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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基于功能、项目和受众探讨大学博物馆

变革的概念化与实现

Andrew Simpson

在本刊最近一期（即第 13 卷第 2 期）“教学中枢”（1） 出版后，我们确信了专刊在传播学术

和思想领导力方面的价值。一些读者青睐这类涵盖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不同教学策略、方法和教

学用途的论文精选。不过我们也发现，那一期刊载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完全不足以代表高等

教育领域“踏实”（on-the-ground）的现状。鉴于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正在筹备的第二版，即“教学

中枢”（2），将以更广泛的视角展现博物馆及其藏品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创造性用途。我们希望这

两卷期刊中的相关阐述能给其他大学带来启发，从而也尝试开展基于自身藏品特征和博物馆技术的

教育学实验。

本期《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并非专刊，但收录的论文同样涵盖高等教育领域一些颇具意义

的创新与实验。 梅尔泽（Melzer）和斯洛格特（Sloggett）的文章介绍了一项全校性的藏品保护计划，

以及这一计划如何连结校内各类不同的博物馆及其藏品。除了催生新的研究和教学方案外，通过计

划还发展出自己的商业部门。由于成果突出，项目被称为“格里姆韦德模式”（Grimwade model），

值得其他有类似馆藏的大学借鉴。

马哈 - 比兹欧米（Macha-Bizoumi）和特兰塔（Tranta）的文章探讨了希腊高等院校的民俗类藏

品以及民俗学研究的诞生。文章同样审视了未来设想的发展路径。论文就希腊高等院校的性质提出

了一些深刻的见解。民俗类藏品的一个关键性机遇，似乎是将其用于培养那些寻求在博物馆和 / 或遗

产领域工作的人。“教育中枢”（1）曾刊登的若干案例研究都提到过类似观点，基本可以断定这种

办法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并将出现在未来同样主题的文章中。

相比之下，托格森（Thogersen）等人的文章则将关注的焦点从机构和国家转向观众。他们探讨

了如何通过创造性地使用两套大学的藏品，来为失智症患者这一特殊的边缘化受众群体开发参与性

项目。他们分享的故事有力地证明了大学博物馆的功能和作用范围远远超出校园本身。然而值得一

提的是，基于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新功能，相关大学已经开发出一系列具有意义和价值，能为大

学履行教学和研究两大主要使命提供支持的校园协同方案。

与托格森等人提出的新功能不同，舒尔茨（Schulz）的文章讨论了通过将原住民人群的声音引入

大学博物馆项目，以改变博物馆现行的做法。这个观点代表了实践的前沿，即逐渐淡化以往传统的

原住民文物叙事方法，转而由这些文物所归属的原住民社群来重新诠释新的故事。这篇文章旨在提

醒人们，博物馆正逐渐从文化权威的宣传点转变为文化网络的中介点。对于很多博物馆来说，变革

的海啸正扑面而来，而大学博物馆也和过去一样，引领着这股浪潮。

关注我们的读者可能知道，通过最近完成的一个 UMAC 项目，我们已经就“大学博物馆及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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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归还与遣返问题”（Restitution and Return of Items from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发

布了大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1。这是众多组织和个人广泛合作的成果，目的是帮助大学妥善处理藏品

和调整收藏方式的指导方针。目前我们正在就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归还与遣返专题进行组稿。大学理

应是体悟和理解不同认识论的场所。事实上，甚至有评论家（例如 PATERSON 和 LUESCHER 
2022）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学需要发展成为一种“多元化”（pluraversity）的新型知识组织。

鉴于各种全球性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和升级，大学正面临持续的破坏性压力并需要做出改变

（ECONOMOU 等人，2021）。

赵轲、王念慈的论文对中国当代科技类藏品有一定的见解，并从新的角度诠释了大学博物馆的

功能。这些大学博物馆在体制上的地位，应当成为学术界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这是一个很好的

提醒，大学博物馆的特殊身份赋予了其重要责任，确保大学中出现的新思想传播到公共领域，并在

这一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和社会成果，比方说提升社会公众的科技素养。本文还从中国大学博物

馆的相关文献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资料。

最后要说明一点，除了通过发表本刊收录的这类学术文章，用以展现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理论

和实践的多样性之外，我们也有兴趣分享这项工作更为详细的聚焦点。最近 UMAC 理事会通过一项

决议，本刊将征稿有关近期各类项目的简短述评（1000 ~ 2500 字）。我们欢迎所有针对新的博物馆，

新的展览、图书、项目等内容的综述，只要涉及高等教育行业博物馆的相关见解，我们都将考虑予

以发表。

如您有意赐稿综述版面，随时欢迎来函垂询。

E-mail: umacjeditor@gmail.com

注释

1. http://umac.icom.museum/release-umac-guidance-on-restitutio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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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RSON, M & LUESCHER, T. 2022. Africa needs ‘pluriversities’ to respect more ways of 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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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story=202202211236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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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价值：通过藏品保护教学、研究和

对外活动满足大学的核心需求

Libby Melzer & Robyn Sloggett 

摘要

大学文化类藏品的保护工作可能颇具挑战性。针对单件藏品的保护手

段往往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和财力。为了保护不同类型的藏品，大学内部

需要设立专门的实验室，维持各类专业团队。但将这些工作外包，又会由

于需要提取文物离开学校而增加风险。为了解决这种两难的困境，墨尔本

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尝试开发一种灵活

且可持续的藏品养护、研究和教学综合模式。如今，格里姆韦德文物保护

中心（Grimwade 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已建立了大学

藏品保护培训和养护的综合运营模式。模式背后有着高等奖学金项目和大

型自适应外部参与计划的推动与支持。这一模式提供了大批高级技术人才，

能够满足各类藏品需求，同时在不给大学增加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利用灵

活和高参与度的对外服务来训练藏品保护知识和技能。通过广泛的保存和

学术活动，这项教学计划有助于藏品使用并让藏品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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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 • 梅尔泽（Libby Melzer）和罗宾 • 斯洛格特（Robyn Sloggett）

藏品保护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其与大学的藏品养护和相关的研究便利密切相关。举例来说，

1928 年成立的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技术研究部（现为施特劳斯藏品保护和技术研究中心，

Straus Centre for Conservation and Technical Studies）负责研究和保护哈佛大学博物馆的藏品（BEWER 
2010），而成立于 1976 年的汉密尔顿 • 克尔研究所（Hamilton Kerr Institute）则负责保存剑桥大学菲

茨 威 廉 博 物 馆（University of Cambridge’s Fitzwilliam Museum） 的 藏 品（Hamilton Kerr Institute 
Fitzwilliam Museum 2020）。在墨尔本大学扮演类似角色的则是格里姆韦德中心，为大学的文化类藏

品提供养护，并参与教学、研究和咨询活动。

本文将探讨墨尔本大学在过去 30 年里，如何通过教学、研究和实践相协调的模式来维持自身的

藏品保护项目，以及这种综合模式所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1987 墨尔本大学艺术藏品保护服务部（Arts Conservation Service）成立，设立大学藏品保管员一职（兼职），
负责大学藏品的保管、研究、教学和一些对外活动

1990 伊恩 • 波特艺术保护中心（Ian Potter Art Conservation Centre）在斯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设立，
拥有保护油画、纸张和画框的设施

1991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大额资助：
“澳大利亚绘画鉴定材料分析及来源文件（1850—1920）”

1992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澳大利亚绘画鉴定材料分析及来源文件（1850—1920）”

1993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1850—1920 年澳大利亚艺术材料的分析电子显微镜”

1994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亚瑟 • 斯特里顿（Arthur Streeton），艺术家及其使用的材料”

1995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约翰 • 彼得 • 罗素（John Peter Russell）的拉曼光谱学：在艺术和档案材料研究中的应用性调查”

1997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小额资助：
“艺术家的用纸——澳大利亚版画家 1880—1980”

1999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研究基础设备和设施（Research Infrastructure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RIEF）项目资助 :
“用于艺术品科学分析的分布式全国性网络”

2003 成立文化资料保护中心（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CCMC）成立，并拥有第一批学术人员

2004 首批招收 22 名藏品保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针对实物的保护开始应用于藏品保护中心

2006 第一位藏品保护方向的博士候选人 Ahmad Abu-Baker 开始就读

2014 克里普斯（Cripps）作为克里普斯基金会（Cripps Foundation）主席，捐赠 640 万美元用于文化资料保护，
并为斯旺斯顿街新的专用教学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2015 格里姆韦德藏品保护中心成立

2016—2022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联动项目资助 :
“管理博物馆藏品中恶性塑料的国家框架”
合作者：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维多利亚
博物馆（Museums Victoria）、昆士兰博物馆（Queensland Museum）、动力博物馆（Powerhouse Museum）、
新南威尔士美术馆（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以及南澳大利亚博物馆（South Australian Museum）

2019 37 名藏品保护方向的硕士生毕业

2020 格里姆韦德中心拥有 14 名专业藏品保管人员、5 名学术人员、3 名管理和行政人员。
格里姆韦德的员工已经指导 26 名博士生顺利毕业

图 1. 墨尔本大学藏品保护大事记

墨尔本大学的文化类藏品

自从 1854 年聘任第一批教授以来，墨尔本大学积累的文化类藏品已经造成管理方面的挑战。包

括美术作品、手工艺品、图书、文献、历史和科学记录、机械和建筑遗产等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收

藏的物品，都有着不同的需求和专业要求。目前墨尔本大学已认定了 38 个大类和更多子类别的馆藏。

其中规模最大一宗，属于由大学档案馆、大学图书馆及其 9 个分馆和特藏组成的学术服务部。特藏

下设 3 个子类馆藏，共收藏珍本图书 25 万余册、9 000 件印刷品和 13 000 首稀见音乐作品的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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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档案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非政府研究型档案馆之一，收藏资料的档案架长达 20 公里。伊恩 •
波特艺术博物馆（Ian Potter Museum of Art）隶属于博物馆和藏品部，其负责管理的墨尔本大学艺术

类藏品包括约 16 000 件艺术品。此外，大学的各个院系也有各自的藏品，包括工程学、医学史、解

剖学和病理学、牙科、植物学、地球科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学科。藏品中的亮点包括：

伦勃朗和丢勒的版画；杰梅茵 • 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个人档案；约翰 • 斯特拉特（William 
Strutt）、约翰 • 布拉克（John Brack）和布鲁克 • 安德鲁（Brook Andrew）的艺术品；三个袋狼头骨

和一具巨大的恐鸟骨架；墨尔本大学更多其他藏品。要管理数量如此巨大、范围如此之广的藏品，

大学需要建立专门的具有处理和分析能力、涵盖广泛专业领域的藏品保护设施。

澳大利亚大学藏品保护

1975 年，隶属于澳大利亚政府的博物馆与国家藏品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of Inquiry on 
Museums and National Collections）在报告中指出，澳大利亚博物馆文化类遗产的保存状况非常严峻，

并建议在澳大利亚设立藏品保护领域的研究生培训课程（PIGOTT 等人，1975，2.10)。作为回应，

图 2. 大学藏品

A. 塔斯马尼亚恶魔（Tasmanian Devil）头骨，提格丝动物学博物馆（Tiegs 

Zoology Museum）；

B. 法国圆号，Rudall Rose Carte & Co.（英国，1852—1871），c. 1908；

C. Troughton & Simms 公司生产的经纬仪（英格兰，1860—1915），c. 

1880，黄铜，测量和测绘工程；

D. 约翰 • 布拉克（1920—1999），《女王》（The Queen），1988，亚麻

布油画，137 厘米x 106.5厘米，墨尔本大学艺术藏品，Helen Brack捐赠（2012）

MELZER, SLOGGETT

当时的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即今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于 1978 年开始颁发保护资质。五年之后

也就是 1983 年，墨尔本大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

研如何设立内部的藏品保护服务部门，此时距离大

学艺术类藏品完成首次编目仅有 10 余年（墨尔本大

学，1971 年）。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文理学院的教授、

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收藏专

家，他们提议委任一名大学藏品保管人员并设立藏

品保护实验室。墨尔本大学的藏品保护服务部于

1987 年成立，在罗素（Russell）爵士和麦布 • 格里

姆韦德（Mab Grimwade）夫人遗赠的支持下，堪培

拉研究生项目的一名毕业生受聘为第一位大学藏品

保管员。

1990 年，由伊恩 • 波特基金会出资专设的波特

艺术藏品保护中心建成开放。2003 年，根据文理学

院和伊恩 • 波特艺术博物馆的联合学术倡议，“认

识到独特的跨学科合作潜力……有助于在文化资料

保护领域，为仪器设备与分析、政策与项目计划开

创新局面”，以及“巩固并拓展对外合作，提升质

量和水平”（FREIBERG 2003），大学理事会成立

了文化资料保护中心（Centre for Cultural Materials 

Conservation，CCMC）。同年，堪培拉大学宣布结束藏品保护项目（这一项目于 2009 年作为文化遗

产保护的学士学位课程重新启动，并纳入新成立的唐纳德 • 霍恩文化遗产研究所 [Donald  Horne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相关设备、学生研究论文和部分尚未毕业的学生，都被转入文化资料

保护中心（COOK 等人，2020）。

2004 年，文化资料保护中心开始培养文化资料保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首批 15 名学生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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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CCMC 2004，4），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则于 2010 年毕业。2014 年，克里普斯基金会（Cripps 
Foundation）捐赠 690 万美元，用于资助文化资料保护中心的克里普斯基金会讲座教授，并为建设新

的专用教学实验室提供资金。

图 3. 2005 年文化资料保护方向硕士课程的第一届毕业生

（后排左起）Marcelle Scott, Travis Taylor, Robyn Sloggett

（中排左起）Marianne Pommes-Tissandier, Megan Phillips, 

Alexandra Ellem, Elizabeth Mayfield, Felicity Turner, Nicholas 

Selenitsh

（前排左起）Marika Kocsis, Ilaria Poli, Elizabeth Hinde, 

Angela Rüegger, Karel Kaio, Charlotte Park

未拍照者

Susanna Collis

Petronella Nel

（CCMC 2005 年年度报告）

图 4. 格里姆韦德文化资料保护中心的教学实验室，2015 年

MELZER, SLOGGETT

虽然格里姆韦德中心的学术部门拥有 6 名教学和研究人员，但在藏品保护的基础实践工作中，

核心部分则是由中心的格里姆韦德藏品保护服务部门（Grimwade Conservation Services，GCS）的专

业管理人员负责的。藏品保护服务部门预算独立、自负盈亏，通过承接外部客户的项目获得收入，

并且提升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实现格里姆韦德中心的功能需求。也就是说，部门可以同时为学术教

学和研究以及大学藏品的保护提供支持。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很有成效。藏品保护服务部门招募了 15
名专业管理人员，每年为大约 250 个不同组织和个人客户服务，包括区域内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私

人收藏、机构和企业收藏，以及公众人士等。2019 年，他们完成了近 700 个不同的藏品保护项目。

对于大学而言，重要的是藏品保护服务部门所提供的专业技能，支持中心的硕士课程和更高学位的

研究工作，学生们可以一并接触到大学的各类藏品、科学仪器，还有当前行业的常规做法等丰富内容。

一系列的外部项目强化了运用不同院系专业的能力，丰富了化学和地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

学术人员与专业人员在大学的藏品保护方面存在显著的差距，学术人员的职责在于研究和教学

成果的影响力，并不需要在实践技能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而专业人员则是大学行政职能的执行者。

从事修复工作的保管人员又难以归入上述任何一方。格里姆韦德藏品保护服务部门通过商业服务为

专业技能提供重要支持，保障专设的商业实验室和员工，专业提供纸张、图书、照片、羊皮纸、绘画、

纺织品、金属、民族学材料、考古发掘品、装饰艺术和户外雕塑等方面的知识技术。这一模式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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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多样化藏品的保管提供了资源保证，基于不同行业的专业知识都能通过正式的教学、实习、研究

