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承载
着历史，凝结着
记忆，是摸得到
的文明之根与
脉。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博物馆
是保护和传承人
类文明的重要殿
堂，是连接过
去、现在、未来
的桥梁，在促进
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方面具有特殊
作用。

一个博物馆
就是一所大学
校，博物馆专业
建设一直备受关
注。各级博物馆
的建设，满足了
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需求，更为
中国的史学传承
提供了新的契
机。

宁波市重点
文化研究基地浙
东学术文化研究
中心以宁波大学
博物馆专硕点建
设为切入口，聚
焦宁波海洋文明
禀赋，就博物馆
专业与中国史学
传承、博物馆人
才培养与海洋文
化弘扬、博物馆
与中外文明交流
互鉴等议题，结
合课程思政建
设，展开研讨，
让公众在“博
物”中“博悟”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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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自古就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港
口城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
同时，宁波也是一座彰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气质的“博物馆之城”。据统计，宁波
正式备案的博物馆有 79 家，博物馆数量
在全省设区市中排名第一，在全国排名第
八。特别是宁波还拥有 3 家国家一级博物
馆，包括宁波博物院 （宁波博物馆、宁波
帮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院 （天一阁博物
馆、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以及宁波中国
港口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中珍藏着大量
曾经伴随着东西方的人员交往、文化交
流、文明交融而出现的文物。此外，宁波
还保存着众多与中外交往相关的遗址遗
迹，比如永丰库遗址、高丽使馆遗址、天
后宫遗址、渔浦码头遗址、江北老外滩建
筑群等等。它们向公众“讲述”着其所见
证的那些文明互鉴的故事。

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客厅”，承担
着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的职责。高校及科
研机构与博物馆开展合作，有利于促进文
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教育创新的协同
发展。宁波大学历史学学科拥有中国史全
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点和博物馆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点，其学术定位是“立足浙东，
放眼全国，面向世界”，以浙东地区为中
心的中外关系史教学与研究正是本学科的
一大特色。“一带一路”的文化底蕴与历
史背景，也需要从中西文化关系中探寻，
如何以地方博物馆以及文化遗址遗存为媒
介，充分发挥文物的思政教育功能，讲好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故事，授好中外关系史
课程，培养具有广博学识、国际视野和文
化自信的文博人才，是一个极富意义的课
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主题展览与课程教学相辅相成

根据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相关内容，利
用博物馆的常设或临时展览，特别是那
些聚焦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展览，进行主
题教学。比如，讲授中国瓷器的对外传
播时，以宁波博物院珍藏的“越窑青瓷

荷叶带托茶盏”等瓷器作为切入点，讲
述唐代宁波越窑青瓷对外贸易的繁荣盛
景，最终落脚到海丝繁荣在古时、复兴
在今朝的当代意义。又如，在讲述清代
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时，可组织学生参
观中国港口博物馆沉船科技保护修复区里
的“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船体构件以及
沉船出水文物。这艘在清道光年间沉没于
浙东沿海往返南洋航线上的船只，为探索
清代中外贸易史、海外交通史等问题提供
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博物馆是展览交流的国际舞台，也是
文明互鉴的对话场所。比如，在陆上丝绸
之路两端的中国和意大利，都是人类文明
的重要策源地，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
2023 年，宁波博物院联合意大利 4 家博物
馆以及国内的多家文博单位联合策划的

“大河文明”展，展示了来自中意两国博
物馆的 199 件 （套） 文物，将两河流域、
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与长江流
域的文明见证物联系在一起。像这样的联
合策展在宁波这座正在勃兴的“博物馆之
城”会越来越多，让人们在家门口就看到
远道而来的他国文物，感受文明的碰撞。
遇到这类展览，“中外关系史研究”这门
课也应当及时将其融入教学。

重视“受教”体验强化实地考察

博物馆通过展示与中外关系相关的文
物、文献、艺术品等，为学习者提供了直
接观察历史证据的机会，使得抽象的历史
概念变得具体可感。特别是由于现代网络
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这些藏品的文
化 底 蕴 提 供 了 一 种 鲜 活 生 动 的 表 达 形
式，极大地增强了育人效果。比如，以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视频等技术手
段为受众提供了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体
验，相较于单一的课堂教学，这些新媒
体、新形式的广泛运用，激活了古老文物
的时代生命。“中外关系史研究”课程应当
分析新形势下学生的所思、所需，为“受教
者”精准画像，积极将上述新兴的博物馆资
源融入教学，引起他们的思想共鸣和研究
兴趣。

