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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曹修彦

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  ：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其中代表了人文文化的民俗文物内容颇为丰富，目前它们被大量保存陈列于博物馆中。客观讲，

考虑到人们对于民俗文物的实际价值缺乏正确、全面、深入认识，所以博物馆本身对于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是不够

到位的。在本文中简单探讨了民俗文物存在的价值意义与发展现状，然后重点探讨了博物馆对于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

用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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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mong	which	the	folk	cultural	relics	representing	the	cultural	content	

is	quite	 rich,	and	at	present	 they	are	preserved	 in	a	 large	number	of	museums.	Objectively	speaking,	

considering	 the	 lack	of	 correc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value	of	

folklore	 relics,	 the	museums	 themselves	are	 inadequate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olklore	

relics.	In	this	paper,	we	briefly	discus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lore	cultural	 relics,	and	 then	 focus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museums	for	folklore	cultur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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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各地博物馆中，所陈列的民俗文物都代表了中华民族前人的历史印迹，是民俗人文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珍贵遗产。当前，民

俗文物客观存在于博物馆中，与民族文物截然不同，前者对于展现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民俗文化价值非常透彻，它需要人们正确认知民

俗文物价值，做到传承发扬光大。所以，深入探讨博物馆中民俗文物的存在价值意义与发展现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民俗文物存在的价值意义分析

民俗文物本身具有历史性特征，它所展示都是与人文民俗生

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器具，人文文化色彩表现相当浓重。现如今，

民俗文物已经被博物馆陈列起来并展示给大众，采用先进的现代

技术来还原当时社会现象生态，确保当代人群也能了解古代社会

民俗文物以及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所以说民俗文物的陈列

展示对于人们研究历史文明、社会形态变化都是非常具有价值意

义的，是对不同时期中人们生活状态的总结。如此看来，民俗文

化属于社会整体发展的一大部分，通过民俗文物管中窥豹、了解

中国悠久历史具有一定可行性 [1]。

如果从民俗文物自身所具备的价值来看，它的历史价值与现

实价值同样重要。就历史价值而言，伴随时代发展，人们所获得

的知识内容愈发丰富，人们在了解未知历史过程中，也加深了对

于整个民族的历史认同感与自豪感，这些历史都是具有深挖价值

的；而在现实价值表现方面，则需要结合当前看的科学文化水平

逐渐发展提高这一大背景来展开讨论，即将中国古代传统民俗文

化发扬光大，不断提升民族文化价值感染力，在信息化社会中寻

求传统文化内涵 [2]。就目前来看，国家对于民俗文化传承保护与

利用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博物馆就成为了承担这一社会、历史

艺术与设计23年5期-5.25.indd   95艺术与设计23年5期-5.25.indd   95 2023/5/25   10:00:012023/5/25   10:00:01