生奖学金和藏品项目监督等渠道，转化传递给藏品保护专业的学生。另一方面，藏品保护服务部门

受益于格里姆韦德中心的跨学科合作伙伴关系，从中获得专业知识和仪器设备方面的互补，从而支

持教学、研究和外部战略项目之间的共生转化。

虽然大学的藏品保护服务部门一直对外提供专业支持，但更为综合化的模式到了 1991 年才成熟，

这缘于当时获得的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两项拨款资助。第一项是“澳大利亚绘画鉴定材料分析及

来 源 文 件（1850—1920）”（Materials Analysis and Provenance Document for Authentication of 
Australian Paintings），项目的首席调查员是：大学藏品保管员罗宾 • 斯洛格特（Robyn Sloggett）、

物理学教授托尼 • 克莱因（Tony Klein）和化学教授汤姆 • 奥唐纳（Tom O’Donnell）。项目借助了美

术系和大学美术馆的专业策展知识以及科学学院的仪器设备，用以调查研究大学收藏的艺术作品的

来源、所使用的材料和技法。

客户的需求推动了主动归拢计划的发展，同时正式颁发艺术鉴定方向的研究生证书。第二项资

助是“伪造与修复：澳大利亚珍藏的中世纪彩绘手稿的鉴定和分析”（Forgery and Restoration: The 
Authentication and Analysis of Select Medieval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in Australian Collections），艺术

领域的先驱玛格丽特 • 曼尼恩（Margaret Manion）教授与斯洛格特、奥唐纳一道，担任首席调查员。

1995 年，另一个与物理学院合作开展的手稿项目，探索了利用拉曼光谱分析大学收藏的中东手稿

（Middle Eastern Manuscript，MEM）的颜料。时至今日，中心始终拥有一支充满活力的手稿研究团队，

涵盖博士生、活跃的国际访问学者，开展出版和研讨项目，并提供对外服务。能够充分体现服务部

门专业素养的是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会大厦（Parliament of Australia）的合作项目，保护联邦议会

收藏的 1297 年审定版（Inspeximus edition）的《大宪章》（Magna Carta）。这个项目又直接推动与

澳大利亚伊斯兰博物馆（Islamic Museum of Australia）在展览和公共项目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促

成中东手稿方面的收藏成为大学图书馆首批完全实现数字化的藏品之一。

传授知识和技术

将收藏纳入藏品保护的硕士课程教学，对大学来说有很大的好处。举例来说，在过去的 15 年，

纸质藏品保护方向的一年级学生一直致力于保存大学收藏的珍稀音乐的乐谱。这宗藏品中的大量 20
世纪早期音乐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重要资源，但在藏品保护领域的优先级要低很多。无论如何，采

用的低风险保存方法，非常适合开发一套用于纸质类核心藏品的保护技术。迄今为止，纸质类藏品

保护方向的学生们已经成功保存了这批藏品中的近 100 件乐谱。目前项目仍在进行中，除了满足藏

品保护的需求外，项目还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和展示潜力，并且不会加重原本就有限的保护资源的负担。

在藏品保护服务部门专家的指导下，学生可以完成一篇以大学藏品为主题的论文，所涉内容是

更加重要或保护需求难度更高的藏品。2018 年，论文项目集中在版画类藏品，包括阿尔布雷特 • 丢
勒（1471—1528）创作于 1497 年的精致的木刻版画《骑士与长矛兵》（The Knight and the 
Lansquenet），这幅作品由于此前多次用玻璃胶带修复而有所变形；一幅长达 4.5 米的 18 世纪日本

木刻地图，需要加以固定和数字化处理。另有一名学生研究了珍本藏书中 1577 年版的霍林斯赫德

（Holinshed）《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考证了有关图书装帧的重要信息，包括不同装帧特征的年代和可能的装订者姓名。

结论

本文定稿时，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宣布要“重新调整”（realignment）大学经费，因为当前人文学

MELZER, SLOGGETT



13 - 2022 年 第 14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科的开支远远高于理工类学科（澳大利亚联邦议会 2020）。回顾长期

的历史，这只是政府减少对第三产业支持一项决定（澳大利亚的大学，

2017）。面对这项政策，墨尔本大学只有将学术和专业保护的职责相

结合，并通过面向公众的服务提供专业知识，格里姆韦德中心灵活的

运营模式使之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大学的经费问题将持续存在（HURLEY 2020），因此

灵活变通和可持续的藏品保护模式愈加显得重要。格里姆韦德中心将

藏品保护纳入研究生教学和研究项目中，同时建立适应行业、自主运

行的藏品保护服务，由此维持和发展重要的专业能力和资源。这种灵

活明确的模式，通过招生、藏品管理、公众形象塑造和研究成果发布

等多个方面，为大学带来巨大的价值。

虽然藏品保护通常被认为是一项“后台”（back- of-house）工作，

但通过持续开展对外参与项目和发布研究成果，格里姆韦德的模式也

能充分发挥大学藏品的潜在价值。

图 5. 格里姆韦德文化资料方向的硕士生

Laura Daenke 正在清洗阿尔布雷特 • 丢

勒（1471—1528）创作于 1497 年的木

版画《骑士与长矛兵》，作品收录于墨

尔本大学版画藏品集 （1959.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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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大学的民俗类馆藏：过去、现在与

未来

Nadia Macha-Bizoumi & Alexandra Tranta

摘要

当前博物馆正处于一个极其注重外向性的时期，即非常关注其社会角

色和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人们认为博物馆除了休闲功能以外，还要证明自

身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并且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对话、互动和共存的空间。

本文将从希腊民俗学诞生和演变的视角，同时兼顾希腊手工艺品博物馆

（Museum of Greek Handicrafts），即今希腊现代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Greek Culture）的发展历程，研究探讨希腊大学的民俗学博物馆及

其藏品。此外，大学的收藏品被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工具，更是公

众对话和学习的潜在平台。因此，我们使用了 SWOT 分析进行评估，确

认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改变希腊大学民俗类藏品

普遍内向的现状，使之从完全纯粹提供给学术界，转变为惠及更广泛公众

群体利益的对外展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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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迪 亚 • 马 查 - 比 祖 米（Nadia Macha-Bizoumi） 和 亚 历 山 德 拉 • 特 兰 塔（Alexandra 
Tranta）

虽然最早的大学收藏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参见 LOURENÇO 2005，第 4 章），但大学博物馆却

是很久以后才在巴塞尔（Basel）第一次出现。事实上，1662年巴塞尔市议会购买了阿默巴赫（Amerbach）
的收藏（LANDOLT 1984，32），并与大学开展合作，将其与图书馆合并设在一座面向公众开放的

建筑中，从而于 1671 年建立了最古老的大学博物馆（BAZIN 1967，144）。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

物馆（Ashmolean Museum）也于 1678 年建成。随着欧洲的博物馆收藏日益普及，18 世纪和 19 世纪

大学博物馆继续发展，最终促使 2000 年国际博协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的成立 1。

作为希腊当今高等教育体系的先驱，爱奥尼亚学院（Ionian Academy）于 1824 年正式办学，当

时包括 4 个博物馆：考古和艺术学、自然历史、解剖学、化学和物理学，以及一座植物园

（ANTZOULATOU-RETSILA 2018，61），然而直至 20 世纪初，大学民俗博物馆才首次出现。希腊

大学的民俗学藏品是否还像“暗物质”（dark matters）一样不可捉摸呢（LOURENÇO 2008，
322）？为了理解这些藏品在今天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先简述希腊的历史、对大众流行文化的态度，

以及背后的塑造成因；随后，本文将依次介绍 4 所主要大学民俗学藏品的演进历史；最后则是在

SWOT 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藏品的教育功能。

1821 年 3 月，希腊人发起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直到 1830 年现代希腊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

家，当时领土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 2。希腊王国是在取得 19 世纪列强（英国、法国和俄国）承认之

后才有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但代价是从这些保护国“进口”（imported）君主（首先是巴伐利亚的奥托，

1862 年被废黜后，丹麦的威廉王子继位并改称乔治一世）。因此，在希腊建国的初期，西欧有着强

大的影响力。

希腊在独立战争之前已经兴起了启蒙运动，这是被征服的希腊人在自古以来延绵不断的历史脉

络之上的意识觉醒。在此背景下，新生的希腊国家理应关注古希腊文物的收藏、保护和保存，这些

时常得到外国人赞誉（但也有被掠夺）的文物，是文明一脉相承的证据和象征（参见 GAZI 1999 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希腊官方的博物馆表现出对希腊大众流行文化不太重视，

博物馆的政策围绕着保护那些能够激起欧洲人复兴古希腊文明的文物展开，而雅典考古学会

（Archaeological Society at Athens，成立于 1837 年）支持的官方文物机构，以及来自国外 3 那些开设

考古专业的学校，开始通过发掘来揭示文明。

因此，这一政策优先保护古希腊的遗存 4，推动第一批考古博物馆建立：包括国家考古博物馆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1829 年）、雅典卫城博物馆（Acropolis Museum，1865 年）以及

其他类似的博物馆（KOKKOU 2009）。直至 20 世纪初，随着巴尔干战争之后拜占庭与基督教博物

馆（Byzantine and Christian Museum，1914 年）的建立，拜占庭文化才被纳入官方的国家历史叙事，

紧随其后的是大众流行文化获得认可，希腊手工艺品博物馆也在 1918 年得以创建（见下文）。

1. http://umac.icom.museum/about-umac/umac-history/
2. 1828 年，在安东尼欧斯 • 卡波季斯第亚斯（Ioánnis Kapodístrias）担任总统时，早期的希腊共和国国土地理面积为 47 516 平方千米（人
口约为 753 400 人），而今天的国土面积为 131 957 平方千米（人口为 10 724 599 人）。
3. 位于雅典的法国学院（French School）是 1846年在希腊设立的第一个类似的外国机构。紧随其后的是位于雅典的德国考古研究所（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1874 年）、雅典的美国古典研究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1881 年）、雅典的英国学院（British 
School，1886 年）以及雅典的奥地利考古研究所（Austri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1898 年），这些机构的出现，主要是为解决文化外交问题。
4. 关于国家级博物馆发挥的作用，参见 BOUNIA 和 GAZI，2012。关于文物在塑造希腊民族认同中的作用，参见 SHANKS 1996；
HAMILAKIS 和 YALOURI，1996；PLANTZOS，2008；MOULIOU 和 KALESSOPOULOU，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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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历史学家雅各布 • 菲利普 • 法尔梅里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在 1830 年出

版了名为《关于当代希腊人的起源》（About the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Greeks）（Fallmerayer 
1830）的书，坚称古希腊民族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现代希腊领土上的居民实际上都是其他种

族和多元民族，尤其是斯拉夫人的后裔。为了驳斥这种说法，现代希腊需要强调古希腊与现代希腊

之间存在直接血脉联系的证据。因此，对于民间传统和文化的最初关注，正是为了追溯古希腊黄金

时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希腊风俗。

希腊民俗学研究的兴起与民俗博物馆的理念

1909 年，希腊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尼古拉斯 • 波利蒂斯（Nikólaos Polítis）（1909，1-13）在《民

俗学》（Laografía）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他们的主旨纲领，奠定了研究的理论基础。除了重视不同

的语言形式外，他对研究和确认物质文化的价值也有很大兴趣。因此，他鼓励收藏和研究传统文化

的物质遗产，并推动建立博物馆加以利用（ECONOMOU 2014，180；BADA 2005，543-549）。

虽然甫一开始，希腊民俗学会（Hellenic Folklore Society）就将创办民俗收藏博物馆作为主要目

标之一，但直到 1952 年才通过乔治斯 • 梅加斯（Geórgios Mégas）的努力得以实现（VARVOUNIS 
2015）。在 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设立民俗博物馆的必要性，并就机构的组织运作加以说明，

“这类机构的目标和工作内容不仅是获得民间艺术品，也就是精美的手工制品，……而且需要寻找

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每一个物件，以及与流行工艺有关的各种物品。民俗博物馆将收藏所有不

同类型的织布机……以及农民和普通民众日常使用或曾经使用过的其他一切物品……”（ECONOMOU 
2018，235-236）。

20 世纪初，希腊民俗学会成立之时，收藏其他传统（即前工业时代）的物品被赋予爱情理想化

的意义，其中最突出的有 1911 年成立的希腊妇女学校俱乐部（Lyceum Club of Greek Women），其

收藏的希腊服饰“构成了国家官方博物馆以外的另一种民族学博物馆”（BOBOU-PROTOPAPA 
1993）。

1918 年，希腊手工艺品博物馆（1923 年更名为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创建，旨在“通过收藏从古至今的装饰作品，打造国家级的装饰艺术博物馆”（GAZI 
2012，50）。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其目标设定和收藏内容都明显体现了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即至

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希腊主义（Great Idea）（成立一个跨越“两大洲和五海洋”的现代化国家，

包括原属拜占庭帝国、有着大量希腊语人口但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大片地区）（HATZINIKOLAOU 
2012，996）。因此，当民族问题处于聚光灯下的时候，迫切需要论证希腊文化的连续性，博物馆渴

望通过一项收藏政策来弥补上述特定的“历史年代断层”（time gap），按博物馆自己的说法就是“从

君士坦丁堡沦陷到希腊王国建立”的这段时间。

藏品最初存放在蒙纳斯提拉奇广场（Monastiráki Square）的齐斯塔拉基斯清真寺（Tzistarákis 
Mosque）（建于1759年），后来这里被改造成博物馆，但只是“在考古学指导下”的阶段（TOUNDASSAKI
和 CAFTANTZOGLOU 2005，237），理事会中没有任何民俗学家。藏品中包含了精选的“装饰艺术

作品”（decorative arts works）（HATZINIKOLAOU 2012，1000），这些被认为具有美学趣味和艺

术价值的手工艺品连接了古代和现代的希腊艺术，以此证明希腊文化的连续性。可以看出，人们根

据物品的美学价值来赋予意义，这一理念类似考古学和一般物质文化领域的历史观 /文化观（TRANTA 
2019，第 2.2.2章），即依据文明对考古文物进行分类，这种观点将物质文化和艺术史的研究联系起来。

回顾民俗博物馆的历史时，当时新成立的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的斯蒂尔彭 • 基里亚基迪

MACHA, TR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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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Stílpon Kyriakídis）教授（1939，110-116）思考藏品如何构成，他指出“民俗博物馆需要成体系

地收藏所有类别和技术派别的代表性作品，以及制作这些作品的工具，而不是根据收藏家的个人喜

好或心血来潮随意搜集某件作品”。基里亚基迪斯实际上是在批评希腊手工艺品博物馆，当时称为

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的收藏方式。

我们不知道博物馆馆长安娜 • 阿波斯托拉基（Anna Apostoláki）是否有回应基里亚基迪斯的上述

批评。查阅阿波斯托拉基担任馆长 5 年间的博物馆藏品编目卡可知，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她坚持选

择装饰华美的“手工艺品”（当地的服装、长袍、刺绣和编织品），这些都忠实地体现了希腊传统

的审美感知，也完全符合 20 世纪 30 年代对希腊民族性的追求和打造现代“希腊风”的潮流，不过

与更早出现的、立足文化延续性的民间工艺美术品的研究需求则相距甚远（MACHA-BIZOUMI 
2017，229-230）。

还应指出的一点是，除了少数个例以外，希腊第一批藏品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得到妥善记录和保存，

这就导致了藏品的存放较为随意，而与藏品有关的人和故事都被遗忘了（HATZINIKOLAOU 2015，66）。

1931 年，贝纳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建成，办馆宗旨是汇聚具有考古、艺术和民俗价值以

及历史意义的文物。同年，民俗学家科斯塔斯 • 马里尼斯（Kóstas Marínis）（1931，574-576）在《新

家》（Néa Estía）杂志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建一座新博物馆》（For a New Museum）的文章，对民俗学藏