宁波众多的海丝文化遗址作为一种
“活生生”的历史教材，能够让学习者亲
身体验到历史的真实感。比如，在讲授唐
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往一节时，可
以去探访波斯巷遗址和月湖之畔的古清真
寺，前者是北宋时期波斯商人在宁波的聚
居之地，后者则是唐代伊斯兰教入华的重
要遗迹。又如，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一
节，便可去天童寺探访，在宋元时期，该
寺是求法日僧前往朝拜的重要道场，他们把
在此学到的禅法以及文学、艺术、建筑等带
回日本，对日本佛教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天
童寺甚至被日本曹洞宗奉为祖庭。还如，在
介绍近代的西风东渐和新式教育建立一节
时，就可以赴江北岸老外滩、英国领事馆旧
址、浙海关旧址、宁波教育博物馆（甬江女
子中学旧址）等地进行参观学习。

实践教学协同育人

建立人员互动机制，可以根据“中外
关系史研究”课程的教学内容，邀请博物
馆的专业人员走进高校课堂举办讲座，或
者在博物馆内开展工作坊，为学生提供专
业解读和深度学习的机会。建立理论+实
践机制。聘请博物馆资深专家担任研究生
实践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将
文献研读与现场操作相结合，让学生实地
参与博物馆的藏品整理、展陈设计、文物
保护实验等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既
熟悉了课程内容，又实践了方法，还掌握
了博物馆仪器设备的使用，将理论知识与
实践相结合，逐步提升专业能力和实践技
能。引导学生对于课程内容进行项目式探
研，结合中外关系史研究当中的一些重要
议题，积极参加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互联网+”、“挑战杯”等赛事，从而深
化其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与科研能力。（本文系 2023
年浙江省“十四五”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OBE教育理念下 《中外关系史研究》 课
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最终成果）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
院副院长、宁波市重点文化研究基地浙东
学术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宁波大学博物
馆专业硕士点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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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新的春天，中国历史
学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与历史学其他学科
一样，博物馆学科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有力推进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博物馆与“博物”的源流

近代西方的公共博物馆事业源于启蒙运动中的
百科全书式探索精神，在创设伊始便循着近代化的
脚步前进，如 1793 年在巴黎成立的卢浮宫博物馆，
其藏品便是王室藏品“民主化”的结果。现代博物
馆的概念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亦随着中国“近
代化”的脚步波折向前。

在中国古代，收藏、保护和利用遗产的实践虽
未直接演化成现代博物馆的概念，却蕴含着类似博
物馆的元素。博物馆的核心意涵——“博物”，在我
国古代早已有之。西晋张华作 《博物志》 时，所记
内容便包罗万象，从异境奇物到人物传说。东晋郭璞
注 《山海经》 时亦提到“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
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又“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
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所谓“博
物”，不仅是文学大儒见多识广的基本素养，更是文
化精英由博物洽闻及于“君子不惑”的精神追求。

“博物”往往是史家品评人物的价值标尺。在
《汉书》 中，班固提及“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
唯孟轲、孙 （荀） 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
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
世”。范晔 《后汉书·班固传》 中亦提及“固伤迁博
物洽闻”。刘知几 《史通》 更是开宗明义：“史之为
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
国有家者，其可阙之哉！”

传统史学的镜鉴职能，与文化精英“博物”的
旨趣动态交汇，促进了史学内涵的扩展。唐高祖

《修五代史诏》 谓“史官记事，考论得失”“惩恶劝
善，贻鉴将来”。《册府元龟》 亦有“广记备言，国
史之职也；章往考来，《春秋》 之义也”。以史为
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以史劝惩等史学经世致用
功能，作为撰史的宗旨与理念，籍由“广记”“博闻”
沟通“求真”“鉴失”，“博物”概念与史学贯通古今的
理念相合，在史学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迨至近
代，传统史学“博通”的内涵与西方的博物馆概念交
汇，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museum”一词源自拉丁
语的musum，意为“学院、研究所”，后来演变为“收
藏珍品的地方”。其中的Muse，意指缪斯女神，um表
地点，意即缪斯女神的圣殿，在古希腊用以指学校，
图书馆，艺术学校。近代，“museum”传入中国，将
之翻译为“博物馆”，便是将“博物洽闻”的史学精神
与“艺术本真”的西方缪斯文化有机融合。