城市设计 | URBAN DESIGN

096 | ART AND DESIGN

责任的重要场合。在大量整理散落于民间的各色民俗文物过程

中，也通过保护和展示利用来将民俗文物宣传给更多人群，丰富

了人们的业余精神生活。就目前来看，国内各地博物馆都在大量

从民间征集宝贵民俗文物，在民俗文物征集与保护利用工作方面

不遗余力。当然客观讲国内民俗文物的现实处境并不好，为此深

入分析博物馆民俗文物的保护工作现状就成为了当下研究的重要

环节 [3]。

二、博物馆中民俗文物的保护工作现状

当前我国市场化经济发展快速，其中各个行业发展也步入高

速路。博物馆作为民间公益事业单位，为满足社会文明的快速发

展建设要求，对于民俗文物的保护工作内容也亟待革新。就目前

来看，全国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民俗文物损坏、丢失等等现

象，民间民俗艺术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化消失。这些情况的

出现增大博物馆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难度，必须通过消耗大

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才能突出民俗文物意义，解决保护工作难

题。就当前博物馆中对于民俗文物的保护工作现状来谈，主要应

该谈以下4点：

第一，许多博物馆明显缺乏专业修复技术人员。因为许多博

物馆目前均采用到了大量现代科学技术，希望为民俗文物运输环

节减少损耗。但无论如何，经过漫长时间后博物馆文物破损现象

都会发生，必须通过专业人士定期修复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一

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资金成本，多点问题都增加了民俗文物的保

护工作难度 [4]。

第二，博物馆缺乏对于细节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许多大

型博物馆是能够在科学技术支持下处理某些突发状况的，但是细

节保护方面却明显不到位。比如说，目前依然有大部分博物馆未

能引入并应用“真空展示”技术，对于室内温湿度的控制也不够

细致，在解决阳光照射问题上思维模糊。上述问题对于民俗文物

的保护工作非常不利，长此以往导致博物馆中出现民俗文物损耗

现象，甚至所造成的某些后果也是难以挽回的 [5]。

第三，博物馆缺乏有价值管理制度，例如人员管理制度。对

于人力资源的不正确使用容易影响到民俗文物文化的宣传展示，

降低了民俗文物的展示利用价值。

第四，博物馆本身的优化工作也不到位，因为博物馆必须通

过定期检查来发现问题、撰写报告、最终加以修复。但不得不讲

某些博物馆过分注重表面工作，虽然清洁卫生工作做得好，但是

对于内部设备的老化、损坏等诸多问题发现不及时，因此博物馆

中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也不足为奇 [6]。

三、博物馆中民俗文物保护利用的具体工作方法

博物馆中民俗文物的保护利用过程需要引入丰富多元的工作

方法，充分呈现民俗文物的民间文化价值神韵。当然，也要客观

有效反映在一定时期、环境背景下的民俗文物生存状况，了解当

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历史。为了展现博物馆中民俗文物保护与

利用的重要社会价值与历史使命责任内容，目前博物馆还需要深

入思考如何保护、利用民俗文物，结合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展开深

入剖析，创新保护利用工作思路，提升民俗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

水平。

（一）开展民俗文物收集与调查工作

首先要展开民俗文物的收集与调查工作，这是博物馆保护民

俗文物的最重要前提。在日常工作中，博物馆中管理人员必须对

民俗文物资料进行深层次收集与调查，了解到调查收集工作量是

相当之大的，所以必须做好打持久战准备，建立民俗文物的常态

化资料收集与调查工作机制。在具体工作中，管理人员也要分清

主次，加大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物收集与调查工作力度，

深层次掌握当地民俗文化信息，深挖民俗文物的工艺技术价值。

在充分分析民俗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过程中，也需要确保调

查收集工作有的放矢，要跟随时代变化来动态思维考虑问题，体

现资料收集与调查工作高水平、高价值 [7]。

（二）形成民俗文物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机制

在博物馆中，民俗文物调查结果管理工作必须追求高效率，

满足当前民俗文物的高频率保护与利用要求。因此，建立形成一

套民俗文物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机制颇有必要，要结合实际调查

结果合理化建立民俗文物资源总目录，对其中的文物数据信息资

源库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在实际管理工作机制建设环节，必须

指派博物馆管理人员深入到民俗文物文化保护法律法规中，合理

划定并建立完善档案，设置相关机构的负责管理机制，对博物馆

服务范围区域内的所有民俗文物资源进行探究。在这一环节中，

还要积极采用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为数字化档案管理工作体系

构建形成提供强大技术支持 [8]。

（三）关注民俗文物文化传承需求

博物馆必须时刻关注民俗文物文化的传承发展需求，延续中

华民族精神血脉，做到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当下，博物馆对于