品的征集和分类方法表示严重关切。

尽管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Greek Folk Art）本身并非民俗类博物馆，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一直影响着希腊各省设立的众多民俗博物馆（ROMAIOU-KARASTAMATI 1990—
1992）。事实上，博物馆学家斯泰利奥斯 • 帕帕多普洛斯（Stélios Papadópoulos）（2003，105）曾

提到所谓的“民俗博物馆的时尚”，这与热情的业余爱好者一样，不利于博物馆对待和展示大众流

行文化。M.G.瓦尔武尼斯（M. G. Varvoúnis）（2013）也持有类似看法，将其称为“民俗学构想”（folkloristic 
constructs），并认为希腊文化旅游的发展推动其快速增长。

希腊大学的民俗类藏品：简要的历史回顾

在教育领域，最早提出有必要创办大学的是希腊第一共和国的第一任元首安东尼欧斯 • 卡波季

斯第亚斯（Ioánnis Kapodístrias），他于 1824 年提出项目构想，但因 1831 年被暗杀而中止。尽管

1824 年在英国统治下的科孚岛（Corfu）建立的爱奥尼亚学院（Ionian Academy）被认为是当今希腊

高等教育体系的先驱（参见上文），但真正属于希腊的第一所大学直至 1837 年才在雅典创办，并于

1911 年为纪念卡波季斯第亚斯的荣誉事业而以之命名。20 世纪希腊所有的行政区域都设立了大学，

每所大学都拥有哲学学院，先后接收了这些提供学习研究的民俗类藏品。

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的民俗类藏品

1926 年，刚成立一年的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根据民俗学教授斯蒂尔彭 • 基里亚基迪斯的

倡议，开始征集民俗学藏品 5，1928 年民俗博物馆建成（Folklore Museum），承担三重使命，即教育、

科学和实践培训。基里亚基迪斯的主要目标是启发学生从事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LOUKATOS 
1978；VELIOTI-GEORGOPOULOU 1994），为此他尝试按照学科教育理念所对应的方法，通过观察

传统工艺和技术的演变，来展示一系列相似的物品。这座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关闭，

但文物和档案得以保存，并在战后归还给民俗学阅览室（Folklore Reading Hall）。

MACHA, TRANTA

5. https://www.auth.gr/en/museums_archives/laograf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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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基里亚基迪斯的女儿阿尔基 • 基里亚基杜 - 内斯托罗斯接替他担任民俗学负责人，在她的

指导下，大部分藏品都完成了拍摄并分类。作为 C. 列维 - 斯特劳斯的学生，基里亚基杜 - 内斯托罗

斯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武器丰富民俗学的内涵，避免过度关注（物

品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文化事件，聚焦其中的联系和动态”（KRAVVA 2003，246）。同时，她

围绕主题精心设计了展览更新和博物馆重组的方案。当前的常设展示内容包括木雕、陶器、金属制品、

当地服饰、机织物、实用工具，以及珍稀的微雕和手工艺品。

雅典卡波迪斯特里亚大学（NKUA）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

雅典国立和卡波迪斯特里亚大学（即雅典大学，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建于 1837 年，尽管其他很多学科较早就创办了博物馆（TROULI 2006），但直至 1964 年乔治斯 • 斯
皮里达基斯（Geórgios Spyridákis）教授才建立起大众流行文化的手工艺品收藏（LOUKATOS 
1978）。这些藏品被用于民俗学课程（VELIOTI-GEORGOPOULOU 1994），最初的功能是作为“民

俗学原始资料的手稿档案”，配套设有“民俗博物馆收藏”（Folklore Museum Collection）。

在当时，民俗学理论得到大学的民俗学教授 G. 梅加斯以及波利蒂斯的学生卢卡托斯（Loukátos）
博士的认可。梅加斯提出按照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来对民俗学资料进行分类

（POLYMÉROU-KAMILAKI 和 KARAMANES 2008，15），同时采用了社会学的观点，这使他成为

当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学界缅怀他从 1960 年至 1976 年去世期间担任希腊民俗协会（Hellenic 
Folklore Society）主席，领导征集并出版了希腊民间故事。

如今，雅典大学的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位于民俗学阅览室旧址，收藏了来自希腊、塞浦路斯和

旅居海外的希腊侨民的大约 4 000 份民俗学手稿，涵盖希腊大众流行文化的各个方面，并用当地方言

或语言习惯记录了信息提供者的姓名 6。这些手稿的整理工作，作为哲学学院学生民俗学课程的研究

作业，其中 1 303 份已经完成了数字化，研究人员可以便捷地通过“佩加蒙”（Pergamos）综合数字

图书馆系统进行访问 7。

希腊和国外学者经常查阅这个重要的语料库，这也是希腊第二大的民俗学材料资源库。除了继

续增加本科生和研究生录入的原始民俗资料外，还收藏了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与习惯法有关的文件

档案、一宗缩微胶卷档案、音乐类实物藏品、声音档案，以及民间诗人、歌手、乐器演奏家和舞蹈家，

还有旅居海外的移民、难民和流散的希腊人的自传和人生履历的档案。至于与民俗博物馆直接相关

的内容，拥有约 1 100 件由哲学系学生做出贡献的大众流行文化和民间艺术品，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数

字化。

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是在拜占庭文献和民俗研究部（Byzantine Philology and Folklore Studies 
Section）教职员工的指导下运作，并得到民俗学阅览室图书馆员的大力支持。学生们也积极参与，

尤其是“民俗学研究与大众流行文化”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帮助组织、记录、转录和实现馆藏的数

字化，从而掌握管理文化资料的技能，这有助于积累专业的实践经验。

约阿尼纳大学的民俗类藏品

1977 年，约阿尼纳大学（University of Ioannina）哲学学院的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根据总统令正

式成立，但其源起可以追溯至 1964—1969 年间，当时第一位担任民俗学负责人的迪米特里奥斯 • 卢
卡托斯（Dimítrios Loukátos）教授，为了“指导学生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教育和实践”，开始着手建

MACHA, TRANTA

6. https://fma-en.phil.uoa.gr/folklore_museum_archives/collections/
7. https://pergamos.lib.uoa.gr/uoa/dl/frontend/en/browse/col_folk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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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博物馆的收藏（VELIOTI-GEORGOPOULOU 1994）。藏品主要由学生们自己捐赠，以响应他为创

办大学民俗博物馆而发起的号召。卢卡托斯的目标是通过维护和保管文物、成体系的展览，以及丰

富博物馆藏品的构成和系统化，来指导他学生的教学和实践（BADA，2003）。

透过收藏实物的类型和分类方式可以发现，卢卡托斯在思考大众流行文化博物馆作为社会和教

育机构的时候，运用了新颖的理论和方法论。这里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其他博物馆则

根据审美标准收藏和挑选展出的文物，传统上呈现的临时展览似乎还在用碎片化的物品建立起对历

史的刻板印象。博物馆的开创者和他的继承者显然优先考虑符合主题的藏品的功能性和创造性，而

不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碎片的叠加。因此，博物馆特别注重前工业化时代农业或畜牧业的用具，以

及其他能够反映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手工制品。1978 年，博物馆收藏有近 500 件文物，到了 1993 年

增加到约 600 件，1994 年约阿尼纳大学从扬尼斯 • 察纳卡斯（Ioánnis Tsanákas）的家中接收捐赠，

极大地丰富了藏品数量。

根据 1981 年察纳卡斯订立的遗嘱，他捐赠给大学的遗产是他家里的大部分不动产和动产，包括

家居用品（衣物、家具等），以及给他姐姐的嫁妆（她一生未婚），几乎所有物品都被移交给民俗

博物馆。这些物品大多反映了迈措沃（Métsovo）山村的日常生活，那里是察纳卡斯的出生地。还有

不少重要物品勾勒出约阿尼纳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再现了从山村地区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

博物馆属于哲学学院历史与考古学系的民俗学部，其藏品都是有据可查的 8，为大学教学和研究

功能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面向当地社区开放，尝试开展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教育和文化活动。

如今博物馆对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开放。2016 年 1 月，作为首批社区活动之一，博物馆设计并实施

了一项面向小学生的教育项目，内容是“‘收藏’与‘收藏者 / 捐赠者’的概念以及他们对保护大众

物质文化的意义”。这个项目是与约阿尼纳大学美术与艺术科学系合作开发的。

塞萨斯德谟克里特大学（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的民俗类藏品

民俗学藏品资料是在大学前任校长、法学教授 D. 马弗罗亚尼斯（D. Mavróyannis）的倡议下，

于 1978 年开始系统征集的，依托他正在从事的社会学研究的背景，目标是收藏色雷斯人（Thracian）
所在的地区，其中最主要是萨拉卡察尼人（Sarakatsani）使用过的物品。在这个案例中，藏品同样已

经登录、编目，并能在网上查阅，尽管目前仅有希腊语版本 9。

民俗学教授 M.G. 瓦尔武尼斯（2000）研究的藏品包括编织品、刺绣品（tsevrés，即方巾）、男

女服饰（衬衣、有袖和无袖外衣、传统无袖荨麻 [tsoúkna] 连衣裙、围裙、头巾、腰带、长袜、传统

男士粗毛毡 [potoúri] 宽松长裤）、银器（扣环、搭扣）、木雕制品（纺锤、纺车、箱子、圣礼封印、

圣像）、金属制品（金属工具和器具）和传统乐器（色雷斯风笛）。藏品中重要的一项对应的是萨

拉卡察尼女性的围裙，这种被称为“panaoúles”的服饰，显示了穿着者的家境状况、社会阶层和年

龄层次，以及穿着的场合。根据纹饰的大小和位置，可以将围裙分为 7 种类型；最后一种图案对应

的围裙，体现的并非萨拉卡察尼风格（VARVOUNIS 1999）。为了提供一个讨论外向性的案例，

2016 年在 M.G. 瓦尔武尼斯教授的指导下，大学组织了一场临时展览，预告大学即将推出常设性的

民俗类藏品展览。展览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展示文物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历史价值（象征意义、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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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用途），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呈现藏品管理的过程，突出藏品自身的重要性，表明其作为大学与

色雷斯地区以及当地民众之间维系纽带的一种形式。之所以以“从黑暗到光明”（From darkness to 
light）作为标题，暗含了对展览内容的期许，也就是说让沉寂在贮藏室里的民俗类藏品被“阅读”（read），
逐渐出现在公众生活和交流中来。博物馆的叙事其实是以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上半叶色雷斯地区

的工艺制品为中心，让这些物品自己来“讲述”（speaking），描绘其间的联系和故事并重构轨迹脉络，

在与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对话中塑造记忆。通过展出日常性 / 实用性的物品和“正式的 / 官方的”物品，

呈现了传统色雷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色雷斯地区的人们普遍将工艺技术和艺术爱好交织而

成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位于科莫蒂尼（Komotiní）校区古典学与人文研究学院（School 
of Classical and Humanities Studies）教学楼内一个专门设计的空间，目前正在建设中，计划 2023 年

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民俗类藏品和历史与民族学系课程的关系密切，学生们参加如何管理博

物馆民俗类藏品的实践培训，并通过民俗学与社会人类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Folklore and Social 
Anthropology）的网站，协助完成藏品的文档化和数字化。博物馆旨在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提

供支持，向学术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各界传播科学研究方面的知识。

民俗学现状与大学民俗类博物馆 / 藏品的演变

作为一门学科，民俗学研究的是曾经流行的文化，而不考虑任何意识形态持续的影响力

（PUCHNER 2004—2006，16），由于主旨和方法论上的更新（VARVOUNIS 1994，86），被视为一

门与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交叉的社会科学（MACHA-BIZOUMI 2020，83）。二战以后，学科发展显

著加速，其追求的社会历史价值，“是让物品褪去不朽的光环并披上社会文化现象的外衣，让这些

静止不动的‘遗物’能够复活并回到历史的过往”（NITSIÁKOS 2008，198–199）。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变化导致两个重大且相互关联的转变，重新确立了希腊民间艺术博

物馆征集、组织和评估藏品意义的方式。手工艺品不再被视为艺术品，或是当作不可或缺和“精美”

的创作。博物馆的收藏路径逐渐转向通过记录日常生活和城市物质生活中的元素来保存传统文化。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 K. 帕帕里戈普洛斯（K. Paparrigópoulos）所揭示希腊民族史演进叙事 10 中的断

层的恐惧逐渐消解。20 世纪 80 年代初，博物馆在展示和收藏策略上有所改变，开始接受民俗学研究

会捐赠的前工业时代的各类工具和行业用品。

博物馆的展品登记册上首次出现了诸如钢锯等纯粹为传统手工艺者打造的实用性工具。随着收

购和获得捐赠，藏品不断充实。新入藏的有当代签名版的陶瓷和戏剧面具。还有反映城市日常生活

的物品，例如君士坦丁堡的睡袍，或是与大众信仰有关的物品如 ex-votos（拉丁语，意为誓言、承诺，

为感谢神的献祭）（Museum of Modern Greek Culture 2018，16–17）。

如今，2018 年更名的希腊现代文化博物馆建成已近 200 年，正在对其特征和征集方式进行重新

定义。这些手工艺品和大量的文献资料相结合，讲述着有关个人的故事。记忆的小“宝藏”（treasures），
通过不同的解读和思考，构成了个人的、家族的，并最终通过博物馆成为集体的“祭坛”（altar）。

藏品的价值并不因为艺术性或是审美性，也并非由于稀缺性，而是在于维系了与今天截然不同，但

又与彼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常生活（Museum of Modern Greek Cultur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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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2022 年 第 14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通过 SWOT 方法分析大学民俗类藏品在教育和其他更多领域中的作用

S（优势）

博物馆组织藏品，围绕着能够“激发和引导人们追忆过去，畅想可能，或是回忆自己与他人生

活的交集”的物品（URRY 2000，137）。

学习过程中利用实物对象的认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托马斯 • 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强调，任何不能通过研究实物来获得的知识都不值得学习（MARTIN 1998）。从那时起，

包括培根、卢梭和杜威在内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都主张通过基于实物对象的感官体验来促进认知

（HOOPER-GREENHILL 1992）。并且，利用实物的学习也在博物馆教育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HENNIGAR SHUH 1999），因为历史进程的产物被赋予了历史性，可以追溯从创造之时到当下的

历史轨迹。此外，实物对象的实体性和真实性有助于激发不同群体了解读者的好奇心和兴致。再者，

直接有效的实物教学推动了大学建立自己的馆藏：实物所提供的主要信息源，一直受到教育工作者

的称赞，实物的有形证据使之成为大学各领域研究和教学的宝贵工具（ANTZOULATOU-RETSILA 
2018，61），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机会。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GARDNER 1993）和建构主义理论（HEIN 2016），博物馆和基于实物的学

习都鼓励主动学习，并且阐释了在不同环境下的功效。

除此之外，目前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限制性措施，对各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涉及各行

各业（KNOTEK 等人 2020），当然博物馆在内的文化领域也未能幸免。针对数据的初步观察显示，

博物馆的专业人士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以求存续（CIOPPI 等人 2020），他们第一次以完全远程的方式

持续吸引新老观众，也知道该如何做得更好。根据欧洲博物馆组织网络（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sations，NEMO）（NEMO 2020）的数据，欧洲大多数的博物馆都在 2020 年 3 月被

迫闭馆，到了年底又因第二波疫情而再次关闭，各国政府寻求适用的紧急措施支持博物馆渡过难关，

为文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很多博物馆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档案记录，提供对当前和以往展览的数字访问，播客的数量成

倍增加，网络研讨会等活动也让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能够交流想法和经验。博物馆行业人员可能比

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实践社会共存的理念，这表明即便是闭馆期间，博物馆依旧可以作为会议场所，