博物馆专业建设与中国史学之传承

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仅存的 25 座博物馆，今
天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全国已有
50 多所高校设立博物馆专业硕士培养点，宁波大学
在 2023 年开启了第一届博物馆专业硕士的招生与
培养。在新时代，史学传承与建设应彰显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断提升中国历史学
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对中华文明传统的重新理解
和传承，推动包括博物馆学在内的“三大体系”建
设。为更好地契合博物馆专业的发展，主要聚焦于
三个角度。

首先，博物馆专业教育与文化传承融合。作为
重要的人类文明承载场所，博物馆天然肩负了特殊
的教化使命。2021 年多部委下发的 《关于推进博物
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就指出：“发挥教育功
能。制定博物馆教育服务标准，丰富博物馆教育课程
体系，为大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提供有力支
撑。”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博物馆作为教育场所，应
重点关注大中小学生的教育教学，强调家国情怀和文
化自信的培养，通过展示传统文化和历史成就，激发
民众的爱国情感和文化自信。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以
提升文化自信为教书育人的抓手，将文化自觉渗入其
中，成为博物馆专业培养体系设置的内在要求。

其次，基于博物馆新技术的运用，拓宽与加深
史学研究。博物馆在实践过程中融合了新兴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伴随“智慧博物馆”理念的提出，许
多博物馆已在尝试借助 BIM、AI、传感技术、数字
孪生构建等技术，力求将历史人物与事件在游客面前
生动呈现。让实物藏品的在场性之真弥补文献资料受
书写者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及语言文字能指与所
指之间的距离等影响的缺陷。跳出书籍的平面视角，
使身临其境地感悟历史成为可能。清代史学理论大师
章学诚认为，所谓“史意”，得“古人之遗意”则
得，失“古人之遗意”则失。现代科技立足文本并超
越文本，考究历史可能存在的诸个维度和侧面。每个
当下的时间节点又为未来科技史的追溯提供了一种可
能，是博物馆建设与史学传承的完美结合。

最后，文物的收藏与保护。博物馆的收藏要
求，其内核即是“求真”，《文心雕龙》 言“然史之
为 任 ， 乃 弥 纶 一 代 ， 负 海 内 之 责 ， 而 赢 是 非 之
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
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所谓“正”便是
对 史 学 求 真 的 最 高 旨 归 。 有 趣 的 是 ，“ 史 ” 与

“物”作为时间标的的两面，往往有着相同的被加
工经历。正如文物修复的“修旧如旧”原则，在不
改变原状的基本前提下，采取最小干预，不加入个
人臆想或随意修改诸理念，正与历史书写中“书法
无隐”“直书其事”“无污青史”“不取人情”等直笔
理念相类。力求客观公正，以旁观者的视角站在历
史中、站在文物外，是史学传承与文物保护共同的

“浪漫”。当然，正如历史书写并不回避“趋美”，求
真趋美亦是当今博物馆永恒的价值依归。（本文系
2023年浙江省“十四五”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中国史学史研究”最终成果）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博物馆专业硕士点负责

人、宁波市重点文化研究基地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宁波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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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专业建设与
中国史学传承

博物馆人才培养与海洋文化弘扬

以博物馆为媒 讲好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故事

白斌 黄一鸣

博物馆的建设既要考虑对历史文化的
整体承载，也要注重对地域特色文化的凝
练宣扬。就宁波等沿海城市而言，海洋文
化是地域特色文化的突出要点，也是沿海
高校博物馆人才培养中所要着力的重要内
容。在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过程
中，宁波大学博物馆专业硕士点的人才培
养要紧扣地方博物馆人才需求，从海洋人
文课程建设、海洋史迹田野考察和海洋专
题展陈设计等三个方面，推动区域海洋文
化的传承与弘扬。

博物馆人才培养与海洋人
文课程建设

海洋人文是一个涵盖历史、文化、地
理、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领
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家海洋强
国战略的提出，培养拥有海洋文化素养人
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宁波大学历史系博
物馆专业硕士点历来注重海洋历史文化领
域的教学、研究与地方服务工作。在教学
领域，其中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环节，除
了开设面向全校研究生的“海洋人文素养
通论”课程外，还在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
点开设“海洋考古专题”“海丝遗存专
题”等专业选修课，并在中国史学术硕士
学位点开设“中国海洋史文献研读”公共
选修课；本科培养环节，随着宁波大学

