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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助力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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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博物馆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精髓的宝库，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博物馆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承的平台，可以通过博物馆

这个枢纽彼此影响。博物馆已逐渐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文化枢纽。博物馆引领城市文化发展，改变着城市，改

变着我们的生活，丰富着整个城市的修养，进而实现跨越古今、连接未来，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中枢作用，推动甚

至指引未来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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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 treasure house carrying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museum is the core of humanistic spirit. 

As a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heritance, museums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through the 

hub of museums. Museum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cultural hub of a city and a country. Museums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change the city, change our lives, enrich the cultivation of 

the whole city, and then realize the central role of crossing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onnecting the 

future, crossing the region and crossing the culture, promoting and even guiding the future 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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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的文化传承功能

（一）博物馆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是一个民族国家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延续着一个

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血脉。博物馆通过举办展览、组织学术研究、

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等方式，使这些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基因

在博物馆中得以传承、转化和发扬。

每一种文明都是在其独特的生存土壤中孕育而生，凝聚了一

个国家或民族的非凡智慧与精神追求，它们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

价值。[1] 每一种文明都是在其独有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社会结

构这一综合生存土壤中孕育而生的，它们不仅仅是时间累积的产

物，更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凝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漫

长历史进程中的非凡智慧、深邃思想以及不懈的精神追求。这些

文明形态各异，丰富多彩，各自蕴含着独特的宇宙观、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类多样性的美好，展现了人类在不同地域、

不同时代探索世界、理解生命、追求幸福的独特路径，因此，每

《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在对博物馆的定义：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

非物质遗产。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以及博物馆本身提供更多元的展览和活动，博物馆已不再仅仅是收藏和展

示文物的场所，更是人们学习、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

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凸显了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在教育传播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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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明都拥有着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独特价值，是全人类共

同的宝贵财富。[2]

（二）博物馆弘扬和传播当代文化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让文物活起来，就是要

通过扎实、细致、深入的研究，把文物本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发

掘出来，让文物变得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丰满起来、立体起

来，从物的层面变成具有重要思想文化内涵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变成有感情的东西。这也是对待博物馆的文化解释权的一种态度

与立场。[3]

博物馆通过展示珍贵的文物和丰富的展览，不仅让我们回望

历史，更引导我们思考未来。它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更是启迪心

灵、激发灵感的场所。在这里，每一件展品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

积淀，每一个展览都讲述着动人的故事，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心

灵的洗礼。

（三）博物馆文化创见未来

博物馆不仅是社会文化和观念形成的重要隐喻空间，更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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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为人类前行注入不竭动力。博物馆巧妙地

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藏品与精神、社会交往与感受认知，构建出

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4] 在这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里，传统的、历史的意义与当代、当下的构建相互交织，共同孕

育出公众阐释的文化意义。

博物馆的存在，使得文化传承与创新得以并行发展。它不仅保

存了人类文明的瑰宝，更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通过

不断更新和创新展览形式，博物馆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使更多人

能够参与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中来。这种互动和交流，不仅丰富了

我们的文化生活，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之，博物馆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

的摇篮。它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历史，指引了前行的

方向。在博物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历史的厚

重，更能触摸到未来的脉搏。[5]

二、博物馆文化传承功能的实现方式

（一）博物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博物馆承载着地区以及人类发展的记忆，是一座优雅而又神

圣的文化殿堂，其不仅是一部记载着我们祖先的精神以及物质文

明的历史书籍，而且也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城市的文化脉络。博

物馆不仅仅是收藏和展示文物的地方，更是一个教育和启迪心灵

的空间。通过精心策划的展览和互动活动，博物馆能够激发公众

对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同时，博物馆

也是科学知识普及的重要平台，通过生动直观的方式，向大众传

递科学理念和文明进步的信息。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越来越多的科技应用到博物馆，

越来越多的业态结合博物馆……博物馆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主要

场所，也是市民接受文化熏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的场所。人们可以在这个高品

位的文化场所中获得知识，并在博物馆幽静、高雅的氛围中得到

放松。同时，博物馆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成为社区居民最喜爱的

文化活动场所，博物馆与人的关系更为亲密。[6] 一些影响力较大的

博物馆正积极致力于构建高度包容的学习生态系统。它们不再仅

仅局限于作为文物收藏机构的传统角色，而是逐步转型为集社会

教育机构与社区服务机构于一体的多元功能体。随着这一功能定

位的悄然变化，博物馆的形象也从过去的“高冷”逐渐转变为更

加“亲民”。

这种转变意味着博物馆更加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体验，致力于

创造一个开放、互动的学习环境，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

属于自己的学习路径和探索乐趣。通过举办各类展览、教育活

动，博物馆不仅传授知识，更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创造力和批判

性思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知识与实践的重要

桥梁。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不仅保存和传承了文化遗产，更成

为了推动社会教育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7]

（二）博物馆助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博物馆文化是旅游和旅游文化的重要人文景观。博物馆在现