成为创造性思想和观点进行交流的平台，也是凝聚社会力量的空间。

就民俗学而言，大学博物馆往往在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此外的

另一个积极因素，是许多藏品经过完整著录和数字化，随时都可以访问。

W（劣势）

至少从一开始，隶属于大学相关院系的大学博物馆就是为了教学目的而收藏实物。藏品体系的

建立反映出大学教授的科研和教学兴趣，往往见证了他们所从事研究和教学计划的重心。挑选手工

艺品的标准之一，在于其与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学生开展研究和教学项目中所能发挥的展

示潜力。共同的目标是与日常学术生活联系起来。藏品主要针对有限的专业人群：教授、学生和研

究人员，然而至少从理论上说，普通观众很难触及。并且，由于博物馆仅在工作日和工作时间对外

开放，意味着除了学生和学校社区以外，公众通常无法前去参观。所以说，“必须敦促博物馆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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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断反思自身还缺少哪类藏品和哪类观众”，亦即哪些群体在博物馆中尚不具备代表性（MOULIOU 
2018，132）。此外，还有很多人批评博物馆将藏品摆放在过于局促或是存在设计问题的空间里

（DONATELLI 等人 2018，28）。

大学博物馆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专门的人员参与建设和管理。博物馆的创建，受到教授们研究

方向的影响，很多情况下介乎研究和教学之间。由于大学的财政支持得不到保障，大学博物馆（还）

须证明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由于外向性，让博物馆将视线转向大学社区之外，这样可拓展目标群体，

增加资金来源。

O（机会）

提供的主要机会在于，年轻人在博物馆各个部门和专业中将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同样，

大学与机构之间存在跨学科合作，也为博物馆叙事提供可能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临时展览比常设陈列更具创新大胆的想法，这一现象至少在希腊的博物馆里很常见。

在塞萨洛尼基拜占庭文化博物馆（Thessaloniki’s Museum of Byzantine Culture）与塞萨洛尼基亚里士

多德大学（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合作举办的“宝贵的传统”（The Valuable Tradition）
展览，展示了两所机构收藏的珠宝和其他珍贵和特殊的物品，正如塞萨洛尼基大学民俗博物馆收藏

的阿佛洛狄忒 • 利蒂（Aphrodite Liti）创作的当代雕塑。

如今，希腊不少大学正在努力创造条件，为了让更多人能欣赏他们的藏品。有人认为，大学博

物馆可以利用空间在学生科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STANBURY 2000）。除了大学生以外，大学

藏品也能为中学教育提供支持。本着“学习如何去学习”（learning how to learn）的精神，学生们可

以了解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例如藏品记录、科学推论——乃至科学本身（参见 BANOU 等人 
2018，203；THEOLOGI-GOUTI 和 VITORATOS 2018）。还应注意到，互动体验（即动手和动脑活动）

激发了学生们参与科学实践的兴趣和热情（DE SCHRIJVER 等人 2018，53）。就民俗学而言，小说

家乔吉斯 • 约安努（Geórgios Ioánnou）的做法很值得借鉴，他在担任文学教授期间，委托学生帮助

寻找一手资料 11。

不过在民俗学领域，有几个常设和临时展览的优秀实践案例特别能体现出希腊民俗学的当代视

角，预算也相对较低。常设陈列可以举出伯罗奔尼撒民俗基金会（Peloponnesian Folklore 
Foundation）的展览，或是以“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里的民众与工具”（People and Tools at the 
Museum of Greek Folk Art）为标题的展览，临时展览的案例则包括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的百年纪念展，

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举办的以服装刺绣装饰为主的“Xóblia”展，以及塞

萨洛尼基拜占庭文化博物馆的“宝贵的传统”展。这些都值得大学博物馆借鉴。

数字技术帮助博物馆改变了观众体验。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环境下，博物馆提升观众

数量的主要策略之一，似乎就是加强和 / 或改善自身的数字存在（INTERREG EUROPE 2020）。博

物馆开发已有的数字资源，诸如虚拟藏品展示和社交媒体账号，还在社交媒体（例如针对当地话题

和目标的作品）、流媒体、虚拟导览、在线展览、游戏、教育内容和其他类型的活动（EUROPEANA 
2020）等方面制定了数字计划。

在这一环境下，博物馆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参观时的用户体验，但同时也要进一步研究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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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以开发更为有效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序（MOHD NOOR SHAH 和 GHAZALI，2018）。在希腊，

充分利用数字资源的博物馆包括国家考古博物馆（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塞萨洛尼基视

觉 艺 术 博 物 馆 大 都 会 联 盟（Metropolitan Organisation of Visual Arts Museums of Thessaloniki，
MOMus），以及同样拥有民俗类藏品的贝纳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希腊政府网站同时提供

了一份免费参观的博物馆名录 12。疫情期间发起的“我心中的博物馆”（The museum inside me）倡

议也很重要 13，“观众们”（visitors）受邀将他们最喜欢的物品及其背后的故事发布在一个完全由他

们自己创建的“数字博物馆”（digital museum），这个做法表明，物品背后的人及其故事也愈加显

得重要。

Τ（威胁）

希腊的大学博物馆大多通过教授们在研究过程中收集物品而逐渐形成，其目的是为学生创造第

一手的教育资源。尽管如前所述，许多所谓的博物馆尚未达到基本标准，比方说拥有适宜的展示区域。

直至 1974 年，博物馆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教育部拨款。经费极其有限，通常由馆长兼任业务负责人，

这也是唯一的一位工作人员，其他都由志愿者担当（PAPASTATHOPOULOU 2005）。当前由于经济

形势不太乐观，博物馆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社会联结。最近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马

蒂诺斯（Martínos）家族为雅典大学考古博物馆提供资金，表明大学博物馆的外向性最终（也）能为

学术界带来助益。还有一些大学博物馆会开展具有外向性的有趣活动：例如古生物博物馆（Museum 
of Palaeontology）定期举办“开放日”活动，而安德烈亚斯 • 辛格罗斯医院（Andréas Syngrós 
Hospital）的性病和皮肤病博物馆（Museum of Venereal 和 Dermatological Diseases）也在百年院庆之

际举办了一场当代艺术家的临展，并取得巨大成功（MELANITIS 和 KARASTERGIOU 2007）。

结论

大学民俗类藏品体系的建立、构成和展示，反映了希腊民俗学专业多年来的演变过程。如前所述，

现今博物馆的讨论聚焦于物品背后的故事和人物。这是因为大学博物馆已经处于民俗学科研领域的

“先锋”地位（at the vanguard），同时也是跨学科的支柱，多学科（民俗学、博物馆学、藏品保护等）

的交汇点，能够更为友善地对待观众。

受到疫情影响，大学教师们掌握的在线学习方法有助于远程将博物馆转型为对话交流和凝聚社

会力量的平台。疫情期间，西阿提卡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Attica）开展了一项研究课题，在与博

物馆观众交流时，其中一位非常精炼地总结了观众对今天博物馆的期许：“连贯有序的叙事，用现

代的方式讲述传统故事，使人信服而非说教，敢于展示艰难的话题，（……）让我们对文化有了显

著需求”。这些方面都值得大学民俗博物馆尝试探索，很有可能取得关键性的成功。事实上，大学

民俗博物馆也可能将这场疫情转化成为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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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物件介入：大学提供给失智症

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服务项目

Jane Thogersen, Gina Hammond, Andrew Simpson,
Rhonda Davis, Kate Hargraves & Leonard Janiszewski 

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结合艺术疗法和回忆疗法，帮助失智

症（老年痴呆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这个名为“艺术与物件介入”（Art 
and Object Engagement，AOE）的项目，是由两所大学校园里的博物馆合

作参与的，以参与文化活动受限的人群为目标，涉及艺术和社会历史类藏

品。项目具有明确的开放性、探索性架构和基本方法原理。本文对项目在

参与者中产生的积极影响作了定性分析。还有人认为，诸如此类项目在高

等教育中创造性地利用藏品资料，通过教学、研究和交叉参与相结合的复

杂生态系统，支持大学完成三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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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文化活动会影响幸福感。纵向研究显示，经常参观博物馆可以降低失智症的发生率

（FANCOURT 等人 2018）。还有人注意到艺术能让失智症患者在社交和行为上发生改变（De 
MEDEIROS 和 BASTING 2013）——为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制定了一系列方案（HULME 等人 
2010），包括在美术馆开展的干预措施（CAMIC 等人 2016）。艺术疗法的作用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也扩展到一般性的缓和治疗（PRATT 和 WOOD 1998）。同样，回忆疗法也被发现对失智症患者的

情绪和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COTELLI 等人 2012，ALLEN 等人 2018），“人生故事的工作”（life 
story work）是一种特殊的、广泛应用于各种患者的干预性措施（McKEOWN 等人 2006）。

失智症是一种逐渐损害认知功能的疾病（SCOTT 和 BARRET 2007），大量文献和轶闻证据表明，

参与艺术和历史活动有助于提升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尽管尚不明确其

中的诱因。不过，新的研究开始衡量并尝试量化这些干预措施的积极影响（例如 CHATTERJEE 和

CAMIC 2015，MORSE 和 CHATTERJEE 2018）。根据估算，2010 年全球有失智症患者 3560 万人，

且这个数字每 20 年将翻一番（PRINCE 等人 2013）。为了应对预估的变化，有人认为需要重新思考、

规划，甚至重新定义失智症（HUGHES 2014）。

澳大利亚有超过 40万人患有失智症。澳大利亚老年护理机构中有超过 50%的老人患有这一疾病，

并且数字还将急剧增加。在澳大利亚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将近十分之一都患有症状。据推测，

到 2028 年，失智症患者的总数将超过 58.9 万人，到 2058 年更将超过 100 万人（HealthDirect 
2019）。失智症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AIHW，2019）。

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澳大利亚悉尼）的项目，旨在满足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日益增长且多样化的老年护理需求，研究历史和艺术在老年护理中的潜在助益，以及

接受护理的老年人及其护理人员如何利用大学藏品资料，共同分享和创造历史文化知识。

“艺术与物件介入”是麦考瑞大学的一个推广项目，利用大学收藏的当代艺术和社会历史类藏品，

参与建立可持续的社区联系。项目融入多学科学习和教学计划。对于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助益颇多。

本章将概述项目的机制内容和历史背景，之后再以初步定性的数据作为主要依据，分析对多位

受益者的帮助。举例来说，项目的参与者通过口述分享他们的生活故事，生成历史内容，再由博物

馆编辑和存储。这就创造了可供不同受益者使用的新知识。访谈数据可以用于研究和展览，同时能

让失智症患者和其他人了解其口述内容的价值和生活故事的意义。这个项目为公众史学、博物馆研究、

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实习机会。

我们认为，拥有实物收藏的大学最适合开展此类项目，利用研究和实践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复杂

的生态。

机构设置

麦考瑞大学是悉尼的第 3 所大学，建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地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同其

他许多大学一样，通过征集藏品支持教学活动（SIMPSON 2012）。前文已详细介绍了大学博物馆及

其藏品的体系背景和不同的价值观（SIMPSON 2017）。虽然大学的网站显示有 7 座博物馆和收藏馆，

但本文所述项目只涉及其中的 2 个，一是位于文学院的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Australian History 
Museum，AHM），一是位于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和收藏馆集群的麦考瑞大学美术馆（Macquarie 
University Art Gallery，MU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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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隶属于现代史、政治和国际关系系（Department of Modern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博物馆拥有超过 14 000 件藏品，反映了澳大利亚从殖民前至今的历史。

这里最初是提供教学使用的收藏陈列室，1996 年对外开放。展示和收藏主题涵盖澳大利亚原住民、

移民、妇女、战争和社会等内容（THOGERSEN 等人 2018）

1967 年成立的艺术收藏馆，其发展主要得益于捐赠者的慷慨。这些藏品体现了澳大利亚社会重

要的文化批判价值观——景观、环境、人和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以及在全

球不断变化中所处的地位。大学的艺术收藏馆也为内部策划的展览提供支持，这建立起大学美术馆

与麦考瑞大学在学习、教学和研究方面的联系。不断变化的展览计划始终密切聚焦当代社会的主题，

为学术活动和非正式学习提供机会。在机构制度方面，艺术收藏馆和美术馆的管理架构都是经过多

次改革才形成了如今的状态（HAMMOND 等人 2012）。

根据麦考瑞大学的办学宗旨，学校定位为一所服务型和参与型大学。大学近期设立了 5 个主要

研究领域，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同其中的“健康人群”（Healthy People）和“弹性社会”（Resilient 
Societies）2 个研究领域有关（Macquarie University 2019）。大学美术馆、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与社

区的失智症专家、老年护理机构以及学术研究中心建立了研究合作的伙伴关系，成为机构的一项公

民参与计划以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目的是包容失智症患者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项目与大学的健

康战略和复原力战略重点相一致，旨在提供可能改变世界的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项目已经增进了人们对于大学藏品的了解。这种以校内为主的影响力

也很重要，毕竟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为博物馆及其藏品制定过任何机构层面的战略规划

（SIMPSON 2017），多年来博物馆及其藏品在治理模式上存在脱节（SIMPSON 2012）。项目重点

聚焦跨馆藏品之间的合作，目的是证明藏品在高等教育中具有创造性的潜力。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同时服务于大学的三大使命。通过参与和社区介入（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PACE）项目服务教学这一首要任务。参与和社区介入项目是大学近期推出

的一项新的课程计划。所有学士学位的课程，都至少包括一套参与和社区介入项目的实践学习活动，

通常作为在合作组织的实习。通过艺术与物件介入的项目，为多学科的学生提供观摩和参与的机会。

同时通过将艺术用于老年医疗护理的跨学科尖端研究，为大学的第二项研究使命提供支持，历史学、

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以及老年护理从业人员也可以利用相关的研究成果。

鉴于项目通过艺术、历史和记忆生成提供治疗方案，为老年人及其护理人员的福祉做出贡献，

因而可被视为支持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三项使命。这也是高等教育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方面

（BENNEWORTH 等人 2015），尽管很多人批评第三项使命可能影响到大学的学术身份，但机构层

面实施的战略管理正变得日益普遍（例如 WATERMEYER 2015）。

虽然麦考瑞大学的博物馆及其藏品在实现第三项公众参与的使命中，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性策略，

但此前也有过一些尝试。大学美术馆曾为当地老年护理之家的居民举办艺术活动，广受欢迎，反响

良好，但由于资金所限，项目时常中断（SIMPSON 等人 2004）。麦考瑞大学于 2001 年设立了一个

艺术与失智症项目，但由于缺乏资源和资金，项目于 2005 年停止运作，直至 2011 年才作为与当地

老年护理机构合作的试点项目重新启动。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s Art）
与阿尔兹海默症项目的专家团队提供了为期两天的培训课程，丰富了相关活动。通过此次培训，我

THOGERSEN, HAMMOND, SIMPSON, DAVIS, HARGRAVES, JANISZE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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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建立了一个关于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的有效概念框架，并于 2018 年成功申请到新南威尔士州家庭

和社区服务部（NSW the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的“宜居社区补助金”。

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大学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学实践的前沿实验

场所的设想（ÖZDEMIR 和 GOKMEN 2017，ASHBY 2018）；二是将博物馆空间用于社会公益工作

的设想，这种情况下涵盖了边缘化群体，被称为博物馆“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cy）的模式（SANDELL 
2017）。虽然许多博物馆已经接受了这一理念并且正在开展工作，旨在通过社区的参与性实践对观

众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还很少有记录在案的实例。

项目特征：开放式的探索

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通过创造性地利用麦考瑞大学收藏的当代艺术品和社会历史类实物来服务

失智症患者。项目包括组团参观大学美术馆，提供社会历史类藏品，尝试引导参与者之间进行对话。

经过参观和讨论后，参与者、护理人员和主持人一起享用早餐或下午茶。艺术与物件的融合，也是

艺术疗法与回忆疗法的实验性融合。我们发现，那些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有关的物件，是对话、