民俗文物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力度正在逐渐加大，在有益的民

俗文物文化发展传承过程中，博物馆方面也希望做到将优秀传统

文化与现实文化和谐统一，形成博物馆中民俗文物的全新精神面

貌。参考博物馆中民俗文物资源的相关发展特征，需要面民俗文

物中的经典文化内涵发挥出来，确保多方都能感受到民俗文物文

化的传承发展内涵，体现博物馆保护利用民俗文物的真正价值意

义。为此，民俗文物博物馆中的管理工作人员必须培养自身超前

的保护意识，大量收集民俗文物，做到调查与收集工作并行，同

时建立正确的民俗文物保护工作框架，深入研究探索民俗文物背

后历史故事。比如说，可以采用当前先进的新媒体技术来展示民

俗文物，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展示民俗文物，随时随地规避文物

展示过程中的所出现的某些原则性错误。如果某一项民俗文物缺

乏相关文字、影像资料注解，博物馆内管理工作人员则需要录制

相关视频资料加以补充，为民俗文物资料的记录形式丰富提供技

术支持 [9]。

（四）利用民俗文物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服务功能

在博物馆中，针对民俗文物的收藏保护与展览利用必须体现

其自身显著价值优势，争取做到对民俗文物中各种优势资源的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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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烦恼利用，为参观者提供最优质的文化服务。在展览民俗文物

过程中，博物馆也需要同步开发具有特色的文物旅游资源，真正

做好民俗文物活动修复工作，体现民俗文物相当重要的历史价

值，加大各方对于民俗文物的重视程度，落实好各项保护利用政

策。在博物馆中，管理工作人员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展览民俗文

物，为参观者提供与民俗文物相关的社会文化服务。比如说，可

以将民俗文物与文物旅游资源联系起来，与参观者共同参与到对

民俗文物的调查工作中，展开互动性较强的民间文物风俗文化综

合性调查实践活动 [10]。而在具体的调查与收集探索活动中，参观

者也能更好、更深入了解民俗文物本质特征，为博物馆管理工作

人员更进一步开展细致实践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当然，博物馆

在陈列展览民俗文物时，也需要明确博物馆自身价值职责，那就

是面向整个社会大众提供相关文化服务，面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

界人民展示我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如此一来，针对民俗文物

的展示利用过程必须灵活多变，比如说某些博物馆可以专门针对

某一个民族特定的民俗文化来展开陈列展览活动，亦或者基于不

同民族来展示民俗文物文化，形成专题展览活动。就具体的展览

活动中，采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也是很有必要的，要从不

同民族的不同民俗文物切入，采用相对直观生动、形象细致的方

式来展现民俗文物特征。亦或者采用多媒体平台影像来展示民俗

文物，活跃现场参观氛围，为参观者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

在参观者具体观赏民俗文物过程中，对于民俗文物的来源与发展

情况深入了解是必要的，所以博物馆方面也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文

化服务策略，指引参观者主动参与到民俗文物文化的“再生产”

过程中，指导参观者参与民俗文物的生产制作过程 [11]。比如说，

针对云南某一历史民俗文化博物馆而言，他们专门为来访参观者

设计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傣族制陶工艺民俗文化活动，邀请参观者

在博物馆工坊中自主设计、制作云南傣族陶器。在制作过程中，

解说员也现场讲解傣族淘气民俗文物文化历史，整个过程非常生

动有趣，参观者不但学习了相关民俗文化历史，也参与体验了民

俗文物的制作流程。这一近距离的民俗文物利用与文化体验活动

令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愿意将自己制作的民俗文物购买

下来，留作纪念品，这些对于民俗文物文化的对外传播是非常有

好处的 [12]。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博物馆所承担的民俗文物文化传承保护

与利用社会责任巨大，它不但面向人们宣传教育中华民族传统民

俗文化，增加人们对于民俗文物文化历史的了解学习兴趣，也有

效开发并利用了民俗文物，将其风采更好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所

以说，民俗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现实价值同样重要，

它们都应该在博物馆中被多元化地充分展示出来，为现代人了解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创造条件。同时，也在合理利用民俗文物

过程中转化历史文化价值成为社会效益，延续我国传统民俗文物

文化的当下乃至未来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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