代社会的迅速繁荣与发展，与旅游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显著崛起紧

密相连。博物馆所蕴含的灿烂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实物资

源，对广大游客构成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些珍贵的收藏不仅

涵盖了广泛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包括了建筑文化遗产，尤其是那

些建立在历史遗址上的博物馆，它们本身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建筑价值的瑰宝。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文化体验和

精神追求，博物馆作为文化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其地位和作

用日益凸显。游客们通过参观博物馆，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到珍

贵的历史文物，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和历史背景，还能够深刻感

受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魅力。同时，博物馆也借

助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拓宽自身的展示和教育功能。通过举办各

类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等活动，博物馆为游客提供了更加多元

化、个性化的文化体验方式，进一步增强了游客的参与感和满意

度。[8] 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不仅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发

展，也为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代旅游已经是一种物质与精神兼备的活动，仅仅在山水之

间寻幽探胜是远远不够的，人们需要体验和评判更多的文化内

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提升旅游内

涵，旅游实现文化价值。博物馆与旅游几乎天然不可分，很多博

物馆本身就是重要的旅游景点，是该地区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博物馆与旅游的结合对博物馆而言，扩大了博物馆观众

数量，实现了博物馆的功能。另一方面，对旅游而言，丰富了旅

游的内涵，提高了旅游的品味。因此，可以说博物馆与旅游业的

紧密结合，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未来，随着人

们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和旅游市场的持续扩大，博物馆将继续发

挥其在文化传承、教育普及和旅游开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构

建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贡献力量。[9]

（三）博物馆超越城市边界指引城市发展

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城市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土

壤，城市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博物馆，博物馆彰显一座城市的底

蕴，给城市注入了新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巨大财富。城市文化

赋予博物馆文化独具个性的地域特色，具有民族传统，地方特色

和时代精神的城市文化。

反过来，作为人类文明璀璨成果的守护者与传播者，博物馆

不仅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彰显一个国家或

某一地区独特文化风貌的文化名片，逐渐演变成一个多功能的文

化综合体。从微观层面来看，博物馆承载着珍贵的历史文化资

源，其使命在于通过陈列、展示和传承文化，使这些资源得以保

存并为公众所了解。博物馆内的展品和藏品，是历史的见证，是

文化的瑰宝，它们以静默而有力的方式，讲述着过去的故事，激

发着人们的思考与共鸣。从宏观层面来看，博物馆则浓缩了城市

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成为了文化交流、跨区域对话的重要平

台。它不仅是城市的文化象征，更是提升城市凝聚力、塑造城市

形象的关键因素。此外，博物馆还具有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

能，通过吸引游客、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当地经济注入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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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馆促进文化交流

（一）博物馆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

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文物、艺术品和历史资料，这些藏品本

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信息。

通过参观博物馆，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

色、社会变迁和艺术发展，从而拓宽视野，增长知识。博物馆通

过展览、互动体验、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将枯燥的历史知识

变得生动有趣，能够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文化、历史和艺术

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转化为持续的学习动力，促使人们更加深

入地探索和研究相关领域。

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和文物往往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通过欣

赏这些作品，人们可以逐渐培养起对美的感知能力和鉴赏能力。

这种审美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生活品质，还能促进社会的

整体文化氛围向更加高雅、多元的方向发展。博物馆是教育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博物馆都设有教育部门和专门的教育项

目，为学校和社区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实践活动。[10] 这些资源

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

（二）博物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博物馆不仅是本土文化的展示窗口，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平

台。通过举办国际展览、文化交流活动等，博物馆可以促进不同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

作。实现跨时空与跨地域文化的友好交流和良性碰撞需要一个中

介，作为记录人类文明足迹的博物馆责无旁贷地担当了这样的历

史使命。博物馆中的“物”即藏品为核心，博物馆为不同文化的

理解、交流提供物质基础，博物馆为不同文化的理解、交流提供

时间定位，博物馆为不同文化的理解、交流提供空间场所等角度

浅谈博物馆与跨文化理解、交流的关系。

博物馆作为“文化中枢”，其独特地位确实跨越了时间和空

间两个维度，承载着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不同地域与文明的重

任。在时间轴上，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代与未来的桥梁。它不

仅记录着人类历史的变迁，还通过收藏、保护和展示历史文物，

让现代人能够直观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同时，博物馆

也是未来文化的孕育者，它通过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未

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

使得博物馆成为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空间轴上，博物馆则是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

间沟通的桥梁。它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将世界各地的文化

遗产汇聚一堂。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不同

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还能激发文化创新的火花，推动全球文化的

共同繁荣。只有加强了各国间的文明互鉴，才能促进各国文化的

共同发展。

因此，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应肩负起连接时空、沟

通文化的使命，通过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历史文化，促进人

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搭建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

沟通的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博物馆

也需要不断创新和优化服务，以适应公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

求。通过引入新技术、拓展新功能、提升服务质量，博物馆将更

好地发挥其在传承文化、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方面的作用，

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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