叙事和回忆的最佳触发器。这也是多感官触发器，不仅可以通过视觉，还可以通过听觉、触觉、嗅

觉乃至味觉，因此要在艺术治疗中采用视觉和认知维度以外的新维度。

选择项目的物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必须只选用项目工作人员熟悉的物件，使他们能够

轻松地开展开放式的口头交流。大家都知道这个物件吗？对于年轻的参与者来说，是否能一眼认出

这个物件？物件与他们个人生活有没有联系？能否让人联想到年轻时候发生的某些事情、人物或故

事？物品是否包含熟悉的功能、设计、气味等等？是否看起来很奇怪？有的时候，如果奇特或古怪

的物件能够触发人们的好奇心，往往也能成功地引出话题。物件能带来多感官的体验吗，触摸物件

会不会受损伤？

项目实施方面，主持人认为如何使用艺术品和物件并无对错之分。可以从起点开始，将物品传

递到小组的任一个人手里。所有的回应都是积极的认可和鼓励，没有错误之说。发言者故意避开与

记忆直接相关的问题，诸如“你还记得这件物品是什么吗？”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提出“这件物品会

是什么呢”或是“你觉得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样的问题，来寻找与个人有着关联的记忆。

项目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简单。与其他对外的团体活动一样，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为参与者

提供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社交体验，探索剖析艺术作品和博物馆的藏品并触发联想的故事。每次谈话

都是由项目协调员发起的，之后参与者就会被鼓励自由地进行交流，经验表明这样做的效果更好。

由于我们愿意与参与者互动并尊重他们有些特别但同时也非常有意义的想法，我们对于自身藏品的

认知也有了很大提升。

具体实例方面，一位 70 多岁的男士最让人动容，他很少说话或与其他人互动。然而，当拿到大

家轮流传递的一根原住民用来捕蛇的木制工具时，他的眼里立刻有了神采，并用接下来 10 分钟时间

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原住民乡村的生活经历，包括如何和当地朋友一起玩耍，使用一样的工具出去

捉蛇。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工具经常被大学生用于物件分析，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立即看出它的用途。

在一个疗程中能看到这样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有启发性的，一段深刻的记忆通过这个不寻常的物件

被揭开了。

THOGERSEN, HAMMOND, SIMPSON, DAVIS, HARGRAVES, JANISZE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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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参与者需要花时间观赏艺术作品、做出反应和开展讨论。麦考瑞大学美术馆会按照

六到八周的时间间隔，定期举办不同的展览。项目主持人直接使用当时正在展出的作品即可。因为

项目的目标仅仅是激发反应，并不涉及任何形式的结构化学习。有趣的是，项目中使用的很大一部

分作品都属于抽象艺术，根据主持人的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些细微之处特别容易唤起记忆。参与项

目的老年人都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人际关系，在适当刺激下很容易对眼前的艺术作品产生丰富而

深刻的理解。由于能做出反应和开展讨论，参与者会产生强烈的行动感和关联感。艺术作品激发出

不同的情感，对每个人来说，每幅作品都可能与日常生活产生多重联系，并可以让他们明显感到这

些日常生活更有意义。

主持人会避免回忆疗法式的直接性问题，而是更多采用谈话方式和一般性假设，类似物件可能

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艺术与物件介入这一项目必须足够流畅灵活，我们也希望达到这一点，

通常会安排 3 到 8 名参与者参加长达 2 小时的活动，邀请他们加入有关艺术作品、藏品实物的开放

式讨论，以及分享茶点、咖啡、蛋糕的社交活动。

随着项目的展开，我们又为居家的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开发了类似的新课程。这些患者及

其护理人员在活动初期表现出的参与度和互动程度让我们感到惊讶。最初，我们认为护理人员会利

用失智症患者参与活动的机会暂时离开病人身边，并与其他护理者聊天，获得一些喘息和放松的机会。

然而事实表明，护理人员同样希望参与到活动中去。根据我们的了解，由于活动内容简单易学，他

们中的一些人回去后会尝试用家里找到物品和艺术品来触发失智症患者的反应，并获得很好的效果。

截至目前，已有数百人通过大学的项目参观美术馆，加入每次有 6 到 12 名参与者和 3 到 4 名护

理人员参加的讨论会。讨论会上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让参与者和艺术作品进行互动，分享自己的认知

与故事，这赋予了参与者强烈的幸福感和归属感。项目也因此大获成功，并开始通过合作拓展至大

型和小型的老年护理机构。

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的成功归功于许多关键因素，包括使用代表澳大利亚社会历史的藏品（例

如 19 世纪的黄油模具、20 世纪 60 年代的飞机果冻盒，或是当地特有的鸸鹋的叫声器）和当代艺术

作品（例如 Ildiko Kovacs、William Dobell 和 Judy Cassab 的作品）来作为话题道具。通过两个系列之

间的合作，我们得以在较为舒适和安全的美术馆空间中，跟参与者一起探索奇特或熟悉的物品，并

努力让每个人都能有所收获。项目提供了更好的感官和触觉的综合体验，超越了传统美术馆“欣赏

但不可触碰”（look but don’t touch）的限制，能够鼓励失智症参与者尝试接触文化藏品、与主持人

交流并获得更重要的彼此接触。

最初，项目在吸引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整个项目采用了多种招募手段，

这包括：在活动时分发传单，请“澳大利亚失智症”（Dementia Australia）机构帮忙分发推广，在当

地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参加“扶轮社赞助”（Rotary-sponsored）的失智症活动并演示物件介入的

案例方法，以及在社区失智症护理专家中建立口碑。最成功的招募方式是参加扶轮社运营的“D 
Caf”（失智症咖啡馆）活动，向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提供项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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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定了 2018 年和 2019 两年的居家失智症患者活动日历。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每月有两次

活动，从 2019 年上半年起，项目改为在每个月的一个固定日期举行一次活动，结果我们发现以半年

为单位的活动计划效果更好，新注册和继续参与的人数都有所增加。

在 2018 年，我们与失智症护理专家蒂姆 • 英格兰（Tim England） 合作开发了针对护理人员的培

训和互动课程。有趣的是，我们原本打算尽量让课程的参与者放松和享受，但他们远比我们设想的

要积极得多。

成果探讨

就大学的首要使命而言，项目的成果在于开发藏品并将其融入多学科的学习和教学计划，让学

生体验到人文伦理的应用、观察研究的设计和实施、文献综述、报告和战略规划。同样，对于大学

的第二个使命来说，项目合作拓展了藏品的研究潜力，重点包括衡量参与度、质量保证、行为影响

和效益，以及对历史叙事的贡献。项目还与社区失智症专家、老年护理机构和学术研究中心建立了

研究伙伴关系。在提高相关藏品曝光度的同时，项目还有助于催化和支持心理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包括音乐与物件的介入作为认知触发因素的对比研究。此外，对于研究如何让失智症患者在美术馆

接触当代艺术品和社会历史物件方面，项目可以提供直接的支持，并将重点置于关注参与者在活动

中和活动后对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

项目已经与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人员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2019 年，这一项目与麦

考瑞大学应用史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History）开展合作，初步探讨了如何利用活动中产生

的信息为历史记录做出贡献，同时也考虑到观众提供的记忆的有效性问题。新的研究伙伴关系包括

麦考瑞大学的“老龄思维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affolding the Ageing Mind），以便更好地了解利

用社会历史物品和艺术品与失智症患者交流的影响和好处。研究将使我们能够与麦考瑞大学应用史

学研究中心密切合作，探讨如何将活动中产生的丰富叙事纳入历史记录。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增强

了校内研究人员对藏品的认识，一些研究人员正利用藏品支持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研究。

项目还成为跨学科学生项目的来源。来自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历史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

参加了社区介入项目的学生实习团队都曾观摩项目活动，并在事后报告中提供了宝贵的反馈。许多

学生表示，他们非常喜欢跨学科团队的工作机会，在与同伴的讨论过程中接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

他们参与的工作包括提供活动参与度报告和项目分析，其中涵盖了项目改进建议、文献综述、带有

注释的参考书目、物品分析以及根据活动经验提出的藏品选择清单。在观察研究时，他们需要关注

患者的参与以及群体对不同作品和物品的反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协助完成了可以推广到其他组织

的全套规划。

在第三项使命方面，来自护理人员的项目定性反馈非常令人鼓舞，根据相关的传闻报告，活动

期间和活动之后参与者的健康程度（包括减少焦虑）、社交和沟通（包括演讲）的能力、参与能力

和回忆水平都有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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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利用藏品的方式，还为研究经费和项目资助打通了之前封闭的渠道。获得家庭和社区服务

部的“宜居社区”（Liveable Communities）拨款后，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团队能够为其他有意向的

采用失智症友好项目的文化机构举办培训课程。来自悉尼的失智症护理专家蒂姆 • 英格兰合作完成了

研究项目。我们还利用这笔捐赠印刷资料，包括建议的开场白、物件和艺术作品的选择，目的是方

便护理人员在家中实施项目，此外还有一本介绍悉尼及其周边文化设施的小册子，这些设施都有为

失智症患者设置的友好空间（HARGRAVES 等人 2018），重点包括可达性、规划、停车和交通，以

及平均停留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护理人员更放心地陪伴失智症患者外出，去他们喜欢的地方。

除了广泛分发的 1500 份印刷材料外，我们还提供数字版本下载。此外，我们还为希望持续实施活动

的护理人员制作了信息表。

我们也有机会为其他艺术和文化机构提供培训，使之能够更加友好地对待失智症患者，并且考

虑开展类似的项目。参与培训的包括戈斯福德美术馆（Gosford Regional Gallery）、悉尼歌剧院（The 
Sydney Opera House）、赫斯特维尔美术馆（Hurstville Gallery）和悉尼生活博物馆（Sydney Living 
Museums）的工作人员。还有许多其他组织提出了培训请求，目的是让空间能够吸引相关受众群体，

自行开发类似的项目。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举办了 14 场活动，为大约 150 人提供服务。在此

期间，我们分发了 2000 份纸质材料并记录了 280 次资料下载。“澳大利亚失智症”机构、蒂姆 • 英
格兰引荐的“扶轮社”，以及悉尼生活博物馆的部分场馆和上述其他文化场所都使用了项目开发的

资源。

我们曾考虑拍摄活动过程的视频但最终放弃，主要原因是参与者可能担心视频的隐私问题。不

过在获得参与者的同意后，我们决定采用适度的照片来代替视频录制。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对这个方

案都能接受。除了分享我们和参与者的照片外，活动结束后也可以利用这些照片发起交流。报告显示，

在健康和幸福感方面，项目都获得了积极的反馈。居家的老年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都表示孤独

感有所缓解，他们双方之间的关系也由于共同参与项目的经历而得到加强。

虽然最初我们曾计划在每次活动后进行在线或书面的调查，并准备了在线反馈表。但从第一次

活动开始，我们就发现护理人员根本没有时间或无法及时提供有意义的反馈。因此我们认定，要想

评估活动的质量和影响，最好的办法是与参与者进行非正式的谈话。

所有的参与者都表示他们喜欢活动并认为自己能从中获益，有 90% 的参与者会再次参加其他活

动，并表示有兴趣继续参加，有 60% 的参与者认为在他们回家以后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护理人员都

喜欢这个团体活动，因为能和自己照护的人一起融入社会。护理人员和患者都希望能进行实际的艺

术创作。尽管这并非项目的既定内容，但在听取参与者的反馈后，我们尝试了联合艺术创作活动并

将其纳入了项目。所有的参与者都表示这项活动很好。我们认为可以视为一种从创造性言语认知交

流发展到创造性肢体认知交流的参与互动拓展形式。

或许对活动主持人而言，最大的收获来自我们首次的居家护理课程。原本有三对夫妇预约参加，

但其中两对在最后一刻退出了。由于参与者的特殊性，临时退出是项目全程都存在的一个棘手问题。

当时我们担心首次活动会失败，但结果却恰恰相反，通过那次活动我们意识到，相对于老年护理机

构的小组活动，为居家失智症老人及其护理人员准备的活动有很大的不同。一位男士在听说项目之

后带着他患有中度失智症和语言障碍的妻子前来参加。活动中，他凭着直觉鼓励妻子参与，在恰当

的时间介入或放手让妻子自由发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调整了自己的介入方法，以确保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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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积极参与。对于主持人来说，听到那位妻子对艺术作品和社会历史物品的深入分析是非常有

价值的。活动结束时，那位男士表示他很期待在回家后尝试用妻子年轻时的物品来触发夫妻间的交流。 

以下是项目成果 / 效益的摘要：

• 艺术作品与物件的结合，让人产生更深层次的多感官参与。

• 接触当代艺术和社会历史类物品能够有效改善失智症患者的情绪和社会幸福感。

• 让参与者表达想法、故事和感受，有助于减轻孤立感。

• 项目作为沟通工具，提升了社交性。

• 通过学习和教学计划整合资源并获得大学支持，让学生获得全新的学习机会。

• 通过交叉关联的材料推动叙事发展。

• 工作人员担任主持人 / 演讲者有助于建立和发展信任感。

• 为工作人员和学生提供培训机会。

• 提供目标明确的藏品触发案例。

• 通过特殊的观摩反馈再评估藏品，提供全新开放的视角。

• 为启动新的展览和研究提供模板。

• 让藏品成为机构内多学科合作的媒介。

• 提高对藏品的认知度，为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支持。

• 让学生有机会体验人文伦理应用、观察研究、文献综述和报告机制。

与社区专家、老年护理机构和学术研究中心建立研究伙伴关系。

结语

麦考瑞大学的艺术与物件介入项目，采用了大学收藏（美术馆、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多学

科研究人员、学生、行业合作伙伴和社区多方参与的创新合作模式。对失智症患者来说，前往艺术

博物馆接触当代艺术作品和社会历史藏品有助于改善情绪，提升社交幸福感。项目鼓励通过社交互

动来触发思维和叙事，探索了记忆对历史记录的贡献。藏品方面的合作有助于丰富项目活动内容和

感官体验，支持更深层次的参与。项目创造性地利用了大学收藏的物品和作品。新的视角，也为藏

品利用和策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参与者、项目主持人、学生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知识共享也可以为

未来的藏品利用、研究和展览规划提供参考。在提升大学形象和声誉的同时，项目还提供了亟需的

社区服务，同时将项目融入多学科学习、教学和研究框架，确保可持续发展和不断提高。对于参与

者来说，项目能够帮助改善其行为、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强化刺激和减少化学药物的干预。艺术

与物件介入项目支持以合作的方式开展多样化的藏品、研究和策展实践，让数量不断增长且在许多

方面被边缘化的受众获得富有意义的回应。通过与社区合作，项目为失智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提供

了更多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项目在目前的模式下已经运行了将近 5 年，提供的课程惠及多个老年

护理机构和社区团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创造性地利用藏品材料可以提升幸福感，本项目只是一次尝试。研究表明，

高等教育机构拥有巨大的潜力来造福大量其他类似的边缘化社会群体，开展更多对社会有益的干预

性和参与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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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文最初起草于 2019 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影响了世界各地大学博物馆的工作，艺术与物

件介入项目和本文的写作都曾被迫中止（SIMPSON 和 LOURENÇO 2020，CIOPPI 等人 2020）。疫

情期间，麦考瑞大学裁减员工数量，停止并重组了学术项目。现代史、政治和国际关系系与古代史

系合并为一个新的历史与考古学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澳大利亚历史博物馆

也与古代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Ancient Cultures）合并组建为新的麦考瑞大学历史博物馆（Macquarie 
University Histo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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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博物馆的原住民教学法：

做好去殖民化的准备 
Lainie Schultz 

摘要

本文探讨的是大学博物馆“去殖民化”的意义，作为混合了西方权威

话语的空间，博物馆呈现和叙事的内容表现了殖民过程；通过引入自我定

位、故事创作和约定等原住民研究方法，实现潜在的转型。本文的结论是，

通过在博物馆的教学实践中应用上述方法，可以为讲故事做好准备，让我

们关注自身学习的内容和方式，进而帮助大学完成去殖民化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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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许多博物馆领域的从业者来说，“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术语，

