研究和社

群参与方面所具有的持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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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期，人类学是一门随着殖民扩张而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

早期研究者从田野现场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如今都被存放在大学的档案馆

和博物馆。尽管这些早期工作的指导理论看似已经过时，但近期合作完成

的成果表明，相关的档案和馆藏依然具有深远价值。当年偏向实证的研究

风格以及颇具个人色彩与风格的实地工作经历，都让相关人类学藏品具有

非同一般的价值，包括提供给学者和原有社群加以研究，并作为教学和对

外服务的资源。

出版弗雷德 • 哈登于 1888—1898 年在托雷斯海峡群岛和新几内亚东

南部进行实地研究的日志手稿是一个长期项目，能够凸显早期人类学档案

对于学术研究和社群参与的持久价值（HERLE and PHILP eds. 2020）。

项目目前仍在进行之中，整理者对哈登的事业有着深入了解，同时也拥有

在相关地区工作 20 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对细致的档案资料和针对藏品

的研究。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哈登当年造访过的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族

群的后裔也参与了本项目的工作，并提供了参考性的意见。

哈登在学术界和岛民群体中的知名度，源于他对托雷斯海峡群岛的开

创性探索。作为来自剑桥大学的自然科学家，1888 年哈登前往托雷斯海

峡群岛开展海洋生物学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在这段时间里对人类学等其

他学科产生兴趣。他深入岛民族群，热衷于对当地文化的研究。岛民中的

长者和哈登都感觉到当地的传统信仰和习俗正在受到威胁。为了挽救这些

传统习俗，哈登于 1898 年以剑桥人类学探险队领队的身份回到托雷斯海

峡群岛。探险队的 7 名队员分别来自不同的专业，并且肩负不同的目标，

意味着人类学研究首次全面拓展到包括当地习俗和信仰、生理学、实验心

理学、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在当地有威望的

岛民的帮助下，探险队成功收集到大量信息和资料。哈登的另外两次探索

都包含了针对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人群的比较研究，这也是很重要

的一点。除了档案以外，哈登还收集了各种其他藏品，包括绘画、实物、

实景照片、录音、胶片、动植物标本以及人类遗骸。相关的探险报告（1901—

1935）共分为 6 卷，披露的大量数据至今仍被视为在当地开展研究的基

础性参考资料。对于当地族群的直系后裔和文化传承者来说，这些资料始

终具有极高的价值，除了为当地艺术家提供灵感外，还被广泛用于对当地

岛民习俗和原住民所有权认定的参考依据 （Mabo, 3 June 1992; Torres 

Strait Sea Claim Cases, 2010, 2013）。  

Herle, Philp



14 -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哈登及其探险队的详细记录之所以有着特殊价值，其原因是岛民们曾

经直接且积极地协助他们记录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

哈登喜欢明确指出内容的具体出处，包括在探险报告中逐字引用岛民的话。

他还曾将出版的图书寄到托雷斯海峡群岛，并在当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

讨论。

哈登的日志手稿包括 120 多幅精美的插图，以及他所观察和经历事

件的详细描述。通过一系列的信件，他将日志内容寄给在剑桥的妻子范妮

（Fanny），供其参考和保存。尽管日志内容也涉及哈登感兴趣和参与过

的海洋生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工作，但他的这份手稿主要还是侧重于

19 世纪末有关岛民和邻近巴布亚民众的生活。哈登有意识地研究和记录

了殖民出现以前的信仰和活动的细节，这些信仰和活动似乎正在消失。他

重点关注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记录当地原住民的传统礼仪、歌曲和舞蹈。哈

登的日志专注于当地传统，同时也生动翔实地记录了岛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哈登通过个人的笔触，记录了殖民者、传教士和商人的活动，他的日志也

因此成为反映世界性区域政治和社会状况巨大变化的重要记录。哈登的日

志还充分反映了他在人类学学科形成时期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实

践。凭借在托雷斯海峡群岛所进行的研究，哈登被任命为剑桥大学人类学

的学科带头人。他和探险队的同事威廉 •里弗斯（William Rivers）、查尔斯 •

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一道，成为英国为数不多的第一代受过专

业训练的人类学导师。与同时期的大多数人类学记录不同，哈登在日志中

揭示了信息资料的来源和获取方法，以及与研究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政

治背景。颇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哈登曾与书中提到的岛民进行深入互动，

并同其中很多人逐渐成为能够相互信任的朋友。1888 年与 1898 年日志内

容的显著差异则反映出当地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哈登研究进程的调整

和与当地人关系的变化。通过日志中记述的他与岛民及合作者之间的密切

互动，我们可以看到哈登当年所获得过的帮助、所经历过的挑战，以及他

对研究期望目标所做过的调整。

Herle, Phi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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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陈列室。人们希望剑桥数字图书馆能够整理编目并将这批资料数字化，

但由于其中提及了某些家族先人的个人信息，按照与当地社群的协议，最

终决定先允许原籍家庭和社群查阅日志，作为未来更广泛传播的尝试环节。

2016 年，我们在当地考察期间首次讨论了日志的出版计划。我们

会见了岛民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四大主要岛民社群：马布亚格的戈穆加

尔（Goemulgal on Mabuyag）、 梅 尔 的 梅 雷 姆（Meraim on Mer）、

伊玛的库尔卡尔加尔（Kulkalgal from Iama），以及穆拉拉格的考

拉 雷 格 族（Kaurareg Nation on Muralag） 原 住 民 代 表（aboriginal 

representatives），其中包括当年与哈登合作过人士的直系后裔。我们为

每个社群准备了演示文稿，重点介绍采集于他们所在岛屿的资料。我们的

演示内容受到广泛欢迎并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探讨，但当地人总体还是保

持审慎的态度。他们表示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时间进行考虑，之后才能

图 1 海滩野餐照片。从左至右分别为哈

登（坐者）、帕西（Pasi）、雷（Ray）、

科里巴（Koriba，不确定）、卡诺夫人

（Mrs Canoe）、无名青年和波帕西

（Poi Pasi，蹲者）。摄影：塞利格曼

（Seligmann）或道尔（Dauar）（不确定）, 

托雷斯海峡默里群岛（Murray Islands, 

Torres Strait），1888 年 5 月 14 日。

MAA N.23140

Herle, Philp

对于当代的岛民来说，哈登的著作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记忆。其记录的

细节、出处以及涵盖的范围进一步凸显价值，并且当代岛民有意愿也有能

力利用哈登留下的优秀资源成功解决民族自决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许多托雷斯海峡的岛民亲自造访剑桥大学，参与研究哈登收藏的档案和藏

品（HERLE 2003；PHILP 2018）。1998 年是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人类

学考察 100 周年纪念，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Museum of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y，MAA）为此举办了纪念展览，而托雷斯海峡群岛与剑

桥大学之间的互访与交流在那之后愈发频繁（HERLE and PHILP 1998, 

HERLE and ROUSE eds. 1998）。 博 物 馆

收藏的托雷斯海峡群岛手工艺品也曾在澳大

利亚举办巡展，岛民主导了这些展览的组织

（MOSBY and ROBINSON eds. 1998, PHILP 

2001）。2011 年，博物馆归还给托雷斯海峡群

岛近 1 000 张实地环境的照片和数字副本，并

与当地的文化领袖签署了谅解备忘录（HERLE, 

PHILP and DUDDING 2015）。

虽然哈登的著作和摄影作品流传广泛，他

的个人日志却一直没有走出剑桥大学图书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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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版事宜做出决定。作为潜在的作者和编辑，我们只提出了两项条件：

如果决定出版，那么出版物就必须收录所有的内容材料；并且，一旦出版

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就不能再撤回有关出版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致力于转录日志，并将相关内容的纸本副本

寄给托雷斯海峡的族群和社群代表。双方的沟通时断时续，直至 2017 年

年中，我们终于获得岛民代表一致认可，得以继续推进该项目。鉴于巴布

亚新几内亚及其周边岛屿的互联网连接信号较差，个人电脑的数量不足，

我们认为必须准备好可以随时分发给社群的纸质副本。岛民们则非常支持

我们根据哈登的记述寻找到剑桥，以及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的不同机

构所收藏的他的作品，包括如何才能看到这些藏品的详细说明。另一方面，

岛民也一致反对我们最初提出的让岛民谈论哈登的工作详情以及有关先人

的提议，他们认为这会让项目过于“复杂”和“偏离哈登”，而关于具体

位置和个人的信息具有隐私性，不适合放入正式出版的作品中。

2018 年 10 月，我们返回托雷斯海峡，报告项目的进展和出版计划。

与 2016 年时一样，我们仍然邀请了四大岛民族群的代表来参加小规模的

会议，但其后的演讲则面向更多的岛民。我们针对日记的讨论，主要围绕

当代关注的重点，包括通过更多了解过去，以重振和传习传统文化，在知

识分配的过程中维护文化原则，以及在社群内部和社群之间针对知识、海

洋和土地所有权及其他权利的探讨。我们还向托雷斯海峡地区管理局的理

事会成员正式介绍了我们的出版项目，并且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鉴于可以采用的视觉素材非常多，在与悉尼大学出版社进行协商后，