“现代数字化博物馆”微专业的获批，作
为其核心课程的“海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
护与利用”也将面向全校本科学生开设。
此外，“海洋文化史专题”课程已纳入历
史学本科专业学生的选修课程体系。

作为浙东地区唯一的博物馆专业硕士
学位点，宁波大学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点
立足浙东，培养拥有海洋文化素养的人
才。宁波地区相关博物馆作为区域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在海洋人文课程建设中发
挥重要作用。首先，博物馆拥有丰富的展
览资源，可以为海洋人文课程提供立体的

实践教学环境与产学协同平
台。通过文物展品进校园等
校内外课堂相结合的形式 ，

学 生 可 以 通 过 实 地 考 察 、

亲手操作等方式，深入了解海洋文化的内
涵和价值。其次，博物馆拥有一线从事涉
海博物馆展陈与文物修复的业界专家，可
以为海洋人文课程提供优秀师资队伍，展
示最新的相关研究动态，提高博物馆学位
点人才培养质量。最后，博物馆拥有培养
学生专业技能的激励机制与展示平台。随
着今年 4 月 1 日首届“全国博物馆讲解大
赛”决赛在宁波博物院的举行，成熟的博
物馆优秀人才选拔与展示机制，为海洋人
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和考核标准指明了方
向。

博物馆人才培养与海洋文
化遗产保护

海洋文化遗产是与人类涉海活动和海
洋观念相关的文化遗产，是历代先民在海
洋文化活动中，遗留和积淀下来的文化遗
存，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水下海
洋文化遗产、航海海事文化遗产、海疆海
防文化遗产、涉海民俗文化遗产、海洋聚
落遗址文化遗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然而，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
响，许多海洋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重的威
胁。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
化遗产，许多沿海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点
把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作为人才培养
的重要目标。

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点人才培养与传
统的学术硕士有较大区别，其中一个很重
要的差异就是注重对学生解决当代现实问
题的培养。妥善处理海洋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发展的关系，在保护、传承
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增强保
护意识、凝聚传承合力，是博物馆专业硕
士学生研究选题、能力培养的重要着力
点。具有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素养学生的能
力提升包括对考古学、文物学、历史学、
建筑学、文学、生态学等学科专业知识的
系统学习与田野实践。对此，在具体培养
计划的制订方面，要注重实践教学课程的
比重，开设“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实
践”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充分提
高学生的田野考察能力与相关技术的实际
操作能力。学位点可以与博物馆、档案
馆、文物局等政府机构及地方文化企业对

接，在海洋文化遗产调查、保护与传承方
面开展充分合作，共同挖掘区域海洋文化
遗产的历史、文化及科学价值。

博物馆人才培养与海洋专
题展陈设计

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环节最重
要的能力培养目标，就是能独立进行各级
各类博物馆、档案馆及其他文化单位、场
所的展陈策划、设计与宣讲工作。宁波及
浙东沿海地区文化宣讲的重要内容就是在
深入挖掘、提炼区域海洋文化的基础上，
围绕海洋各类专题进行体系化的设计与陈
列。海洋专题展览作为博物馆布展主题的
重要类别，不仅要求展览内容丰富、科学
准确，更要求展览形式新颖、引人入胜。
博物馆、档案馆作为区域旅游文化资源的
聚集地，新颖、多元化的布展方式既是区
域文化传承与旅游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
博物馆人才培养的时代需求。

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各类各级博物馆、
档案馆等文化单位而言，要提升海洋专题
展陈作品的质量及社会影响力，培养和引
进具有系统海洋历史知识学习与专业海洋
展陈设计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是时代发展的
趋势。在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人才培养过
程中，开设“中国文化史”及“海洋文
化”等历史文化类专题课程，并在此基础
上引导学生从事相关问题研究是培养学生
海洋专题展陈设计能力的重要着力点。在专
业实践环节，通过打造跨学科数字化平台
与建设校企合作实践基地，围绕海洋相关主
题，结合学校特色发展与地方文化需求，以
合作方式打造一个专业的展陈设计团队，不
断推出高质量的海洋专题展览，培养具有跨
学科合作能力、地方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理
论与实践能力相补充的文化展陈设计人才。
(本文系浙江省“十四五”研究生教学改革
项目“高等院校研究生‘海洋人文素养通
论’课程思政元素有效融入研究”最终成
果、宁波大学博物馆专
业硕士学位点中期建
设成果)

（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浙东
文化研究院）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向世界讲好中国港口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