毕竟经常被提到 1。不过尽管使用频繁，但其实际意义并不明确——如何实现去殖民化，或者说经过

去殖民化后的机构是怎样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分别需要承担哪些责任，需要建立怎样的联系才能

支持这项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清晰。我们并不奢望能给这个术语绝对的定义，也不强求有

普遍适用的行动过程，本着认真对待去殖民化的精神，我们更应当关注如何或是为何要去殖民化，

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什么，又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本文探讨了去殖民化对大学博物馆的意义，作为混合了西方权威性和代际再生体的空间，博物

馆所分享的展示和叙事内容，大量都与殖民过程有关；支持（或强制）呈现特定知识和知识生产的

类别，以及赋予的地位、权力和领导权。在此，我特别关注博物馆在服务大学课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包括接待课程参观、参与技能传授、传播信息和塑造高等教育的教学体验。我特别提出应将原住民

研究方法应用于大学博物馆空间的教学实践，以及如何改变我们对待不同民族及其知识的方式。原

住民研究方法和基于藏品的学习都要求参与者在对话的过程中保持自我意识；能够确定彼此的相对

地位；通过协作和社区活动创造意义，并将两者相结合，使大学博物馆成为具备批判性反思的教育

场所，并为去殖民化的实践做好准备（KOVACH 2013；SCHULTZ 2018）。因此，我主张大学博物

馆成为本土原生知识生存的土壤，如果为其施肥浇水，就能促进茁壮成长，从而避免学术界的同质化。

通过这种方式，大学博物馆可以帮助前来参观学习的学生做好去殖民化的准备，引导他们发现殖民

主义对自己和所学知识的影响，让他们寻求或分享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的知识，进而为更全面地改造

大学或是学生未来的工作环境创造可能。

作为一名阿什肯纳兹（Ashkenazi，即德系犹太人）移民的女性后裔，我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启发

了这些想法和观点，我拥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教育背景，主要研究方向是原住民权利和博物馆，我

目前在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的学术

合作部（Academic Partnerships Department）工作，并在马萨诸塞州传统地区生活。

前提，再谈去殖民化

任何去殖民化的项目都需要深思熟虑和明确目的，被列为实践目标的项目更须如此。具体而言，

应当特别注意不要曲解去殖民化，因为把这一主题想得过于简单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不仅不能改变

现有的结构和做法，还会导致原住民比起在殖民制度下更加劳心费力，同样还可能让某些机构虚称

已有所改变而误导世人（参见诸如 KASSIM 2017；CAIRNS 2018；2020）。总之，简单地使用“去

殖民化”作为机构的标语或愿景，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做法。

对于去殖民化的意义，我认为伊芙 • 塔克（Eve Tuck）和 K. 韦恩 • 杨（K. Wayne Yang）（2012）
的表述最为清晰明确。他们坚称去殖民化并非一个隐喻：“这不是将原住民政治转变为西方的解放

学说；也不是‘帮扶’（helping）危难和困苦的慈善行为，不能代表反抗压迫的斗争……去殖民化

1. 本文撰写于美国，围绕美国的定居者 - 殖民者的殖民经历以及与原住民的关系展开，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希望了解有
关美国国内的主要机构在“去殖民化”方面推动改革的最新优秀实例，请参阅博物馆去殖民化研究所（Museum Decolonization Institute）
和阿贝博物馆（Abbe Museum）的战略计划（https://abbemuseum.wordpress.com），以及美国的博物馆《殖民地的路径政策》（Colonial 
Pathways Policy）和其他去殖民化倡议（原名人类博物馆 [Museum of Man]；https://museumofus.org/decolonizing-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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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社会正义的代名词”（TUCK 等人 2012，21）。倘若错误地理解去殖民化，并且不加批判地将

其纳入更大范围的所谓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我们的行为就是在帮着殖民者脱罪——缓

解他们的负罪感和责任感，让他们虚情假意掩饰自己，然而“不放弃土地、权力或特权，也根本不

做出任何真正的改变”（TUCK 和 YANG 2012，10）。

我们也不应该将“包容”（inclusion）的过程误认为是去殖民化，即通过将边缘化群体纳入主流

意识制造的领域来抵消排斥——在这些领域，主导者只是通过呼吁对话来维持其相对地位，并且拥

有解释话语的特权（JONES 和 JENKINS 2008，478）。包容不仅可能强化现状，甚至要求原住民将

他们的知识带入西方化的机构，例如大学，这将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知识有可能处于被进一步误解、

擅用和忽视的风险之中（KOVACH 2009，12）。

去殖民化也不仅仅是批判殖民者的殖民主义。这是我们经常（而且理所当然）在博物馆和大学

机构的历史中发现的一种做法，这种趋势同样存在于学生和其他人群中。虽然上述机构承认重要人

物存在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偏见，或是参与了奴隶制和殖民经济并从中获益，但这也主要聚焦于

白人殖民者的举措和行动，而忽视了原住民的历史贡献和保护社群的作用（CHAMPAGNE 和

STAUSS 2002，8）。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原住民不应只是被动参与。

那么回过头看，去殖民化究竟是什么，同时又不是什么呢，“去殖民化最终要推翻殖民体系，

而不是对现有制度进行微调，使其对原住民相对友好，或是减轻压迫。现有制度存在不可弥补的根

本性缺陷”（WILSON 和 YELLOW BIRD 2005，4）。此外，“原住民若非生活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就没有实现去殖民化”（SMITH 等人 2019，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原住民的抗拒，是去殖民化

过程中的必备要素。“殖民者一词既体现了空间上的分布，也意味着产生了具有特权的社会关系。

那么，只有通过颠覆殖民者已经占据的身份地位，新的主体性才会出现”（FLOWERS 2015，34）。

随着原住民反对现有政治体系，远离殖民者设立的机构并确认自己的主权时，定居者必须接受这种

抗拒，并努力思考如何与原住民建立新的关系，从而为继续生活开辟空间（FLOWERS 2015，34）。

到这一步，需要再次寻找去殖民化对于文化和教育机构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在探讨和使用这一

术语时，应突出教学、认知和知识构建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如泰艾阿克 • 阿尔弗雷德（2005，
280）所说，“去殖民化……是在由谎言构建的世界中发现真相的过程。”必须通过我们每个人自身

的转变才能实现：

从根本上说，去殖民化和复兴的过程并不具有集体性和制度性。这是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转变，

源于自我层面的重新承诺和定位。随着时间推移，通过正确的组织，最终表现为挑战国家政治日

程和权威性的具有广泛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ALFRED 和 CORNTASSEL 2005，611）。

当每个人都增强批判意识的时候，我们也就有了足够的个人能力去质疑塑造当下生活的殖民制

度，并由此找到真正的抵制手段（WILSON 2005，192）——或者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去殖民化工作

的开端。

在此之后，我们特别关注大学在去殖民化的对话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大学的基本宗旨是帮

助人类了解自己——“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自身的意义、在宇宙中的地位、形成有关人类自身和所

处世界的知识”（NEWHOUSE 等人 2002，77）。就历史而言，大学根本上也属于殖民性的机构（且

在很大程度至今仍是如此）。

SCHU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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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多数有关原住民的研究都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具有学术背景的学者很少能以

不抱偏见的方式探讨原住民的知识和遗产。大多数研究人员并未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知识与

本土原生知识的差异”（BATTISTE 2008，503）。因此，要实现大学的去殖民化——或者说，让大

学不受殖民的影响，让我们了解自己和世界——这就需要教导我们自己和学生认识到如今大学知识

中存在偏见的程度，认识到学术界公然存在的现象和认知方式上的局限性，并揭示其中产生影响的

殖民制度、结构和关系（BATTISTE 2016；HOGAN 和 MCCRACKEN 2016；PIPER 等人 2019）。一

旦认清殖民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是根深蒂固的，由此拒绝具有殖民色彩的假定，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大

学的本土化。这也可以理解为：

通过纳入原住民的知识、声音、评论、学者、学生和相关材料，以及建立合适的物理空间

和认知空间，对现有的学院加以改造，才能从道德层面推动对多样性的原住民知识和实践进行

组织管理，从而真正构成大学的基本要素（PETE 2016，81）。

同样，我们也应考虑博物馆具有改变人类自我意识、改造人们思维和行动的重要的独特功能，

这就需要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机构去殖民化。埃米 • 隆特里（2012，25）指出博物馆可以作为去殖民

化后的见证地，这一见解很有启发性：

尊重原住民的知识和世界观，质疑过往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为原住民社区和公众提供“知

识创造和记忆”（knowledge making and remembering）的空间，并通过展览探讨殖民过程中的

残酷真相，有效促进双方的弥合与相互理解。

这项工作的核心是讲述真相，“无论多么不堪，但也许是 21 世纪博物馆去殖民化实践过程中最

重要的方面。这有助于疗愈伤害，促进社区福祉、赋予权利并推动国家建设。由此真正敞开胸怀，

使原本存在的伤害得到全面改观”（LONETREE 2012，5）。

在我看来，真相的重要意义源于讨论叙事的重要本质。正如安贝林 • 夸穆利纳（Ambelin 
Kwaymullina）（2015）所述：“原住民需要我们的故事，这是我们的生命轨迹。这些故事让我们熬

过了残酷漫长的殖民时期，也将帮助我们克服殖民主义留下的遗毒和恶性循环。”最令人心酸的是，

“如果我们不能从故事中找回自己，那一切都无从谈起”（KWAYMULLINA 2015）。作为原住民文

化资料和其他人类相关材料的保存地，博物馆或许是原住民故事的最佳载体，也是最重要的一处，

可以发挥难以置信的作用并成为疗愈空间，但也有可能造成伤害：“博物馆具有风险，因为掌控着

叙事”（Moana Jackson，引自 CAIRNS 2018）；作为“命名者”（namers of names），博物馆拥有

定义和限制知识的能力，足以抹杀原住民的故事或让其不见天日（CAIRNS 2018）。

这就是博物馆和大学能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鉴于深受殖民化叙事和目的论

的影响，要想从整体上改变社会，我们可以考虑改进这些空间里的叙事方式。通过正确的方式传播

和分享原住民的故事，对于原住民争取健康和福祉、打破殖民思维，以及学习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本

土化转变来说至关重要。

讲故事能够引发变革，这在大学和法律体系等社会机构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些机构的内部，

占据主导地位的殖民化价值观精心打造了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假设，原住民的价值观对既定的假

设提出挑战。其中的关键策略就是叙事方法。讲故事不但能够挑战和去除殖民制度，这也是让

原住民公开言论、申明观点和经历的一种方式（BEHRENDT 2019，175）。

SCHU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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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考虑大学博物馆的角色和责任，在命名、鉴定、授权、认定和引导方面拥

有着双重权力。同样，我们应当考虑大学博物馆作为叙事空间的巨大潜力，用于定位自我并建立关联，

支持不同的教学方法，并由此重新定位我们自己，真正实现去殖民化。

故事创作、自我定位和约定

如上所述，原住民从自己的视角讲述自身故事的权利，是原住民知识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SMITH 2019，xi）。然而，去殖民化的责任不应只由原住民承担：“非原住民只有放弃控制

和征服，他们才能从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和环境中学习”（STEFFENSEN 2019，233）。理解非原住

民的知识也需要去殖民化，非原住民才能够真正聆听他人的故事。特别有必要将这一点引入大学环境，

让我们仔细解析学术界一直以来维持的研究关系，以及运用支持跨文化互动的原住民研究方法。

“故事创作”（Storywork）是乔 - 安 • 阿奇博尔德（Jo-ann Archibald，2008）创造的一个术语，

用来表示讲述故事这项文化创作中的意义构建过程。作为一种原住民理论、方法和教学框架，故事

创作有 7 个原则：尊重、责任、敬畏、互惠、整体性、相互关联和协同作用。前 4 个原则要求研究

者在听故事前做好准备，带着敬意聆听原住民的故事，在听完故事后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展故事的关系，

以敬畏的态度对待故事里的知识内容，并通过互惠来增强故事的影响力。后 3 个原则旨在增强传统

故事与生活经历故事的意义构建过程（ARCHIBALD 等人 2019，1–2）。

为故事做好准备并强化意义构建，涉及研究人员在工作期间必须处理的多个方面，有时他们的

身份是聆听者或学习者（当他们进行研究时），有时他们的身份是发言者或教师（当他们传播研究

结果时），要想灵活自如地切换两种身份就必须具备足够的自我意识。因此，关于故事的准备和去

殖民化的准备，同样需要自我定位。这是原住民研究方法的标准步骤：自我定位发挥着引导作用，

让研究人员初步了解自身与原住民知识体系的关联性，沟通后续研究的方向和视角（KOVACH 等人

2013，49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并不仅适用于他人：“在原住民研究中的自我定位为研

究者探索自身生活提供了机会，通过规范引入过程，可以让其迅速进入正式的研究”（KOVACH 等

人 2013，491）。因此，自我定位要求研究者建立自我意识，以及对自身任何特殊性的认知。这个过

程让我们能认清自身的经历和立场，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偏见、假定和喜好（FAST 和 KOVACH 
2019，25）。

同样，自我定位还暗含一层意义，引导我们也要考虑他人所处的位置，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地域

差异。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自我反省又通过我们的工作实现。在设想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研究人员

如何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时，理查德 •W.希尔和丹尼尔 •科尔曼（2019）建议参考《链条盟约》（Covenant 
Chain，亦称 Two Row Wampum）的约定：这是 17 世纪早期北美原住民易洛魁人（Hodinöhsö:ni）与

荷兰商人达成的一项协议，这条贝壳串珠描绘了两条平行线，代表易洛魁人的独木舟与荷兰的船只

在同一条河流中行驶，双方同意保留各自的信仰和法律，这项协议旨在相互依存的自治基础上，建

立长久的友谊：

最初阶段，《链条盟约》的目标是为了让两个群体相互尊重，避免出现文化隔离，这样才

能共享维系生命的河流……关注双方的差异并不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目标，但分歧产生了克里人

（Cree）哲学家威利 • 厄明（Willie Ermine）所谓的“约定的道德间隔”（ethical space of 
engagement）。这种道德间隔可以防止同化，即侵犯对方的神圣空间，控制对方的船只，完全

SCHU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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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对方的特异性，然后认定由此产生的混合物。有人把这样的同化视为一种既定的思维路径，

一种准则或哲学传统，一种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研究范式（HILL 和 COLEMAN 2019，345）。

玛格丽特 • 科瓦奇（Margaret Kovach，2013）同样发现条约适用于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建立

公平的关系。“约定”，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这个词语反映了积极关系的

确立，体现了所涉及的各方愿意寻求持续性的对话磋商（KOVACH 2013，112）。从原住民的角度

来看，约定是他们为了与定居者和平共处而建立的关系协议。反过来说，“条约教育方式，最大限

度融合了尊重真实的对话和叙事”（KOVACH 2013，116）。因此，研究和学习条约的哲学思维，

其中体现的相互尊重和共生更有利于我们彼此。

实现条约所代表对话与真相，在保持参与者之间尊重空间的同时开展研究进程，我们依然要认

清自身的关系身份并与他人保持公开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求同存异并肩前行。链条盟约的模式表明，

殖民化过程让每个人都无法获得本土原生知识，但要恢复这种机会并在研究中实现公平，就需要原

住民和非原住民承担起各自的任务和责任。对于原住民合作伙伴而言，这包括与社群中的长者以及

知识拥有者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被殖民主义强加或剥离的语言或传统教义，使之重新振兴

和传播；对于非原住民合作伙伴而言，则需要尽力实现西方机构的非殖民化，消除其中扼杀原住民

知识的机制（HILL 和 COLEMAN 2019，351）。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最终讨论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时，首要工作仍依赖于个人层面的努力：