我们决定使用高质量纸张进行全彩印刷。能够得到出版社的同意并不容

易，因为如今电子图书逐渐成为主流，而印刷品只能按需提供。最终我们

的出版物将包括哈登探访托雷斯海峡和新几内亚期间撰写的所有日志，所

有原始图纸和 200 张相关的实地照片、原住民画作以及部分收藏品的图

像。日志内容附带大量的介绍性说明文字和脚注，这样能让不同背景的读

者迅速了解其中所涉及的不同人物、地点和事件。岛民合作者奈德 • 大卫

（Ned David）〔海洋与陆地委员会（Gur a Baradharaw Kod）主席、托

雷斯海峡岛民区域教育委员会（Torres Strait Islander Regional Education 

Herle, Phi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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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人类学的关键研究方法的时候，哈登设立了哪些研究目标，采取了哪些

实践方法，岛民们曾提供过哪些协助。本研究和出版项目的一项基本目标，

始终是让更多人（尤其是哈登曾经探访过的当地社群）能够看到哈登的日

志。我们获得的外部支持分摊了项目的部分费用，但最为重要的是，这些

资助能让我们向学校、图书馆、原住民社群机构和贡献者免费提供出版物。

对于岛民以及在托雷斯海峡地区（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工作的跨

学科研究人员来说，哈登日志将成为极有价值的资源。正如结语所述“这

些日志将在岛民和其他群体中创造新的故事和历史，而它们真正的价值也

将在这些故事和历史中得以体现”（LUI-CHIVIZHE，2000: 332）。  

安妮塔 •赫尔勒（Anita Herle）和裘德 •菲尔普（Jude Philp）合著的《传

统文化记录：阿尔弗雷德 • 哈登 1898 年和 1888 年在托雷斯海峡群岛和新

几内亚的研究日志》（Recording Kastom: Alfred Haddon’s Journals from 

his Expeditions to the Torres Strait and New Guinea, 1898 and 1888）将

由悉尼大学出版社（网址：sydneyuniversitypress.com.au）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出版。

致谢

作为作者，我们要感谢托雷斯海峡岛民在《传统文化记录》项目的

图 2 与梅里安 • 埃尔德斯（Meriam 

Elders）成员一起探讨哈登的日志和

照片，（左起）塞加 • 帕西（Segar 

Passi）、 布 鲁 斯 • 帕 西（Bruce 

Passi）、裘德 • 菲尔普和罗恩 •B• 戴

（Ron B.Day）。摄影：安妮塔 • 赫尔勒、

梅尔（Mer），托雷斯海峡默里群岛，

2018 年 10 月 29 日

Herle, Philp

Council，TSIREC）主席〕和悉尼

大学历史系的利亚 • 莱亚吕 - 奇维希

（Leah Lui-Chivizhe）分别撰写了前

言和结语。

在全面研究档案、照片、手工艺

品和录音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能够细

致入微地了解 19 世纪末托雷斯海峡

岛民和巴布亚人的生活，以及当年传

教士、殖民代理人和商人对这个地区

产生多大的影响。此外我们更深入地

了解到，当英国人将实地研究视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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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准备过程中所提供的建议、帮助和热情款待。此外我们还要感谢

主编安德鲁 • 辛普森（Andrew Simpson）鼓励我们发表这篇论文，感谢

托雷斯海峡地区管理局 （Torres Strait Regional Authority，TSRA）、

蒙纳士大学原住民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onash Indigenous Studies 

Centre）、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所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AIATSIS）以及哈登家族

（Haddon family）对本出版物的慷慨支持，是他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向

原住民社群图书馆、档案馆和社区中心免费提供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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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如泉涌：新冠疫情期间的

策展与展陈设计
Ann Carew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本文介绍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MIT）基于其设计类藏品的实践式学习（practice-based 

learning），以及我们如何克服疫情的影响坚持开展相关课程。文中重

点介绍了“莱斯 • 梅森：思如泉涌”（Les Mason Mindplay），一个由

大学传媒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设计档案馆（RMIT 

Design Archives）合作实现的具有创新性的有趣的数字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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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设计档案馆（RMIT University’s Design Archives，

RDA）收藏着 20 世纪以来在墨尔本创作的各类设计作品。无论数据还是

实物，设计档案馆的藏品都体现了墨尔本这座设计之城曾经和时下的设计

实践，以及大学在培养设计师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学生们可以利用档

案馆的馆藏学习各种设计流程，涵盖了建筑学、汽车设计、时装和纺织品

设计、家具设计、平面和传媒设计与独立出版、工业和产品设计、室内设计，

以及景观设计等相关专业。今天，随着档案馆所在的大学开始推行基于实

践的学习项目，藏品愈发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档案馆实施的课程包括传播学设计（策展与展陈的传媒设计）、建筑

学（设计中的批判性与策展实践）和工业设计（设计黑客）。在调阅某位

设计师的档案后，学生可以参与合作开发展览、创建展示对象、设计展览

标识，磨炼他们的项目管理技能、设计阐释模式与社交媒体策略。上述课

程通常安排现场实践，场地包括设计档案馆的 Active Archive 和大学的设

计工作室。这些课程对学生有以下帮助：为学生群体提供实践机会；锻炼

档案管理和研究技能；有机会接触到原始素材并与专业设计师会面；能够

与大学的专业人员（例如策展、档案和展览项目的负责人）合作并获得他

们的反馈。对档案馆而言，也能从上述课程中得益：通过创新性的项目和

活动活化馆藏（HAYLOCK 等，2018）；与学生、学术人员、设计师以及

捐助者建立伙伴关系。

在这一学术项目的影响下，诸多专业教师、当代设计师和艺术家开始

关注设计档案馆的收藏。1 本文中，我们将分析一个最近成功提交的针对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项目。自 2017 年以来，我们与设计学院传媒设计硕

士课程的师生合作，共同开展了名为“策展与展陈传媒设计”（Curating 

and Exhibiting Communication Design）的实践性协作课程。课程时长是

一个学期，报名参加的学生可以调阅设计师的档案资料，之后根据研究成

1 2017 年，“Archivia, 2017”，工作室负责人苏茜 • 泽祖拉（Suzie Zezula）和布拉德 • 海洛克（Brad 
Haylock）；2018 年，“拯救地球的宇宙飞船”（Save Spaceship Earth），工作室负责人诺埃尔 •
韦特（Noel Waite）和苏茜 • 泽祖拉；2018 年，“这不是一个展览”（This is not an Exhibition），
工作室负责人齐加 • 特斯腾（Ziga Testen）；2019 年，“驾驶的乐趣”（The Joy of Motoring），
讲师和项目负责人霍普 • 卢姆斯登 • 巴里（Hope Lumsden Barry）；2020 年，“斯蒂特很及时”
（A Stitt In Time），工作室负责人费恩 • 德维（Fayen D’Evie），会议讲座克里斯 • 梅瑟（Chris 
Mether）。Ca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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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提出并执行协作设计项目。以往参加课程的学生提交的成果包括实体展

览和各种相关附属元素，包括导向标识、展品文字解释和指示牌、目录、

社交媒体活动，以及藏品（2019 年更新）观摩。学生偶尔会将档案资料

用于实物展览，但更多时候是重新想象这些资料并用以打造全新的设计

形式。

图 1 “档案馆，2017：策展与展陈传媒设计”，苏茜 •

泽祖拉和布拉德 • 海洛克，工作室负责人，RMIT。学生

根据 RMIT 档案馆外立面设计的邀请函

图 2 传媒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观 RMIT 设计档案馆，2017

年 10 月，安 • 卡鲁（Ann Carew）拍摄 

图 3 档案馆展览开幕日当晚，学生在亚历克斯 • 斯蒂特（Alex Stitt）的肖像前

合影，肖像中包含有链接至 RMIT 设计档案馆在线藏品数据库的二维码，2017

年 10 月，安 • 卡鲁拍摄

Ca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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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项目工作

每个学期档案工作的重点必须在开学之前甚至是前一个学期就确定，

以便档案管理员西蒙尼 • 鲁尔（Simone Rule）能预留出足够的时间准备

馆藏资料以供查阅，并在必要时对藏品资料进行数字化和分类。2019 年底，

在与设计史学家、传媒设计硕士课程负责人诺埃尔 • 韦特（Noel Waite）

博士商议后，我们决定将课程的重点放在艺术总监和平面设计师莱斯 • 梅

森（Les Mason，1924—2009）的档案研究上，因为他曾在澳大利亚开

创了全新的以品牌和包装设计为核心的广告模式。

2020 年 2 月，西蒙尼 • 鲁尔和我一同会见了新任命的讲师费恩 • 德

维（Fayen d’ Evie）博士。德维是一位艺术家、作家、策展人，拥有决策

支持系统和策展实践方向的双博士学位，她曾担任“策展与展陈传媒设计”

课程相关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们与德维的首次会谈主要围绕档案馆的定位

以及如何才能让实体展览更契合我们的建筑构造和机构准则。

2 费恩 • 德维致安 • 卡鲁、西蒙尼 • 鲁尔和诺埃尔 • 韦特的通信， 2020 年 3 月 18 日

图 4 写 真 174，1974/75，RDA

馆藏，亚历克斯和帕迪 • 斯蒂特

（Paddy Stitt） 捐 赠，2010，

0105.2010.0008，封面设计：莱

斯 • 梅森

第一堂课安排在 3 月的第一周，德维带领学生参观了大学的设计

档案馆，近距离欣赏莱斯 • 梅森一生作品的选集。然而由于新冠疫情

的爆发，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到场。有些国际学生由于政府管制而必须

隔离，还有些人则主动选择待在家里，因为他们不希望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或是与他人有任何近距离的接触。

