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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伯胤文集：博物馆卷》主要内容是承南京博物院厚爱，将我60年来写出的部分论述104篇续集
问世，何其荣宠乃尔！
我常对人说，我这一生只在一个地区（南京），一个岗位（博物院），只有一个雅号（写作），仅此
而已。
就在这么小的一块天地，任我上下周围踯躅，经过几十年耕耘，终于有“可观”之积。
论其形式虽是以博物馆学为主，但在学习、上下古今涉猎到有关博物馆学方面却知之甚少。
我虽在北大渎书时，举办过“五四史料展览”和“北京大学校史展览”，但对博物馆和博物馆学都知
之浅薄。
后来到了南京博物院，除了那本开宗明义第一本《博物馆》之外，我一下就掉进了另一本全新的博物
馆学里。
这有点像季羡林老师说的“让人看了以后，眼前立即亮起来，白头渔翁溘然冰释，那么回事。

　　溘然冰释说得好，可是在博物院里，当时各种各样的学习会，早晚学习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占
用着工作时间，唯独不见学博物馆学。
我想学，但从何处下手，因我在理论上一片空白，只能从历史以及与博物馆有过交往的人和事人手。
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在北京担任“小官”的几桩事，从中得到启发。
并漫由此而想到国内几位学人，如严智怡、林惠祥、王献唐、杨钟健、向达等学界耆老们对国内各省
市博物馆建设的宏论，此其一。
其二，随着国内文物界和世界各地博物馆的交流日趋繁荣，我也有幸先后在苏联、南斯拉夫、荷兰、
墨西哥、日本以及我同的香港、台湾去实地“取经”，特别是在墨西哥学习到金字塔文化及其各式各
样的博物馆办馆之道，在我的一生巾堪称是“世界博物馆知识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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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伯胤（1921～2009年），陕两耀县人。
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同年到南京博物院工作，研究员。
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第一届理事、江苏省博物馆学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1951～1974年，先　后调查剑川石窟，西藏民族文物.苏州　丝织业、造钟手工业和公所等有关民族手
工业和手工业组织；赴苏联调查民族　工作.赴墨西哥考察民族学博物馆。
从事田野考古，始，1952年的长沙发掘；之后在六朝陵墓、新沂花厅村新石器遗　埘等参加考古发掘
及调查工作.并找到南唐二陵遗址。
80年代初。
独剖博物馆　藏品分类“四部四项十进位分类法”
被日本学界誉为“宋氏分类法“。
曾在　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讲授博物馆学，任特聘教授。
从事博物馆：作60年，撰写《博物馆人丛语》、《宋伯胤说陶瓷》、《宋伯胤说紫砂》等专著11部.合
著3部，发表学术文章276篇，涉　及博物馆学研究、古陶瓷研究、紫砂陶　研究、茶文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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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博物馆其所以开展或组织这些活动，虽然是以实物材料为主，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显示馆藏的
丰富或珍贵，主要还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和人的需要。
博物馆所进行的上述的种种活动的目的都是在创造一个机会，让人民群众能够接触到这些具有形象教
育功能的实物材料，从而使人获得知识，启发思考，得到信息，博物馆也随之发挥了应有的社会功能
。
因此，广大的观众就必然成为博物馆实现社会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假设举办一个展览会，展品是十分丰富的，十分美好的，但没有一个人来参观，这样好的展品能发挥
什么作用呢？
60年代以来，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即是“接触理论”，又称“接受研究”
或“接受美学”②。
它的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的阅读而创造的。
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
用接受美学的表述方式，即一部作品的发生史结束之后，进入接受过程（或影响）之前，还不能算是
最后的完成。
例如一部小说，在未经读者阅读之前，只不过是一叠印着铅字经过装帧的纸张。
又像一部电影在与观众发生关系之前，只不过是一堆正片胶卷。
一座存放在博物馆库房里的雕像，只不过是具有某种形态的石头、木头、金属等。
用苏联学者梅拉赫的话来说艺术作品的生命始于它成为社会人意识中的事实之时，始于它与人的世界
观和审美标准发生关系之时。
因此，他们认为：“作品在接受活动中被称为客体，读者被称为主体，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当读者阅
读一部作品时，他是作品的驾驭者。
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读者变革自身的过程，也就是受作品潜在功能影响的
过程。
”这样的“变革”正如苏联建国初期杰出的心理学家列·谢·维戈茨基在其名著《艺术心理学》中说
的听音乐的例子，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音乐使我忘掉了自己，也忘掉了我此时此地的处境，它
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不是我的处境中去。
我觉得在音乐的影响下，我感觉到了我实际上没有感觉到的东西，理解到了我所没有理解的东西，做
我们不能做的事。
”博物馆的展品和音乐虽是两回事，但它们本身都具有感染社会，感染每一个与它们接触的人的力量
，则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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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集中展示南京博物院几代学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体现研究与服务相结合的学术理念，南京博物
院特别编纂了《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系统整理先辈和当代学人的学术论著，介绍他们的治学方法
和研究成果，使之作为系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且传承下去，成为后学汲取学术营养并获得灵感的重
要源泉。
同时，真诚希望青年学人能传承学术薪火，坚持良好的学术风气，促进相关工作的不断开展，探索一
条新时期可持续的学术途径。
所以，《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不仅是优秀的学术资源，更是一种精神资源；编纂的过程不仅是对历
吏文化积淀的整理，也是对南京博物院学术精神的弘扬。
无论从文献价值还是从学术传承肴眼，作为_--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随着时间
的推移必将会成为激励后来者不断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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