这种关系始于个人思想和心灵的去殖民化……这意味着探索自身的认知信念和价值观，及

其对实际行为的影响。这是检验白度的，这是审视权力的，这是持续进行的。只有在完成个人

和机构的自省后，学者和学科才能真正承认本土原生知识对于改变文化结构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项工作，我们最多只能以殖民化的方法来修补原住民的知识体系——无法为原

住民研究框架或教学法提供足够的基础支撑。一旦人员、项目和机构致力于这项工作，就能以

开放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原住民知识（KOVACH 2009，169）。

这就是自我定位和故事创作的意义。在实践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自身情况以及在研究关

系中的位置，学会区分个人观点和认知框架，从而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包容不同观点和需求。此外值

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一个主动构建、得到关注和重视的共享空间中进行的。掌握故事创作表明我们

了解讲述故事的原则、讲述故事的技巧，还有理解故事的文化内涵（SMITH 2019，xi）；学会自我

定位则意味着我们了解定位和以不同方式定位自己的方式，以及认识自身和自己的意图、背景乃至

构建良好工作关系的能力（SMITH 等人 2019，12–13）。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重新整合这 3 个要素——自我定位、故事创作和约定——这样才能找到让学

术去殖民化的方向。自我定位帮助我们摆脱研究者超然的感觉，让每个人都能将完整的自我本心带

入工作，也即“做研究者该做的事”（KOVACH 等人 2013，491）。对此，希德 - 匹哈马（Seed-Pihama，
2019，113）有过精辟的总结，“思考与感受是获得真知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这是因为我们的

研究极具个人色彩。我们置身于研究之中，不仅要对工作负责，而且也会暴露我们的弱点，但这正

是价值所在：“我们的弱点促使我们必须相互联系在一起，而古老的药轮告诉我们，相互联结是人

类的力量之源”（FAST 和 KOVACH 20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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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弱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也能让人分享故事，要求原住民和非原住民携手工作，积极主

动地以社群成员的身份探索自身与所研究之人的关系（PIPER 等人 2019，88）。只要我们这样做，

就能够拉近故事的讲述者和聆听者，让他们之间产生积极的、有意义的而且能不断延展和再生的关

系（ARCHIBALD 等人 2019，4；LEE-MORGAN 2019，156）。

在共同参与的道德空间里相聚时，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各自的关系，我们尊重彼此的自

主权，从不假设对叙事有所掌控，我们努力分享各自的故事，理解对方并找出关联——这就是去殖

民化的工作。正如琳达 • 图希瓦伊 • 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2012，xii）所提醒的：“我们必

须学会如何在殖民化的世界中开辟去殖民化的道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强烈的同理心，能够

伸出援手寻求合作，并且能够准确判断前进的道路而不盲从。”故事创作激发了这种同理心，通过

故事能学会去殖民化过程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构建，作为广泛且有创造性的合作，应当学会如何去

打破界限和重构集体意志，从而引领我们实现去殖民化（DE SANTOLO 2019，171-172）。鉴于大学

博物馆是建立在故事之上的空间，也是专门用来培养学生成为研究者的机构，接下来我们可以探讨

在其中发现创造性合作与转型的潜能。

基于藏品学习的原住民教学方式

很多人都知道基于藏品学习的助益，以及博物馆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在基于藏品学习的理论和

方法方面，大学博物馆一直扮演着先驱的角色，毕竟很多大学的藏品最早就是作为教学用具收藏的

（CHATTERJEE 2010，179）。因此，有必要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种学习方法的延展，以及将原住

民研究方法引入其中的潜在帮助和意义。

朱尔斯 • 普洛文（Jules Prown，1982）是最早阐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价值的

学者之一，他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并揭示特定时代和地点以及特定人群的文化信仰。“以实物为

中心”（Object-centered）或“基于实物的学习”（object-based learning）最早是由斯科特 • 帕里斯（Scott 
G. Paris，2002）提出，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利用藏品进行的教学。这种教学法的目标和效益是多样化的，

倡导者认为其能够传播特定学科知识，帮助学生发展学科认同；推动诸如团队合作、沟通、横向思

维或批判性思维等各类可转移技能；增强记忆，促进理解；激发探索和调查的兴趣；还有催生情感，

尤其是好奇心、兴奋感和对学习过程的投入（这只是一部分案例，更多参见 CHATTERJEE 2010；
CHATTERJEE 和 HANNAN 2015；DUHS 2010；EFTHIM 2006；HOOPER-GREENHILL 1999）。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观点呼应了上述原住民研究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基于藏品学习的倡导者指出，

与藏品的互动可以鼓励学生相互交流，通过讨论和思想碰撞来学习；确定自身对当前某一话题的认知，

由此消除误解，发现不足；最终对所学习的科目形成关联性更高的简介（DUHS 2010）。同样，在

基于藏品的学习所蕴含的“忘记”（unlearning）概念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共鸣（例如 BRUCHAC 
2015；TIBALLI 2015；WILLCOCKS 2015），这是去殖民化的关键。

这样来看，大学博物馆似乎非常适合成为原住民知识、研究方法和教学法进入大学校园的窗口。

然而，这些博物馆从业人员所提倡的往往是遵循标准的学术学习和解释方法，其中的差异值得进一

步探讨。举例来说，普洛文（1982，7）的物体分析法就分为 3 个阶段的描述过程，“记录物品本身

的内部证据”； 演绎，“解释物品与感知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推测，“构建假设和问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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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引出外部证据，以完成测试和评估。”杜斯（Duhs，2010）和查特吉（Chatterjee）等人（2015）
则使用了戴维 • 科尔伯 David Kolb（1984）的体验式学习周期来解释利用藏品的学习，即学习者不断

重复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化，再到主动实验，然后获得知识的循环过程。

这种学习体验的确可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描述的学习过程仍然很像传

统科学教学法，即以学习者为中心收集、筛选和解释数据——从历史上看，这些都颇具殖民主义的

色彩（SCHULTZ 2018）。引入原住民方法论，需要允许不同关系概念的存在，在这个方面首先可能

要调整对藏品的理解。虽然学术界开始关注物品的能动性概念（例如，MITCHELL 1996；GELL 
1998；GOSDEN 2005），但都是以物品无生命为前提讨论的。这与原住民对藏品的理解并不完全相符：

如勒罗伊 • 利特尔 • 贝尔（Leroy Little Bear，2000，78) 所述，很多原住民的语言都“并无有生命 /
无生命的二分法……如果一切都是有生命的，那么一切都有精神和知识。如果一切都有精神和知识，

那么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如果所有人都像我一样，那么所有人都是我的亲人。”那么，探讨物品的

能动性，就是要认可“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是我们的亲人”（ZOBEL 2018，xii）。因此，基于藏

品的研究应当告知原住民实践和协定的内容，将藏品视为“人类 - 物品”（person-objects）的概念，

通过“视觉聆听”（visual listening）的过程进行学习（GRASAC 2017）。总之这再次提醒我们，在

基于藏品的教学法中，故事才是我们的老师（KOVACNH 等人 2015，18）；我们讲述的故事本身可

以成为具有自己生命的非人类能动者（BRUCHAC 2018，190）；在研究中采用原住民方法论还意味

着接受我们的关系责任（WILSON 2001，177）。也就是说，当我们研究藏品时，我们探寻的不仅是

有效性或可靠性，还要问问我们与藏品及其故事有着何种关系，我们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有哪些

关怀和互惠的义务，以及如何才能履行这些义务。

带着这些想法，我将其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的课堂参观，需要承认的是，

我个人仍然在实践中学习，我所描述的也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规模

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 皮博迪博物馆为人类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在美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该馆拥有近 125 万件藏品。虽然展出的藏品只占总数的千分之五，但是博物馆明确有义务支持

哈佛大学和世界各地的社区开展教学、研究和各类活动，尽可能地将文化类的藏品与更多样更广泛

的人群紧密相连，并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皮博迪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的职责是将藏品纳入

大学课程，带领少数学生（通常是 15 人或以下的班级）在一个非公开的空间内近距离接触这些文化

类的藏品， 每次参观的时间是 1~2 个小时。

虽然我坚信藏品对于教学的帮助，能够让学生对课程主题产生全新的认识，并且藏品也是我们

在学术研究中迫切需要的由原住民自己创造的一手资料（SMITH 2012，174），但我也承认，自己

在工作时有很强烈的不安感。我知道博物馆有着深刻的殖民背景，亟待呼吁去殖民化，同时要维护

原住民亲口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当我带领学生参观时，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几乎只和文化遗产、

原住民的祖先，以及不同族类的物品打交道，这些都与我没有长久的直接联系。我并未得到这些文

化材料的主人的许可，就不能将这些材料用于教学，我也没有与任何人合作开发适合的文化课程，

除非寻求这里原住民代表的指导。鉴于这些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将继续利用哈佛大学和皮博迪博物

馆的殖民权威来假定我有权使用这些藏品并与之建立联系，同时也帮助学生做同样的事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带着学生们参观了藏品，原因是我想让人们知道大学的藏品里还保存着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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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声音，否则就只有沉默了，这也有助于增加与原住民的世界观、经历和观点有关的大学课程数

量（PETE 2016，81）。在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同时也会有意识地与学生们分享观看藏品

时的不安，以此表明并不一定有权使用眼前的藏品——然而以下方法给了我希望，通过原住民参与

的研究方法，基于博物馆的教学也可以让学生（和教师）为讲述故事做好准备，让我们认识到自己

获取知识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教学法，从而帮助大学做好去殖民化的准备。

带着学生去皮博迪博物馆参观时，我通常使用的方法只是介绍藏品，而不提供任何解释、文献

或历史背景。这些藏品并不是为了提供信息（例如，特定的设计或风格，或是文化习俗），而是激

发与课程主题的联系并引发讨论，引出学生的疑问，为他们开辟更多的学习路径。学生的任务是为

了让自己和彼此之间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注意哪些材料、形式或图案是熟悉的、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

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背后的逻辑，或是尝试联系自己在其他地方曾经有过的经历。我的任务是密切

关注学生的反应，并根据情况做出回应，在他们有相关意识但还不明确时给予必要的指导，推动他

们自觉与眼前的文化物品建立联系；在他们思维激荡时不加阻止，让他们能尽可能多地想象眼前的

物品与过去和现在的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些最初的接触过程推动了房间内的每个人，也包括藏品的

自我定位。虽然我鼓励学生想象的另一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明晰，但我相信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接受不同的历史就是接受不同的知识体系，其教学意义在于可以为行为方式的改变奠定基础”

（SMITH 2012，36）。要求学生在做出第一反应和解读后，超越他们自己形成的逻辑体系，就是在

提醒他们还存在有其他的可能性，并鼓励他们敞开心扉进一步探究这些可能。

学生们面临的进一步挑战是，不再从我这里获得被动接受的信息，而是通过对话来自我定位和

构建意义，同时对自己和所处的群体提问：“我是如何知道的？”；或是，“我们如何从这个特定

的学科中获得信息？”；又或是，“我们如何从博物馆中获得信息？”；接下来是，“还有什么需

要学习的吗？”以及“我该如何才能找到能够教我的老师？”研究发现取决于研究者，这是标准的

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观点，但并不违背人类依赖相互依存关系网络中的原住民概念（ROBINSON 
2016，58）；因此，我希望学生能开始认识这个网络以及了解其影响我们的方式。揭示和表达我们

个人和群体的假设或经历，有助于认识我们自身知识获取的偶然性以及知识储备的形成过程。通过

讨论可以发现我们自身逻辑的差异性和语言表达的局限性。由此，指引我们发现所在的学术机构存

在特权架构，一直并将继续限制知识获取的方式，而且在方法论的范式选择上区别对待不同的群体。

这些探讨最终指向去殖民化的关键要素，即说出真相。

此外，我们还经常通过口述故事来进行自我定位。在研究思考某个文化物品时，学生（以及老师，

还有我）经常会相互分享故事——有人可能在哈佛大学上过其他课程，或者之前去皮博迪博物馆参

观的经历；或是有关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家庭、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经历。肖恩 • 威尔逊（Shawn 
Wilson）（2001，178）曾经提醒，“讲述个人故事的时候，就是正在与某人建立联系”，而且这是

一种牢固的关系。在分享故事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彼此或自己惊诧于一些事情，比方说同龄人

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的事；或者对一些人来说非常熟悉，而对其他人而言则完全陌生的事情；或

者意识到即便是生活中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也有因为太过熟悉而被忽略的地方。通过这些方式，

我们共同围绕藏品及其所处环境构建意义，没有依赖任何唯一或综合性的指导原则；这在某种程度

上模仿了原住民知识体系建立、相互联系和集体构建的过程（BATTISTE 2008，500；KOVACH 等人 
2015，36；WILSON 20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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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强调的是，藏品本身就是这种关系对话的一部分。“博物馆里的物品是有生命的实体。

它们蕴含了多重意义，并且与原住民社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息息相关……看到过去使用的物品，

我们有幸见证了原住民社群的祖先以及与他们后代密不可分的联系”（LONETREE 2012，xv）。让

学生认真地对待藏品的能动性，认真地自我定位、承认不同知识和历史的存在，即使他们可能并不

熟悉，但这些都意味着让学生们关注到故事的存在。当藏品启发上述思考时，催化构建意义的潜力

愈发重要，这有助于学生们集中思考一件物品，将其带离博物馆这样一个人造的永久性隔离环境，

而是置于丰富多彩、复杂且持续发展的人类生活中：

置于环境的原住民研究方法，提供了联系真实环境的机会，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叙述

或分享故事。人生故事和经历的关系构成原住民学者研究的重要背景信息，在学术研究中同样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没有相关背景环境的人，很可能无法接触到所讲述的经历。这个过程让

我们可以比较各自的经历，从抽象的层面思考问题——堕胎、犯罪、种族主义——在人类的大

背景下进行比较（BEHRENDT  2019，176-177）。

最后，当集体讨论结束时，学生们往往会对拥有丰富藏品的皮博迪博物馆在藏品信息方面如此

匮乏而感到惊讶——虽说有些是为了鼓励他们自我探索而故意不作说明，但事实上由于资料缺失，

我甚至无法回答他们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随后他们会反思导致这一现象的殖民历史和殖民主义、

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建、藏品在这里的状况，并且积极讨论和补充皮博迪博物馆在今天运作的核心逻辑。

正如派佩（Piper） 等人（2019，94-95）所指出的，“为了阐明去殖民化对于我们研究的意义，必须

了解殖民化及其地域性、意识形态，以及经常被人忽视的原因。”在我看来，由于殖民造成的持久

影响使之更容易被忽略，尽管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但这可能是类似皮博迪博物馆这样

的地方能对整个去殖民化项目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思考的意义在于能够揭示知识生产的政治性，

让更多学生发现同样的过程影响到整个高等教育界和殖民化社会的运作机制；同时要求他们思考与

体系机制的关系可能对自己产生哪些潜在影响，以及如今打破这些机制的可能。

如果采取正确的步骤，那么基于藏品的学习过程可以推动课堂上的所有成员分享自己生活中的

故事，向我们展示什么是可能发生的，并构建想象中的另一种有关未来的叙事。虽然时间很短暂，

但只要不断积累微妙感悟，都是在训练契约的精神，培养讲述和聆听真相的能力，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构建新的关系，由此拒绝接受过去和现在的权力结构，让非西方式的学习能够进入我们的学术生活。

总结与反思

在西方殖民化了的学术界，经常被指摘的危害是对部分知识的排斥，他们只认可其中的某些知识，

并由此限制了所有人的学习：

无论哪种世界观的主导性有多么强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都绝不只有一种。解读世界的

不同方式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中，而这些文化之间又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殖民主义的一大问题