随着新冠疫情影响开始加剧，显然已不再适合采用之前工作室的

团队工作模式来进行实体展览的设计与布展。在这种情况下，德维提

出将课程的重点转向在线展览设计。她指出，有关在线策展的创新与

数字档案展览的设计，我们有很多先例可以借鉴，学生们也将拥有足

够的创意空间。2 我们一起探讨了如何在转到线上后仍然让学生们保

持参与作为课程特色的协作学习和团队合作。至 3 月 23 日，为应对疫情

和保护周围社区的安全，设计档案馆同时对工作人员和观众关闭。再到 3

月 30 日，德维开始在线教授她所有的课程，学生们则需要使用 RMIT 的

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Canvas 来听课

和开展团队工作。

Ca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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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大学设计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能够与学生互动，德维通过

Microsoft Teams 建立了一个群组 Epic Cure，让学生可以在其中分享视频

内容和数字化工作的蓝图。3 大家之前都没有使用过 Microsoft Teams，实

践证明这是很有效的工具，有助于提升个人与团队的参与度，让教师有更

多时间思考学生们的想法并提供书面反馈。

之后的整个学期里还有很多次的跌宕起伏。在传媒设计硕士专业高级

讲师、项目管理员诺埃尔 • 韦特博士看来，我们将可能需要两个学期才能

完成的任务压缩在一个学期里完成了。4 除了要适应在线学习工具和项目

管理的多变性以外，大学的工作人员和学生还需要应对在线课程的新模式，

掌握快速变化的工具。

3 月下旬，学生们向设计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了他们的展览理念。

正如德维所认为的，由于专业人员的参与，让处于新的虚拟环境里的学生

产生了“变得真实”（made it real）的感觉。5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学生

们以设计师的身份分析藏品，对梅森的设计过程、纸料选用、色彩和排版，

以及文字和图像的整合方式一一作了回应。学生们采用了很多有趣的互动

方法，访问者的在线体验是他们首要的考虑因素。学生们尊重莱斯 • 梅森

的设计内容。第一批提交的视频体现了学生对数字展览设计相关的公共和

商业案例开展广泛研究，并且深入探索了莱斯 • 梅森作为艺术家和设计大

师的实践活动。项目的新闻稿也是学生编撰的，叙述了作为美国人、同时

也是澳大利亚人的莱斯 • 梅森在澳大利亚传媒设计领域的地位。

“梅森的作品，极大推动了平面设计师这一职业在澳大利亚的出现与

发展，并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设计工作室的成形，奠定了重要基础……”

“莱斯 • 梅森于 1961 年从美国移民到澳大利亚。他最出名的工作，

应该是 1966 年至 1979 年间为 77 期Epicurean——介绍澳大利亚美食和

葡萄酒文化的双月刊杂志担任设计与创意指导。除此以外，梅森还为A.R.C 

3 费恩 • 德维致安 • 卡鲁，电子邮件，2020 年 3 月 30 日
4 诺埃尔 • 韦特：与安 • 卡鲁、费恩 • 德维和安 • 卡鲁有关于项目回顾的探讨，Microsoft Teams，
2020 年 6 月 12 日
5 费恩 • 德维：与安 • 卡鲁关于项目回顾的探讨，Microsoft Teams，2020 年 6 月 12 日Ca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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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思如泉涌：莱斯 • 梅森”新闻稿，

2020 年 6 月由策展与展陈传媒设计专

业硕士课程学生设计

Weldmesh、The State Bank 等企业设计品牌推广资料，包括海报和宣传

册，其中的图形设计具有不拘一格和兼收并蓄的特点。这些都是通过在线

调研得出的结果。”6

对于设计档案馆来说，如何让学生们访问藏品是一个问题：事实上，

在整个项目期间，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作人员都完全无法前往设计档案馆。

所幸的是，我们选择了一份记录翔实的档案。不过，大家很快就发现在线

展览和网站需要更多的数字资料。西蒙尼 • 鲁尔向大学提出申请，

要求返回校园。学校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前提是他只能在档案馆里

待上一天。

在学生与设计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和制作团队协调员进行第二次

在线互动后，我们获得了与品牌和营销相关的设计蓝图，其中包括

登录页面、故事页面、设计播放和电子商务页面。其中的品牌手册

和标识让人眼前一亮，表明大家的设计理念正在向着一个方向汇聚。

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体现着民主性，即通过讨论甚至投票来进

行选择，例如确定在线商店的产品。到了 5 月，学生们建立了一个

Instagram 账号（@mindplay.lesmason），发布莱斯 • 梅森的原创

设计，以及从中获得灵感而开发的衍生艺术品。在这里，还能看到学生为

设计档案馆前窗设计的概念方案，我们曾希望付诸实现，但由于墨尔本的

第二次封城，我们无法进入校园安装窗户图形。设计档案馆在其官方社交

媒体账户上分享了学生的设计，并通过大学的文化通讯发布了展览讯息。

项目网站 mindplaylesmason.com 于 6 月 1 日上线，之后将持续运

营 12 个月 。网站共分为 4 个版块：“关于我们”（About）、“观点”

（Perspectives）、“思维游戏”（MindGame）和“思如泉涌商店”（Mindplay 

Store）。其中“观点”版块呈现了展览相关内容，栏目标题包括“现代艺术”

（Modern Art）、“艺术总监”（The Art Director）、“从加利福尼亚到

维多利亚”（From California to Victoria）、“墨尔本设计与瑞士风格”

（Melbourne Design & Swiss Style）；“思维游戏”版块是一个设计平台，

观众可以在这里发挥自己的设计天赋，根据莱斯 • 梅森的作品制作邮票和

明信片；“在线商店”版块展示了学生在梅森风格的影响下设计的实物和

Carew 6 费恩 • 德维：与安 • 卡鲁关于项目回顾的探讨，Microsoft Teams，2020 年 6 月 12 日
7 Mindplayles Mason，https://mindplaylesmason.com/（引用时间 2020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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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诸如帆布包、茶巾、海报，以及手机壁纸、可下载字体等数字

产品，这些都是对本项目的创新性补充。

结语

在线商店的销售收益将被用以支持未来传媒设计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

学习项目。在本学期的工作和学习中，学生和工作人员体现了非常出色的

探索精神和创造力，他们在鼓励观众参与互动方面尤为值得称道。正如

德维讲师最近做出的评价，“这群才华横溢的设计专业学生克服各种物质

和情感方面的障碍，在新冠疫情期间坚持攻读硕士学位。面对众多不利情

况，他们展现了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独创性和热情……[A]‘思如泉涌’

项目通过跨越大洲、语言和时区的虚拟协作，实现了数字展览与设计师莱

斯 • 梅森作品和创作经历的结合。”8 项目网站以新颖的当代时尚的形式

展示相关档案。这是 21 世纪的我们，对 20 世纪著名设计师莱斯 • 梅森的

精彩致敬，也是新冠疫情期间克服困难和不确定性，分享藏品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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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HAYLOCK, B., WAITE, N., WARDLE, D. & LAKE-HAMMOND, 

A., 2018, ‘Making public collections more public through design-

led innovation in interpretation and engagement’, Melbourne: RMIT 

University

图 6 “思如泉涌：莱斯 • 梅森”帆布包，

由传媒设计硕士生为“思如泉涌”在线

商店设计并拍摄，2020 年 6 月

图 7 策展与展陈设计学生的“思如

泉涌：莱斯 • 梅森”项目宣传视频，

2020 年 6 月

Carew 8 费恩 • 德维：@muckletimes，instagram 发帖，2020 年 6 月 17 日



27 -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网站

Mindplay: Les Mason: an immersive virtual exhibition. https://

mindplaylesmason.com/ (accessed October 19, 2020).

A Stitt in Time: an exhibition on Alex Stitt. https://www.astittintime.

com/(accessed October 19,2020)

联系方式

Ann Carew, Curatorial Officer, RMIT Design Archives

Address: RMIT Design Archives, RMIT University, GPO Box 2476, 

Melbourne, VIC, 3001

Email: ann.carew2@rmit.edu.au

关键词

University archives, design, practice-based learning, graphic Design, 

Communication Design, COVID-19, curatorial

Carew



28 -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可视化有“生命”的人类

学藏品：重构照片中的

“社会生活”并形成全新

认知
Siti Sarah Ridhuan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本文提出应当将人类学资料超越“藏品”（collection）本身，重新绘制“社

会生活”（social lives）的印迹，作为一种激发新的认知潜力的研究方法。

在人类学田野调查期间拍摄的照片可以作为外推深层信息的视觉切入点，

建构此前因制度流程和实践脱节而丧失的重要情境关系。将人类学藏品重

新定义为“社会性物品”（social objects），可以使之成为“有生命的藏品”

（living collection），并且不断产生满足各原住民社群、机构和学术研究

者需要的知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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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当前针对人类学藏品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其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保存

（SCHULTZ 2014; JONES 2019），但藏品在知识生成方面的潜力往往

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一直以来，机构在对收藏的人类学资料的认知和获取

方式上，关注的总是实物的具体内容而非其本身的时空背景。仅从“收藏”

的角度考虑，经常导致大量重复和相互关联的重要数据被忽视并最终丢失。

以这种基本理论与普遍实践为依据形成的体制，导致各种材料被孤立对待，

无法借由关系情境发现其更多的涵义与内在联系。一直以来，在访问、参

与和合作过程中，这些藏品大多仍静静地躺在过去，而没有发挥出与当今

和未来相关知识生成有关的潜力。

本文简要论证了人类学资料不只是“藏品”，而应根据关系情境重新

绘制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路径 1。以人类学照片作为切入点，我将展示活化

这类资料的知识生成潜能，如何在原住民社群和不断发展的机构之间，从

多个方面满足双方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需求。将人类学藏品视为“社会性

物品”，是借鉴了阿帕杜莱（Appadurai）对文化之间交流的分析，即“对

于正在交换的物品的价值，在认知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APPADURAI 

1986,14）。从这个论点出发，当物品在单一文化内部流通或是在不同文

化之间流通时，依附在物品上的社会性共识也会发生转移。上述转变反映

的是知识的分类和层次结构，这又影响到围绕相关藏品的交流、媒介、翻

译与对话。除了阿帕杜莱的理论方法，科普托夫（Kopytoff，1986）则认为，

利用传记分析模型能有效地解析物品的文化建构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和价

值。将藏品视为拥有生活史和文化传记的社会性物品，能够有效确认其所

反映和再现的意义、价值和用途在语境中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承认价值创

造过程的偶然性，对于相互关系调和的依赖性，强调了收藏者、博物馆，

以及藏品来源社群的参与作用（MORPHY 2020, 9）。最近，各种类型博

物馆都开始采用这种方法，试图从关联的视角理解藏品的历史，并去除其

殖民属性（GOSDEN & KNOWLES 2001；JOY 2009）。

Ridhuan
1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人类学藏品研究。然而，如若将这一方法用于批判性分析其他类型的藏品或是博
物馆藏品，应能进一步拓展整体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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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资料搜集

20 世纪澳大利亚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交织着各种学术话语、体制

实施和政府管理的历史，由此提供了内涵深刻的数据层，有助于将人类学

藏品置于社会生活轨迹的语境中。人类学在澳大利亚成为大学的专业学科，

其强调搜集和分析数据的特定标准。学术研究依赖特定的知识话语体系和

范式，其中关于“有效”（valid）数据（及其搜集方法）的概念，指导搜

集记录资料和数据的相关领域（MORPHY 2020）。社会人类学在知识论

和方法论上的转变，是随着密集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发展起来的。调查期间

研究人员会在社群里长期生活，试图与当地人建立关系并搜集各种形式的

数据（PETERSON, ALLEN & HAMBY 2008）。这些数据包括客观存在

的文化物品（手工艺品和艺术品）、视频音频记录、地图、家谱、田野笔记、

其他文件和照片，捕捉到社群或族群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世界中的各个方面。

如今，其中的一些资料被大学、博物馆或其他收藏机构所收藏，远

离了与之相关的社群或族群。在这些材料流转过程中，相关理论和实践的

变化影响到物品的意义、价值和用途。如果资料本身被重新分类、孤立和

分离，其关联性和完整的语境层次也会就此丧失。此外，需要进一步考虑

这些资料在整个人类学学科和机构网络中的流通，避免受到更多历史和政

治背景的影响。政府为了管理原住民族群会强制实施相应的政策，许多政

策的制定依据都来自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GRAY 2007； BENNET 等，

2017）。开展人类学研究的机构部门和田野工作者也需要政府的资助和支

持，尤其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他们的作用和意义也曾受到过挑

战或批评（GRAY 2007）。今天的博物馆依然受到社会政治格局的影响。

作为反映、复现和响应更为广泛的外在环境的机构（SCHULTZ 2014, 

413），澳大利亚的博物馆藏品深陷于不断演变中的、与第一批原住民（First 

Peoples）有关的各类政府和公众议题。这些变化无论是过去的抑或是正

在发生的，其语境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物品本身蕴含的知识。

Rid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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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照片为“切入点”

与被机构归类为物质文化或艺术品的藏品相比，人类学田野调查过程

中拍摄的照片通常被视为历史参考资料或相关记录。因此，这些物品在物

理空间和语境上进一步远离与之相关的其他材料。这种征集和编目过程中

的差异化，限制了当前与不同的资料来源社群开展获取、参与和制作方面

合作的努力。尽管如此，这些摄影照片仍可作为有效的“切入点”，通过

传记的形式将各种信息的流动轨迹重新置于时空背景之中。

爱德华兹（Edwards，2003）认为，摄影作品平行记录了同一时刻的

信息、关联与认知。通过照片，我们有可能重构新的视角，看到历史、政

治和社会文化三大领域的交叉点，并产生新的认知。人类学田野调查期间

拍摄的照片是附带了意义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社会性物品，体现了与观众之

间“物质表现性和现象学的关系”（EDWARDS 2003, 90）。上述关系的

存在超越了简单的内容和静态的“藏品”，反映的是当地和社会文化信息

的视觉参考，允许不同机构和知识访问的路径权限。与其将照片置入不同

层级的信息孤岛，不如将其视为档案记录、田野工作采集的物品和视觉图

像，由此可基于不同的参考标准寻找到多义性数据的各种变化轨迹。

本文以人类学家罗纳德 • 伯恩特（Ronald Berndt）于 1939 年拍摄的

一张照片作为具体案例，简要介绍如何使用照片来重新映射关系情境，

以及活化知识生成的潜能。罗纳德和他的妻子凯瑟琳（Catherine）是澳

大利亚杰出的人类学家，他们在社会人类学领域，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

历史、艺术、福利和权利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伯恩特夫妇的职业生

涯中，从 1939 年起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很多

地方都对原住民开展过田野调查。除了田野笔记、记录族谱、绘制地图

和拍摄照片外，他们在调查时还记录了原住民的歌曲并获得一些物品，

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他们的收藏品。1976 年藏品被正式捐赠给西澳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之后于 1979 年开始在人类学研究

博物馆（Anthropology Research Museum）对外展出，这座博物馆后来

Rid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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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伯恩特人类学博物馆（Berndt Museum of Anthropology）。在南

澳大利亚州的早期考察期间（1939—1944 年），伯恩特夫妇造访了这一

地区的多个原住民定居点和社群。格雷（Gray，2019）翔实记录了伯恩

特夫妇在此期间的田野调查活动，强调指出了解相关背景语境可以提供额

外的信息层。在与各个政府机关和机构〔例如南澳大利亚博物馆（South 

Australia Museum）、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打交道

的同时，伯恩特夫妇在认知上、政治上和后勤的种种条件框架的限制下，

巧妙且务实地规划人类学研究和收藏活动。

1939年，罗纳德 •伯恩特在默里布里奇（Murray Bridge）拍摄了一张“独

木舟树”（canoe-tree）的照片，这份重新绘制的视觉地图反映了其在整

个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多重价值、意义与用途。图 1 的上半部分展示的是

出版、田野调查收藏、机构获取和机构之间交换的背景信息，这是照片最

表层的轨迹。下方展示的是第二层信息，即照片与恩加林杰里（Ngarrindjeri）

族人的文化知识的参考关系图，以及田野调查期间原住民社群成员向伯恩

特夫妇提供的信息，包括祖先传说、歌曲、仪式、传统习俗以及家族关系

和领土边界等，能从中找出许多相互关联的信息。

全新目标——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

这张简要的示意图采用了伯恩特夫妇于 1941 年和 1993 年出版的著

作里的素材，以照片作为视觉切入，绘制了关联性和交叉点。将摄影作品

视作理解不同关系网络里的社会性物品，我们可以基于各类人群、社群和

机构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来发现多重意义、价值和用途的变化轨迹。

置于更为广泛的知识生成和交流背景下，照片能在展现特定信息的同时，

超越自身内容的边界。这种重构也指出，通过传记形式分析人类学藏品的

方法，可以有效横跨历史、认识论和本体论领域。运用这种方法意味着基

于整个流转过程中意义和价值的转变来认知相关物品，可以预期并适应当

前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一方法重新定义了藏品、机构和行为主体，

将其视为跨越多重流通、关联和空间的相互作用体，从中可以产生并行存

在但非线性的新的认知。

标题中的“回顾过去”（looking back），是指通过示意图可以了解

田野工作实践、征集策略、关系网络的相关信息，有助于重建体制层面经

常会散落和丢失的背景内容。就内部而言，上述示意图提供了研究、管理

和保护藏品的新视角，可以帮助解决长期存在的信息孤岛和数据不一致的

问题。除了改善内部获取资料的途径外，那些参与人类学藏品工作的人员

还可以发展对体制实践和理论的认知，从而基于藏品反映某些知识的生成。Rid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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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独木舟树”照片：呈现背景分层、交叉点和关联性的示意图。图片使用得到伯恩特人类学博物馆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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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息来源之一，人类学藏品所对应的内容背景和关系框架超出“藏品”