在于，其总是试图通过武力和法律维持单一的社会秩序，压制人类世界观的多样性（LITTLE 
BEAR 2000，77）。

SCHU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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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学的本土化意味着多样性高于普遍性的观点，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需要拒绝同

质性的假设，重视研究伙伴之间的差异，让原住民知识能以真实环境中的形态融入大学，而不是被

同化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BATTISTE 2008，503；HILL 和 COLEMAN 2019，341）。学术的本土化

向复刻主流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提出挑战，将原住民的实践、思想和原则融入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同

时拒绝只增加内容而忽略殖民统治影响的课程本土化（PETE 2016，81，89）。

做到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拓展自身与知识、知识生产以及他人的联系：“实物的重要性不在于其

自身，而在于与我们的关系……（I）想法与概念也和实物一样，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如与我的关系重要”

（WILSON 2001，177）。将博物馆藏品纳入大学课程并让学生们参与其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学

生们在课堂上讲述故事时，通过发现自己与藏品的联系，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学会

如何以耐心、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聆听他人。无论校园内外，我们每个人都能将这些技巧用于处理所

有的人际关系。但愿我们能够通过上述方式创造安全的文化空间，并且颠覆旧有体制，改造学术界；

表明去殖民化的政治意愿，拒绝复制现状并认可另一种未来；在教学法中传递希望和具有能动性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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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放大器和转换器双重角色的模型：

大学博物馆的功能分析

Zhao Ke | 赵轲、Wang Nianci | 王念慈

摘要

本研究的重点探讨大学博物馆、大学相关学科和行业，以及社会之间

的关系。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放大器（amplifier）和转换器（converter）功

能的反馈电路模型（feedbackcircuit model），并以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

博物馆（The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为例，说明这个

模型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大学博物馆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放大物质

遗产的教育意义，并将其输出到社会。另一方面也是转换器，可以将物质

遗产的历史意义转变为文化力量，输出至社会。而文化力量又会回流到大

学博物馆所依附的大学相关学科和行业，并促进其发展。因此，大学博物

馆、大学和我们的社会共同构成了一个反馈回路的模型，大学博物馆与所

在大学的目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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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围绕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

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开展保护、研究、交流和展示工作，由此实现教育、学习和娱乐的目的（SANDAHL 
2019）。作为全球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博物馆也肩负着同样的责任和使命。世界上第

一家近代意义的公共博物馆是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YI 2014），中国

的第一家公共博物馆是 1905 年落成于通州师范学校的南通博物苑（YUAN 和 ZHANG 2012）。上述

两座博物馆都首先诞生于大学校园。回顾历史，可以说大学博物馆一直是博物馆领域的先导。

大学博物馆因其具有的双重性质，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博物馆作为大学的一部分，需要

体现大学的风格、学科特色和文化基因，同时服务于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另一方面，大学博物馆也

是博物馆行业中的一员。作为大学的文化地标，大学博物馆在为公众服务和传播大学使命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KING 2001）。同时，这些博物馆还要满足公众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增强文化自信的需求（ZHANG 和 LIU 2018）。可以说，大学博物馆已经成为连接大

学与社会的知识桥梁。

尽管扮演着重要的双重角色，大学博物馆依然面临着与大学缺少互动的问题（ZHANG 和 LIU 
2018）。中国正在大力建设大学博物馆，截至 2019 年 11 月，大学博物馆的数量已经超过 300 家（安

徽师范大学，2019）。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大学博物馆与大学之间互动不足的问题会导致博物馆无

法准确体现大学的文化基因，而这个缺陷又会对大学与社会的交流产生负面影响（ÖZDEMIR 和

GOKMEN 2017）。以往针对大学博物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这些博物馆的发展现状（HU 
2017，HU 2019，NYKÄNEN 等人 2018，SHEN 2019，VERSCHELDE 2001）、公众关系（CHAI 
2019，FU 和 XIA 2019，KELLY 2001，KING 2001）等方面。很少有研究注意到大学博物馆、大学

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与博物馆的发展效率、与社会的积极互动息息相关。总之，有

必要探讨大学博物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厘清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博物馆从业人员

解决相关问题，这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本研究试图分析大学博物馆、大学与社会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随后，找出不同部分在互动

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尝试构建一个通用的模型，以此推动大学博物馆的高效发展。同时，为

帮助大学博物馆更快发展，本文还加入了案例探讨。

模型

大学博物馆、大学与社会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放大器和转换器的反

馈电路模型，将三者的关系可视化呈现，如图 1 所示。大学博物馆在反馈电路中发挥着放大器和转

换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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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项教育使命的角度来看，大学博物馆如同一个放大器，即图 1 的橙色部分。大学及其学

科和相关行业将物质遗产（文献档案和实物）交付大学博物馆。博物馆开展保护、修复和研究，通

过教学课程、公共教育活动、展览以及学术成果等形式向社会输出。博物馆的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

员通过不懈努力，增加了受众范围。这些工作也放大了物质遗产的原始意义，从而产生更多对社会

具有价值的文化输出。此外，前来探访欣赏的观众就是保存遗产的最重要保障（LOURENҪO 和

WILSON 2013）

从文化传播的目标角度来看，大学博物馆扮演着转换器的角色，即图 1 的蓝色部分。博物馆将

物质遗产的直观价值转化为文化力量，引起观众的文化共鸣，树立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承。中国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指出，大学博物馆要积极思考博物馆的自我定位、构筑新型平台、做好人类

遗产保护等问题（安徽师范大学 2019）。物质遗产所具有直观价值，使大学博物馆能够帮助公众产

生发散性思维、激发灵感火花和培养认知习惯，促进文化记忆的形成。在社会层面，上述灵感、火

花和记忆汇聚成文化认同，通过教育、教学和科研过程的输出，构建文化自信。

在反馈电路中，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会被反馈到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从而吸引更多关注

和输入，即图 1 的绿色部分。公众的参观体验和知识收获，让这些学科和行业愈发成为焦点，社会

效应呈几何级增长。关注和考察也有助于这些与学科有关的企业、机构“改进和优化”（improve 
and optimize）自身领域。同时，这种瞩目也促使其更多地思考物质遗产的内在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意义。

在下一次的循环中，上述“改进和优化”以及“价值和内涵”将推动大学博物馆形成一个反馈回路。

随着反馈的完成，一方面，大学博物馆获得更加充足的输入，借助外力壮大自身并持续发展成长。

另一方面，大学博物馆积极总结经验，通过文化创新，催生新的思想和理念。

电子系统中有正、负两种反馈回路。在正反馈回路中，输出与输入的叠加增强了放大效果，改

善电路性能。在负反馈回路中，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于是，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

ZHAO KE, WANG NIANCI

图 1 放大器和转换器双重作用的电路反馈模型



58 - 2022 年 第 14 卷 第 1 期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中文版）

系统趋于稳定。延续前述分析，大学博物馆扮演着双重角色。大学博物馆、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

以及社会在反馈模式中形成互动关系，有助于大学博物馆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让整个系统更趋稳定。

此外，大学博物馆发展愈好，相应的放大系数就越大。可以在循环中获得更多的输出，并为下一个

循环提供更多的输入。良性循环将“点亮”（lights up）我们的世界，并使之更加美好。

双重角色模型的案例分析

中国第一座综合性的电子科技博物馆位于电子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Electron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UESTC）。博物馆拥有 14 325 件藏品，涵盖电子工业的所有领域。藏品中的

80% 是由中国电子行业的 101 家研究机构和企业捐赠。电子科技博物馆（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ESTM）向公众免费开放，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博物馆每年开放时间超过

310 天，年接待观众超过 10 万人次。

电子科技博物馆在模型中逐次发挥着放大器和转换器的作用。博物馆与学科、行业以及社会建

立了良性反馈关系，有效促进了社会公共教育的发展。

下文将基于双重角色和反馈电路模型对博物馆加以分析。

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外部输入

大学博物馆的外部输入是整个模型的起始。电子科技博物馆的收藏策略，是直接从校外电子行

业的公司、工厂和研究机构征集产品和仪器。电子科技博物馆以记录电子工业的发展为定位。明确

的收藏策略确保了博物馆的建设发展更加高效。这同时也帮助大学解决了教学和科研方面缺少遗产

传承的问题。2015 年启动征集工作时，馆内仅仅拥有 20 件藏品。博物馆根据学科和行业的发展历史，

面向国内外的整个电子行业，全方位整合资源。电子科技博物馆与 41 座城市的 101 家企业、科研机

构和收藏家开展合作，成功收藏了很多能代表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历史的珍贵物品。

ZHAO KE, WANG NIANCI

图 2 与博物馆合作的部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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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实物收藏”（objects collecting）过程其实更是在“拯救遗产”（heritage rescue）。

电子科技博物馆收藏的马可尼通信器材（Marconi Communicators）是 2015 年从四川国际电台通信基

地（Sichuan International Radio Communication Base，IRCB）收集的，基地位于眉山地下 10 米。

2001 年四川国际电台退役。电台曾经保障了中国的紧急通信能力。倘若稍晚一些收集，这些马可尼

通信器材很可能就再不见天日。一旦相关人员离世，就没有人能证明其曾经在历史上存在并发挥过

重要的作用。

ZHAO KE, WANG NIANCI

图 3 四川国际电台通信基地调查现场（位于地下 10 米）。拍摄：赵轲

另一方面，电子科技博物馆也会为未来收藏当下的物品。电子科技对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毋庸

置疑。电子科技相关物品的收藏和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数百年历史的文物相比，电子科技

博物馆的很多藏品是非常年轻的。然而随着电子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子产品和仪器的更新迭代很快。

如果等到 200年后再来搜寻遗产恐怕就来不及了，因此从现在开始收藏更具前瞻性。为未来收藏今天，

这更有意义。

可以说，电子科技博物馆实施的藏品征集策略，从相关的大学学科和行业向博物馆输入物质遗产。

博物馆里超过 14 000 件的藏品实物，为反馈电路模型提供了高效的输入。

放大器和转换器的输出作用

作为大学博物馆，电子科技博物馆肩负着电子科技教育、教学和科研的使命，发挥放大器的功能。

博物馆搭建了面向各个年龄层次公众的教育平台。博物馆在大学里开设电子科技课程，同时也开设

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课程。对于中学生来说，博物馆可以成为他们了解电子科技领域的窗口，有助于

激励他们思考职业规划。博物馆与小学开展馆校合作，与超过 70 所中小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博物馆

在这些学校建立电子实验室，开设启发式课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走进社区，普及电子科学知识，

提供平等的教育服务，由此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通过这些措施，电子科技博物馆成为四川省

和成都市的科普教育基地和科学中心，充分履行了自身的教育使命，放大了电子工业遗产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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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博物馆发挥着转换器的作用。博物馆，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医学类博物馆，不应只是

关注过去（SAMUEL 等人 2018）。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回顾历史，思考和体验，增进文化认同，坚

定文化自信。从实物的角度来看，相关学科和行业输入的大学科技类藏品，本来就是提高生产力的

工具。不过进入博物馆并成为藏品以后，物品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们脱离了原有语境，被赋予

了新的意义。藏品转化为传承科学人文精神和提升本土文化自信的遗产。而从人的视角来看，观众

不仅认识到这些仪器或图像材料的科技功能，还重新审视其文化价值。在参观和探究的过程中，观

众们也会关注科技的发展，了解推动变革的火花。他们的大脑中产生了一阶共振，激发探索相关领

域的兴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们对科技类藏品的认知开始超越了藏品本身的历史。当领悟了藏

品所具有的火花意义之后，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二阶共振，这让他们对人类文明有了更为坚定的认识，

更深刻地从当地乃至全球的角度理解文化。随着传承和自信从个体影响到更多人，最终会在全社会

形成一种群体效应和文化潮流。

作为放大器和转换器，大学博物馆向社会输出教育和文化，这是博物馆的功能和宗旨，也是博

物馆顺利运行反馈模型的重要动力。大学博物馆向社会传播知识和能量，激励公众，坚定文化自信，

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外界对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的反馈

通过大学博物馆的教育输出，公众能够理解博物馆所传达的理念，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人类文化。

由此形成的一种文化潮流，将反馈到博物馆所在的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

电子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建设，电子科技博物馆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子科

技行业的发展。博物馆的成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电子科技大学创办博物馆的趋势。到

目前为止，至少有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Guizho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lege）、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西安电子科技大学（Xidian University）等 3 所电子科技领域的

大学准备建造科技博物馆，3 所学校拥有在校生约 9 万人。2018 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落成。

ZHAO KE, WANG NIANCI

图 4 面向小学的教育活动——退休教授正在指导小学生。拍摄：赵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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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电子科技大学及其相关学科和行业的发展而言，博物馆发挥着积极的反馈和促

进作用。科学技术曾经只被认作是推动生产力的工具。然而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创办、运行和发挥功能，

从中可以发现科技博物馆以科技为力量，正在逐渐从历史文物保存者的角色转变为教育研究和科技

发展的引领者。与此同时，在博物馆的帮助下，人类通过教育和研究的反馈，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ZHAO KE, WANG NIANCI

图 5 电子科技大学校友会发起的藏品捐赠活动。拍摄：赵轲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科技类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教育水平的

提升，推动科技的进步，更可成为文化传播的推动力。博物馆提升了文化的力量，让更多人参与科

技探索，由此助力科技迈向前行。

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发展

除了输入、输出和反馈以外，反馈电路模型还包括大学博物馆自身的发展，这对模型的合理性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子科技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以世界电子科技发展史的视角，突出展示了中国

电子工业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物品、人物和事件。在 2 000 平方米的常设展厅中，根据技术发展过程，

依次陈列有通信、雷达、广播电视、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元器件和计算机等 1 000 余件展品。这些展

品勾勒了电子工业的发展轨迹。

图 6 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的通信展区。拍摄：赵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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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展览还设计了许多互动设备，帮助观众亲身体验藏品背后的技术应用。举例来说，通信展

区有一个互动装置，能让观众使用摩尔斯电码（Morse Code）发送电报，帮助他们了解早期通信中

编码的概念。广播电视展区则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直播间，观众可以在不同场景中扮演电视主持人。

电子测量仪器展区里设计了示波器模拟交互区域，观众通过转动旋钮改变屏幕上的波形。这有助于

了解示波器测量信号的基本操作。博物馆的老师还指导学生们还原了证明电磁波存在的赫兹实验。

博物馆将历史上科技革新的火花重新带入了公众视野。

ZHAO KE, WANG NIANCI

图 7 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复原的赫兹实验。拍摄：王念慈

依托所属大学的优势，电子科技博物馆让学生（JARDINE 2013）参与研究、策展和导览。这些

学生不仅对藏品有一定的研究，而且对相关的科技史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类型

的观众提供恰当的讲解，最大限度满足了观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对于学生讲解员来说，他们

不但学习到相关的科技史知识，还提高了自己的专业学习水平。

电子科技博物馆从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互动设备、学生讲解、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自我发展

进化。从放大器功能方面分析，电子科技博物馆的良好发展增大了放大系数，使其更好地发挥放大

器的功能；同理，良好的发展也能使电子科技博物馆更好地在模型中发挥转换器的作用。

结论

本研究提出一个反馈电路模型来表现大学博物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反映了大学

博物馆与大学相关学科和行业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学博物馆扮演着放大器和转换器的双重角色。

研究以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为例，分析了模型实现的过程。

电子科技博物馆利用所属大学的学科优势，面向全社会征集实物和信息资料并作为藏品保存。

通过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引导观众思考，充分发挥教育功能。观众在了解电子科技的历史后，坚定

文化上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学及其相关学科与行业的发展。这个案例从输入、自

身发展、放大器和转换器的双重作用，以及反馈过程这四个环节，进一步明确了大学博物馆发挥社

会功能的重要性。

本文提出的模型阐明了大学博物馆、大学与相关学科和行业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为探

讨大学博物馆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依据。同样也有利于对大学博物馆加以优化，充分发挥其

在大学和博物馆领域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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