本体名称的范畴。作为信息生产要素，人类学藏品可以从潜在轨迹和关联

中生成新的知识。通过“独木舟树”照片案例，可以看到重新绘制出物品

以前曾经的社会生活，能从藏品或藏品之外提取更多信息并将其引入新的

流通网络。重要的是，这种流通可以产生新的意义、价值和用途，而这些

新的内容又能够补充、增加或挑战现有的知识层次和认知方式。

过去几十年来，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群一直与人类学藏品保持

联系和互动，这强化和支持了对机构代管、监管和管理权的回收（PEERS 

& BROWN 2003, LYDON 2014）。在澳大利亚的人类学界看来，这些

跨文化的互动被认为藏品具有重塑历史和认识同时代语境的重要意义。

（GIBSON 2020）。在接触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强加给澳大利亚原住民

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权力结构，持续紧张的对立可以妥善解决。人类学

藏品更适合主动发挥作用，而不是处于中立的地位；与之互动可能会产生

不适感，但我们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新知识在这样一个空间里生成，这

与理解新知识的生成方式（认知方式）和生成过程同等重要。为了避免旧

有的权力和政治等级制度在未来得到强化或被复制，这些工作奠定了基础。

对于自身不断发展的机构来说，人类学藏品在生成、认可和适应新知

识方面所具有的潜能，有助于支持各个机构制定和实施战略愿景。随着越

来越多的大学、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开始审视澳大利亚殖民

历史对自身的影响，很多机构都积极制定鼓励接触、合作与和解的文化政

策。围绕原住民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的协议准则，突出与知识、

权利和权威相关的问题，而人类学藏品能够支持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资料

来源社群来说，在获得更多访问权的同时，还以积极合作、相互交流和承

认对其遗产进行托管的方式呈现，进一步推动各类相关知识的生成、组织

和管理。这些主张认知、验证与包容多元形式知识的参与机制，有助于消

除各种界限，并为原住民提供学术职务或专业岗位的机会，让他们自由地

发表自己的观点。新的知识也为跨学科创造机会，从而发现此前可能遗漏

或未知的信息层次和关联。对于上述机构而言，可以基于信息开展具有原

创性和创新性的协作式研究调查、展览开发和公关计划。鉴于许多机构开

始重视数字化和技术创新，潜在的馆藏数据也可用于呈现如何管理和共享

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数字文化遗产和知识。

Rid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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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人类学藏品是拥有社会生活的物品，可以通过映射来重构语境与关联

内容，从而活化生成新形式的知识。超出“藏品”的定义范畴，这些资料

可用于访问和参与相关协作，从而同时满足当地原住民社群和机构发展时

的期望。人类学领域的照片提供了视觉参考和切入点，非常适合运用这种

方法，便于社群和机构从需求出发开展多认知角度的探索。澳大利亚的原

住民和社群可以从人类学资料中提取信息，以他们的方式生成、记录和分

享知识，并将新的认知融入原有藏品，从而赋予这些藏品真正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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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全新的人类学藏品

合作研究：通过播客沟通

档案馆与当地社区
Jodie Kell, Steven Gagau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Toksave：文化对话”（Toksave: Culture Talks）是由太平洋地

区濒危文化数码资料档案馆（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PARADISEC）制作并于 2019 年推出

的播客系列节目（podcast series）。节目的受访者都是与档案馆藏品有

着文化联系和个人渊源的相关人士。本文指出，播客系列节目具有研究成

果的价值，能够促使原住民社群发声。此外，重新利用档案录音通过播客

进行音频播放，并与社群成员进行互动，提升了可及性和检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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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 年， 朱 迪 • 凯 尔（Jodie Kell） 和 史 蒂 文 • 加 高（Steven 

Gagau）基于太平洋地区濒危文化数码资料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联手

发起一个播客项目。数码资料档案馆（PARADISEC）收藏并在线提供全

球许多小文化（small cultures）和语言的数字档案。朱迪拥有音频工程师

和音乐学家的技能，而在档案馆工作的史蒂文则拥有原住民社群成员的身

份，他们于 2019 年 11 月合作推出播客“Toksave：文化对话”，采访与

档案馆资料有着个人和文化上联系的相关人士。

本文将探讨播客的制作过程，包括如何基于元数据发掘生成新的知识，

以及如何利用当今新的技术，通过与原住民社群成员开展合作，实现分享

和重塑档案收藏的目标。在作者与哈里斯（Harris）等人合著的前一篇论

文的基础上，本文更聚焦于“Toksave：文化对话”播客系列节目，指出

播客产品作为研究成果所具有的价值（HARRIS et al. 2019）。播客以录

音集的形式，从档案馆收藏的人类学数字档案的某件物品切入，通过讨论

原住民与这件物品有关的生活经历，以及与过去和当前的关联性，凸显原

住民在文化方面的优势。我们认为，认识到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和知识传承

者的价值，有可能改变档案馆的工作流程，并重新调整档案馆机构内部的

权责关系。

连结与再连结

“在大家面前捧着它，我感觉像黄金一样珍贵。从心底里涌现出一种

难以抑制的敬畏感。因为这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东西。”（JOHNNY 

OBED，第 5 集：06:14—06:32）

重新联系原住民社群及其遗产是一项重要举措，是当前档案馆活动的

主要驱动力，也是探讨可及性的核心问题（Harris et al. 2019, 138）。对

于来自瓦努阿图北部帕马岛（Paama Island）的约翰尼 • 奥贝德（Johnny 

Obed）来说，TC1 录音集和已故的特里 • 克劳利（Terry Crowley）出版

的作品就像黄金一样珍贵。他认为收藏帕马语言的相关材料对于他的民族

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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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2003 年的数码资料档案馆，旨在提供濒危文化群体的媒体档

案记录。档案馆创建了档案条目、音频和视频记录、图像，以及文本的数

字记录，而不只是保存实物对象。这确保了通常容易受损的过时媒介（例

如卷盘磁带或盒式磁带）记录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延长寿命。在具体实践中，

数码资料档案馆的目标不仅是能将资料进行数字化以长期保存，而且利用

包括在线档案目录在内的新技术，重新连结相关社群的过去与现在。数码

资料档案馆以目录的可检索性和可及性为特点，用户只需同意数码资料档

案馆的访问条款，即可使用包括名称、地点和语言在内的关键词来搜索并

在线收听、观看或下载超过 300 000 条档案。

2015 年在荷兰举行的洛伦茨中心研讨会（Lorenz Centre workshop）

上，确立了 FAIR 原则（FAIR Data Principles），即可查找（findable）、

可访问（accessible）、可互操作（interoperable）、可重用（reusable），

这已成为包括 FORCE 11（The Futur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e-Scholarship）、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等在内的国际组织认可的准则。

作为共享数据、访问管理档案收藏的框架性实践准则，FAIR 原则的重点

是最大化利用和重复使用资料〔澳大利亚国家数据服务网站（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 website），2020〕。数码资料档案馆的创始理事

琳达 • 巴维克（Linda Barwick）和尼克 • 蒂伯格（Nick Thieberger）表示，

档案馆的工作符合上述四项元数据管理原则，能够“让以前被封存的记录

得以重复使用，（它们）由此赋予这些陈旧的录音以新的生命”（BARWICK 

& THIEBERGER, 2019, 139）。就播客本身而言，其内容的生产流程和

最终的线上成果能提高数码资料档案馆目录的可检索性和可访问性。作为

重复利用资料的一种方式，播客能让原住民社群的成员深入接触相关收藏。

重新定义研究成果

“Toksave：文化对话”播客，旨在通过与存在个人和文化上关联的

人士进行交流，发挥档案更大的价值。播客的每一集都会关注不同来源的

藏品，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斐济和澳大利亚的

原住民。播客系列节目于 2019 年 11 月在维吉美术馆（Verge Gallery）

公开发布后，吸引了许多社群成员的参与。通过悉尼音乐学院（Sydney 

Conservatorium of Music）网站上的连续发布播客，极大地推动了对档案

馆所收藏的历史录音的认知。

Kell, Gagau



40 -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在澳大利亚，衡量本国学术研究质量的标准是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 制定的，而这项标准又推动了对

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自 2010 年以来，研究委员会提出了“非传统研究

成果”（Non-Traditional Research Outputs，NTRO），并将其与传统研

究成果一起列入审核范围。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研究方案

将“非传统研究成果”定义为“通过写作、制作、作曲、设计、表演或策

划等任何形式创作的可公开、可使用、可评估的研究成果”（BARWICK 

& TOLTZ，2017，67）。巴维克和托尔茨（Toltz）指出，与传统研究成

果相比，提交非传统研究成果需要满足更高的要求。悉尼音乐学院分析了

相关程序，发现非传统研究成果的提交更为耗时，而且有时很难满足研究

计划的严格要求（BARWICK & TOLTZ，2017）。

播客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媒体，我们认为应当被视为非传统研究成果，

播客能以创新性的方式呈现现有的认知，从而拓展研究的概念。新闻学

者西奥班 • 麦克休（Siobhán McHugh）认为播客和广播节目是“精心

制作的音频故事与记录”，其价值在于赋予档案资料以引人入胜的表现

形式和更易于理解的管理方法，而且在学术方面也不同于传统研究成果

（MCHUGH，2019）。麦克休指出，播客作为新的音频媒体形态，具有

推动创新研究方法的潜力。制作人运用音频编辑和混音技术打造适合听众

的全新体验，尤其注重听觉的情感因素，触动“听众的内心体验”。

这种情感特质在播客系列节目的第三集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民族音乐

学家迈克尔 • 韦伯（Michael Webb）已有 25 年没有听过他于 1993 年在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Rabaul）附近进行田野调查时录制的音频。史

蒂文 • 加高为他准备了这些录音的片段，一同探讨托莱人（Tolai）的音乐

传统，而听众们也随着他们一起回顾了曾经的历程。录音的地点包括仪式

活动、教堂、节日表演和人们的家里。我们听到一段音乐家安德鲁 • 米甸

（Andrew Midian）的私人录音，其中还有当时他家里的声音和屋外的鸟

叫声（Episode 3: 15:00—16:25）。当我们听着录音想象当时的情景时，

迈克尔会在听到自己的声音后指出安德鲁在用餐后正为他演奏。录音的重

要性就在于能让人切身体会其中人物的亲密关系，维系研究人员与社群的

联系，让听众获得书面文本无法传达的感受。

优先关注原住民的声音

“今天的我们聆听广播，彼时的人们聆听歌声，虽然那个时候没有

广播，但前辈们的歌声是如此动听。这就像一场旅行，给人身临异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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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一首歌就像一个故事，每翻一页都能看到新的内容。”（LINDA 

TJUNGKATA ANDERSON，第 4 集：05:31—06:45）

来自中部地区西澳大利亚沙漠（Western Desert）的平图皮 • 鲁

利加（Pintupi-Luritja）妇女琳达 • 琼卡塔 • 安德森（Linda Tjungkata 

Anderson）在听到她父亲诺塞普 • 朱普鲁拉（Nosepeg Tjupurrula）演唱

传统歌曲的录音后表示，这些歌曲就像故事书一样精彩。在许多文化中，

传统歌曲蕴含着口口相传的深层文化知识和内涵。殖民活动中断了文化传

承，也破坏了知识的传播，由于人们更重视书面化的学术作品而不是口述

传承，这就意味着原住民的知识往往被低估和忽视。

播客的音频格式可以视为从研究中获得含义的方式，既重视原住

民的声音，也考虑到运用文化领域合适的研究方法。医学和社会工作学

专家道恩 • 贝沙拉布（Dawn Bessarab）和布里吉特 • 恩安杜（Bridget 

Ng’Andu）在讨论采集“yarning”（一种原住民传统对话和叙事的方

式）数据方法的重要性时表示，“土著社会有口述故事的传统特征，这

是个人和群体之间传播、分享知识的主要形式。”（BESSARAB & NG’ 

ANDU，2010，38）

他们提出，“yarning”可以让原住民受访者主导研究视角，而不是

由研究人员来推动对话。这也要求研究人员和参与研究工作的原住民建立

负责任的合作关系，从而确保文化安全。

Toksave 播客的案例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见解，由播客编辑的“yarning”

不仅是一种采集数据的方法，其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成果。这种看法认识到

口述传承是原住民社群教育的核心，这也体现在社群对研究成果的期待上。

合作关系而非融洽关系

制作播客的工作流程是由朱迪 • 凯尔和史蒂文 • 加高共同制定，目的

要让原住民的声音得到重视。其中的核心要素是建立能保证文化安全的关

系。正如工作流程图表所示，与其在采访的过程中与参与者建立融洽的关

系，不如聘请其担任文化顾问并给予时间和报酬，建立长期联系，让他们

的知识与藏品有更好的结合。这套工作流程是随着播客的创建而逐步发展

完善的，制作人会听取参与者的意见，不断改进流程。

联合制作人史蒂文 • 加高拥有特殊身份，他既是档案管理员，同时也

是原住民社群的成员。作为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东新不列颠省（East New 

Kell, Gagau



42 -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Toksave：文化对话”播客制作的工作流程

图 1 “Toksave：文化对话”播客制作的工作流程  

确定一项藏品，同时评估悉尼地区是否有相关的社群成员可以参与发言。

与发言者所在社群的成员协调合作事宜，询问他 / 她是否有兴趣接受对其文化遗产的档案

资料的采访。

当确定发言的社群成员同意参与时，人力资源部门会签订一份非正式的合同，聘请受访者

担任文化顾问，要求提供 20 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容包括听录音和提供播客采访的元数据。

一旦文化顾问对自己的认知和对录音资料的理解建立信心，播客采访就开始了。访谈

可以安排在任何一个能让顾问感到放松的场所。

播客访谈通过流媒体网站在线发布，可在数码资料档案馆网站、所在大学的网站以及

流媒体网站上获得。

从档案文件中选择录音资料并与文化顾问共享，提出问题列表以充实元数据。

安排第一次会面，讨论针对录音资料采访的范围和意向，同时确定播客采访的日期。

制作人听完所有的录音资料内容，随后确定播客的主题。撰写导语并录制。

根据档案录音资料的采访内容进行后期编辑和策划。

分享播客并请参与者审核。

将采访时的原始资料与受访者的照片或其他档案材料一起保存在 P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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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的托莱人，史蒂文会说库阿努阿语（Kuanua）和托克皮辛语（Tok 

Pisin）。他于 2018 年成为数码资料档案馆团队的一员，贡献了对新不列

颠省、新爱尔兰省乃至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化和语言的了解。在澳大利

亚，史蒂文是悉尼同乡协会（Sydney Wantok Association）巴布亚新几

内亚社群的领袖和代表。由于他与新南威尔士州美拉尼西亚（Melanesian）

社群有着广泛的联系，才让播客得以顺利问世。

播客系列节目第二集和第三集的素材源于悉尼大学民族音乐学家迈克

尔 • 韦伯搜集的材料。迈克尔于 1993 年在拉包尔附近史蒂文所在的社群

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田野调查。在数字化、输入和补充收藏资料元数据的

过程中，档案管理员与提供方、社群成员与研究人员之间形成特别的关系。

“这些收藏不仅是我档案工作的一部分，而且与来自加泽尔半岛

（Gazelle Peninsula）（新不列颠岛）的原住民有着直接联系。我们被称

为托莱人（或 Gunantuna），大多数的录音都记录了我们民族 40 多年的

音乐史，包括相关艺术先驱的探索、创新和创造力。我从 Viviran 村远道

而来，没想到在悉尼从事档案管理员的工作，能让我再次回到 1993 年同

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STEVEN GAGAU，第 2 集：02:03—03:04）

史蒂文认为自己在档案馆扮演着多重角色。通过融合这些角色身

份，他希望能成为连接档案馆与原住民社群的中间人（Harris et al. 2019: 

145）。如图表所示，播客的整个工作流程都需要与社群成员的合作，史

蒂文认为这样能更好地控制研究的方向。

音频播客这种以新技术驱动的“非传统研究成果”，正在挑战甚至动

摇存在于档案馆和学术机构里的权力关系。这在与数码资料档案馆团队合

著的论文里也有体现。

“因此，向发言者的社群提出咨询，并将他们视为专家的行为，不

仅能够提升档案的价值，而且有可能消解殖民时期的档案所隐藏的权力结

构。”（HARRIS et al. 2019: 145）

直到最近，档案馆还在将非原住民研究人员视为文化知识的“专家”，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能创作出符合学术要求的研究成果（例如著作和

论文）。随着 Toksave 播客等“非传统研究成果”的诞生和论证，能更贴

近原住民社群的需求和期望，同时改变了“专家”或“学者”的定义，让

人们接触到多元化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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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们的文化只是在长辈们的心中扎根，如果在他们逝去之前传承给

下一代，能让我们保留一些文化传统将是很可贵的。这段录音非常棒，请

务必妥善保存。”（GRACE HULL，第 1 集：23:18—23.40）

最后，让我们引用这段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海岸特罗布里恩群岛

（Trobriand Islands）的基利维纳语（Kilivila）使用者格蕾丝 • 赫尔（Grace 

Hull）的话。格蕾丝与数码资料档案馆合作播客的第 1 集，并且为上述研

究方法的制定发挥了核心作用。格蕾丝强调，档案馆是安全保存人类学资

料的重要场所，她同时也认为人类学藏品可以成为找回文化和保留传统的

一种方式。

播客作为一种产品，借助了新兴技术和新的研究方法，与原住民社群

开展渐进式的接触，这有助于揭开尘封的档案，开放对人类学藏品的访问。

通过优先考虑原住民自己的声音，重视他们的知识，也可视为提升原住民

社群的权利，并且改变档案机构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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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解解决博物馆涉及的

文化财产争端
Helen Shurven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博物馆和其他实体或个人因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而产生的

争端，一般是较难处理的问题。调解是一个关注所有当事方利益的过程，

在调解人的协助下寻找解决之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调解还能推动博

物馆针对文化财产的争端制定相应政策。有鉴于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都支持通过调

解来解决文化财产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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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其他实体或个人的文化财产争端在当下甚至在未来都是有争

议的话题（参见案例，ROBERTSON 2019）。本文将文化财产较为宽泛

地定义为“易受经济评估影响，并且……可在国际贸易中进行交易的可移

动文物”（FRANCIONI 2011, 1）。

通常来说，文化财产争端主要围绕相关财产的“所有权”（ownership）

或使用权、访问权和管理权。本文的观点是，与其围绕各种权利采取对抗

性的法律手段（例如仲裁或法院诉讼），不如让当事各方基于以下因素进

行调解，通过谈判协商以求达成共识：

• 财产的文化背景（例如，可知的起源）；

• 财产的精神脉络（例如，蕴含的意义，以及对谁产生意义）；

• 环境背景（例如，将其带离原产地是否会产生任何后果）；

• 商业背景（例如，是否具有可估测的商业价值，以及可能的计算方法）；

• 应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相关者后代的权益；

• 调解是一个过程，由一名或多名专业人士协助解决两个或多个当事

方之间的争端：

• 确定存在争议的问题；

• 探讨问题；

• 提出解决争议的选项；

• 就上述选项进行谈判并考虑其他方案；

• 努力就全部或部分争议达成一致。

许多文化财产争端均涉及多个当事方和利益相关方，调解是非常适合

用于解决多方争端的公正程序（SHURVEN 2014）。当事方可以包括直

接受到影响并与文化财产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个人或群体，利益相关方则

是指与争议本身和解决结果存在间接利益联系的人士（例如参观博物馆的

社区成员或博物馆会员）。

调解被认为是能有效解决争议的潜在工具之一，可以适用于个人或

组织因文化财产而发生的争端。奥唐奈（O’DONNELL）指出（2011, 

7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或归还非
Shur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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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占有的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Cultural Property to its Countries of Origin or its 

Restitution in Case of Illicit Appropriation）“已将调解与和解视为其任务

之一”。调解程序与规则由委员会制定。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委员会可以

帮助解决双方和多方之间的文化财产争端，但其作用通常仅限于咨询，提

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尽管如此，各方还是可以通过私下协商或由

上述委员会或组织（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安排调解，达成协议并同意

接受调解程序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博物馆正在制定政策，以更好地指导相关的

考量与运作（SARR & SAVOY 2018）。媒体上也有相关的报道，例如麦

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古代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Ancient 

Cultures）的馆长正在制定一项“自愿将非法文物归还原有国的新政策”

（The Australian 2019，3）。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也在不断地调整自

己的相关准则和指导方针。举例来说，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的《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就“为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设定了专业工作和表现的最低标

准”，其中的第 2.5 条涉及敏感的文化物品，第 6.2 条则涉及文化财产返还，

相关内容包括“博物馆应准备启动与文化财产来源地的国家或人民关于返

还文化财产的对话。文化财产返还应基于科学、专业和人权准则，依据当

前适用的地方、国家和国际法规，以公平的方式进行，最好是在政府或政

治层面进行。”

可以说，博物馆处理文化财产争端的方法将影响到博物馆的声誉、各

当事方和利益相关者的约定，乃至今后针对类似争端的处理。文化财产的

争端可能比较复杂，法律制裁也可能难以实现或并不适用（例如已经超出

法定期限）。最近有一份关于文化财产问题的报告，其中题为“政治审慎

与博物馆焦虑”的一章中这样写道：“即使在今天……仅仅提到‘返还’

一词就会引起防御性的条件反射和回避性的心理，这是依然存在的事实”

（SARR & SAVOY 2018, 16）。

相关机制的制定，例如《华盛顿原则》（Washington Principles），

即是在1998年举行的关于大屠杀时代资产问题的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Shur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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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Holocaust Era Assets）上通过的。其中第 8 条原则提到

相关语境的重要性并指出“……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来实现公正和公

平的解决办法，同时要认识到——取决于围绕个案的实际情况与形势——

解决办法可能会有差异”。这些原则今天仍然适用，包括德国失落艺术品

基金会于 2018 年举办的“《华盛顿原则》20 年：未来路线”专家会议上

再次获得认可，鉴于公平公正的结果对所有当事方和利益相关方都是至关

重要的，上述原则也适用于更广泛的文化财产争端。博物馆正试图采用一

种公平公正的方式来寻找解决这些争端的途径。汤普金斯（TOMPKINS）

和高曼斯（GOMMANS）（2016, 66）（两人分别为法官和律师）指出，

即使依据《华盛顿原则》，各方要想通过法庭来采取行动以解决文化财产

的争端，也会遇到种种障碍，他们敦促“诉讼应被视为最后的手段”。

为了能就文化财产争端达成可持续的协议，需要采用公平公正的立

场，包括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尽量维护各方之间的关系。通过调解可以鼓

励博物馆和其他各方在维持相互关系和尊重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和解。

为了能提出有意义的解决方案，需要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包括文化、精

神、环境、商业和代际传承等。此外，不论是部分或全部解决了争端，

这些结果都能对存在着间接关系的利益相关者产生积极影响。如前所述

（FORREST 2010, 162），“文化财产是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因而能在促进世界各国之间文化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推动文化包容、

相互理解和国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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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理工类大学博物馆的实物

交互实践
Sayuri Tanabashi（棚橋 沙由理） / 文

骏仁 / 译

摘要

当今社会面临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日本的高等教育界正在努力解决相

关问题。大学博物馆的教育和研究应如何发展，才能涵盖从传统到前沿的

一系列知识？本文介绍的来自两所大学的 3 个项目，让学生利用大学博物

馆的藏品和实物开展跨学科的学术互动。这些案例都证明了使用 3D 打印

制品、可运作纺织机或锦绘（nishiki-e）等学术性实物，采取基于实物对

象的学习（Object-based learning），能够促成具有重要价值的跨时空互

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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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社会正面临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自 2015 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

展目标以来，日本的高等教育界正在努力解决相关问题。联合国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共有 17 条，其宗旨包括消除贫困和饥饿，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

变化，实现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维持社会和平等。目前，日本的大学正

在共同开发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教育和研究计划。这些计划的关注重点，

包括如何通过小组合作的主动或体验式学习和实践来共同解决地方和全球

层面上的问题。作为过去和现代知识的交汇点，大学博物馆应当如何推动

实现教育和研究计划？

大学博物馆有两个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特点。首先，大学博物馆更

适合检验博物馆学的理念。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教育和研究机构（类似

于大学内部的院系）。其次，大学博物馆提供给大学教授、策展人、图书

管理员等专业研究人士使用，专业人士可以利用博物馆的藏品和空间开展

跨学科教育和研究。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大学博物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推动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 （object-based learning，OBL）的发展，促

进横跨过去和现在的跨学科知识互动，并面向未来（LOURENÇO, 2008; 

SIMPSON et al., 2019） 。

有学者指出，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能够有效连接高等教育领域内和领

域外的多样化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CHATTERJEE 2010, SIMPSON 

& HAMMOND 2012）。查特吉（CHATTERJEE）等人（2015）阐述

了博物馆运用基于实物对象学习方法的发展脉络，指出相关理念源于教

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科学教育和博物馆教育学等学科领域（PARIS 

2002）。

最近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领域运用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方法产生浓厚兴

趣，认为这是 21 世纪开创的跨学科学习和教学的全新领域（SIMPSON 

2014, THOGERSEN et al. 2018）。人们已经注意到，基于对象的学习能

够同时利用实物对象和数字替代资源，在大学课程中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

（KADOR et al., 2018; SIMPSON et al., 2013）。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大学博物馆及其馆藏支持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方法。 

Tanab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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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辛普森（Simpson，2019）指出基于对象的学习方法在视觉素养、

非成熟素养、描述性（语言）素养、沟通技巧、比较分析和谈判技巧等方

面的效果。其支撑的理论依据包括传统的多感官参与、具身和体验式教

学法、建构与涵义创造，以及多样性的学习环境等（FALK & DIERKING 

2000，KOLB 1984）。

本文将探讨日本两座具有代表性的国立理工大学博物馆的策展活动，

并针对来自这两座博物馆的 3 个案例进行研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利用学术性实物对象推动大

学教学的跨学科互动。

1. 东京工业大学的案例研究

东京工业大学（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okyo Tech）是一所

拥有 6 个本科和研究生学院的理工类大学，包括科学、工程、材料与化工、

计算机、生命科学与技术、环境与社会等专业。与其他许多大学一样，东

京工业大学开展有助于提升人类智慧的研究。大学拥有值得自豪的历史，

包括 130 多年来为日本的制造业和先进工业开拓道路。大学最早的前身

是东京职工学校（Tokyo Vocational School）。学校由德国科学家戈特弗

里德 • 瓦格纳（Gottfried Wagener）与日本的教育博物馆（Museum of 

Education）和教育部的几位成员共同创办于明治时期。1881 年学校成立，

最初的目标是将科学理论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在日本工业现代化的时期，

学校于 1890 年更名为东京工业学校（Tokyo Technical School），1901

年再次更名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Tokyo Higher Technical School）。

在那之后学校定名为东京工业大学（英文名一度为 Tokyo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直至 1946 年获得国立大学资格。从那时起，东京

工业大学发展成为日本著名的理工类大学（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8）。

东京工业大学的博物馆和档案馆展出了大学校史上与教学和研究活动

有关的藏品。博物馆建成于1987年，建设目标是展出百年纪念堂里的藏品。

迄今为止，博物馆已收藏超过 10 000 件与制造业和先进工业有关的内部

藏品，种类范围从民间陶瓷艺术品、现代主义建筑模型、全息艺术，到诺

Tanab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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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奖获得者的相关资料等。此外还包括与工业成就有关的藏品，例如铁

氧体的发现、维生素 B2 的化学合成，以及电光技术等。

案例 1：基于 3D 技术打印自噬细胞的实物对象学习

第一个案例是科学工作室的人造细胞项目。自噬是一种常见的细胞

现象，被认为是真核细胞为维持健康而降解自身结构。东京工业大学名

誉教授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因在细胞自噬机制方面的发现，

获得 201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了呈现大隅教授的发现，博物

馆在展出单色和平面图片以外，还采用了立体和彩色的信息图表，在没

有活细胞成像的情况下辅助说明亚细胞系统。在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帮助

Tanabashi

下，博物馆制作了 3D 打印的自噬细胞模型。同时概述自噬机制

（NAKATOGAWA et al., 2009），并构建细胞内结构的 3D 数据

用于打印。自噬形成杯状双膜结构，在细胞质成分周围形成完整

的包膜。双膜结构即所谓的自噬小体融入液泡中，细胞质成分被

降解和回收。自噬机制分为五个阶段，重点展示每个阶段的特征

和运动。借助应用彩色透明材料的 3D 打印技术，最终可以完成

自噬各个阶段的 3D 模型制作（图 1；TANABASHI, 2019）。 

随后，博物馆为 4~11 岁的儿童举办讲习班，这些儿童大多对细胞生

物学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要真正详细了解自噬机制是非常困难的，

毕竟这属于大学的高等教学课程。然而，孩子们能够通过观察 3D 打印的

自噬细胞模型，探讨细胞质成分的相互作用，并且按照各个阶段正确排列

不同的模型。最终，通过生动逼真的自噬细胞 3D 打印模型，孩子们了解

到深奥的细胞内运动并获得了可贵的博物馆体验。

2. 东京农工大学的案例研究

东京农工大学（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TUAT）是一所拥有农学和工学 2 个学院的理工类大学。大学开展的各

项研究旨在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回顾历史，东京农工大学在建校 140

多年的时间里引领日本蚕桑和纺织行业的发展。农工大最早的前身是

1874 年（明治 7 年）设立的日本内务省劝业寮内藤新宿派出所农事修学

场（Naito-Shinjuku Branch Office of the Industrial Encouragement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其农学部和工学部的前身

分别是东京农林专门学校（Tokyo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图 1 儿童手中逼真的 3D 

打印自噬细胞。S• 田桥

（S.Tanabashi）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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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京纤维专门学校（Tokyo Textile College），两所学校于 1949 年合

并为国立大学并更名东京农工大学。最初两个学部的研究方向是农学和纤

维学，纤维学部于 1962 年更名为工学部。目前，东京农工大学已成为日

本著名的理工类大学（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2020）。 

与东京农工大学教学和研究活动相关的历史藏品均在其自然科学博物

馆（Nature and Science Museum）展出。博物馆最早源于 1886 年创设

的日本农商务省蚕病实验室的参考品陈列室。从那时起，博物馆陆续收藏

了超过 13 000 件与养蚕业和纺织工业有关的内部物品，范围覆盖从蚕蛹

或蚕茧标本和各种纤维，到机械化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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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动力驱动纺织机。左后方为丰

田 G 型无间歇换梭式自动织机，右

侧为日产（Nissan）HR-2 型自动

缫丝机。S• 田桥拍摄

案例 2：基于可动态运作纺织机的实物对象学习

第三个（译注：应为第二个）案例关注的是与技术创新有关

的纺织机的运作，这同时作为特殊工程讲座内容的一部分。纺织

机械至今仍在纺织工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自动织机

和缫丝机更是代表日本机械创新史的大型实物。

况且，这些纺织机械还有助于从原理到应用层面理解机器的运作，

其构成体现了从基础技术发展到先进技术的过程，诸如从齿轮到计算机的

应用，许多汽车公司就是从纺织机械公司起步的。具体来说，例如丰田

（Toyoda）G 型无间歇换梭式自动织机（無停止杼替式豊田自動織機 G 型）

和日产（Nissan）HR-2 型自动缫丝机（ニッサン自動繰糸機 HR-2 型），

作为可操作的展品（图 2）。这两种机器都是昭和时期由日本首先发明，

后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第一台机器发明于 1923 年，具有很多创新功能。例如当纺线用完时

会自动供线，当纺线断线时会自动停止。第二台机器于 1954 年研制成功，

能全自动完成从煮茧到抽丝的整个过程。一些博物馆会以静态的方式展示

这些机器，很少有能够动态展示的。我设计的展览，将纺织机作为展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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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在博物馆，诸如生物医学工程、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和化学工程、机械

系统工程、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都能接触到这些

由本校校友制造的可运作的实物。首先，在教授、策展人、退休工程师、

校友等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让学生通过操作展品，了解日本纺织工

业的历史。工作人员指导学生如何操作和维护每一台纺织机。此外，工作

人员还要与学生讨论制作学术海报巡展的内容。在准备海报巡展的过程中，

我们阐释了发明先驱的理念。海报巡展是一种主动学习的方式，学生们制

作学术海报，开展小组讨论，得以与前辈进行跨代互动。作为项目的内容

之一，学生通过讨论海报内容获得重要的博物馆体验。可以看出，这种体

验不仅传达了有形的机械知识，同时也在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学生的共同参

与下，激励了无形的远大理想。

案例 3：基于有关科学内容的锦绘的实物对象学习

第三个案例是艺术绘画的策展课程。博物馆收藏了 400 多幅精美的彩

色套印浮世绘，称为“蚕织锦绘”（San-shoku Nishiki-e，蚕織錦絵）。“蚕

织”（San-shoku）在日语中与养蚕有关。17 世纪出现的浮世绘，是一种

描绘日本人生活的彩色绘画艺术形式。“锦绘”特指色彩鲜艳的浮世绘。

蚕织锦绘生动展示了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蚕桑业的多个步骤。这些彩绘

图 3 描绘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养蚕

方法的科学制造锦绘。S• 田桥拍摄

一直是观众关注的重点（图 3）。

蚕织锦绘同时具有学术性、艺术性两个特征，叙述了桑叶养

蚕、草房结茧和丝绸加工的完整景观。可以说，蚕织锦绘同时体

现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的不同方面，观众对此很感兴趣。通过

一项以蚕织锦绘作为博物馆展品的试验中，来自诸如历史学、蚕

桑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化学和计算机等各专业的学生，都

能持续地开展跨学科学习。首先，教授和策展人等博物馆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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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通过展品让学生了解日本养蚕的历史。学生可以从自身专业出发，对

蚕织锦绘进行调查研究并相互探讨。此外，学生们还需要基于调查成果为

展览制作展板。展览准备工作类似于博物馆的策展实践，为学生提供大量

接触展览设计、职业道德和策略方法的机会（SAND et al., 2017）。作为

课程的一部分，学生策展人还要讨论以获得重要的博物馆工作经验。最后，

学生将反思和评估博物馆策展实践的任务，通过学术上的互动来加深他们

对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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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文探讨了日本两所理工类大学的博物馆中采用的 3 种基于实物对象

的学习实践。案例研究都利用了实物对象：（1）生动逼真的 3D 打印自

噬细胞；（2）可动态运作的纺织机；（3）有关科学内容的锦绘。除了利

用真实的学术类藏品和物品以外，这些实体物件还吸引了博物馆工作人员

和每所大学不同专业学生的参与。案例的共同特点是学生们基于藏品和物

品进行交流和探讨。另一方面，这些案例也反映了所在大学的特点，例如

东京工业大学一直在推动日本前沿研究的发展，而东京农工大学则比较重

视其历史和传统。因此，东京工业大学使用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制作了生

动的 3D 打印细胞。与之相对，可动态运作的纺织机械和有关科学内容锦

绘得以精心保存，也符合东京农工大学超越时空的理念。

由于学生之间基于实物对象的互动，每个项目都获得了成功。这种互

动能够支撑各种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课程是为

理工类大学学生开设的，但今后针对文学或艺术学专业学生规划和实施这

类课程，将会是推动进一步研究的令人感兴趣的路径。毕竟除了科学和工

程以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技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不可

或缺的。展望未来，这项研究将纳入高等教育部门针对科学 /艺术学的规划，

以真正的学术性物品作为基于实物学习的对象。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不仅能够丰富知识，还能培养博物馆

技能与学术素养，显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调动多感官参与，

利用视觉、听觉和触觉来控制和操作物品。期待科学和工程学科不同领域

的学生可以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壁垒，一同进行研究。我们建议，通过基

于实物对象的学习方法连接从传统到前沿的各个知识领域，并且促成跨学

科的对话。大学博物馆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中心。因此，本文强调在

基于实物对象的学习方法中，利用真正的学术性物品作为物证，能够激活

跨越时空的互动与对话。为了进一步探索和分析这种方法的影响，未来应

开展更多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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