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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博物馆的社会功能、组织管理、工作原则等专业知识。
此次修订仍由原书主编王宏钧负责，在修订版中对原书章节作了较大调整，在博物馆信息化等内容上
作了较多的增补，使该书具有了理论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意义，系国家文物局文博专业教材之一。
本书分为四大编，共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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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宠钧，1926年生，安徽泾县人，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中国明史学
会顾问。
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党委书记、中国博物馆学会代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中国
国家委员会主席、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亚太地区季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博
物学分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上）副主编，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
北大学明史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专业、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
委员会委员。
主要论著：《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11至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世界》、《秋海棠叶集》、
《准噶尔历史与文物》（合著）、《国说中华五千年》（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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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博物馆学基本理论和博物馆历史　　第一章 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什么是博物
馆学？
博物馆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
博物馆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是什么？
这是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节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　　要科学的界定博物馆学，确定博物馆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
首先必须确立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
一门学科能否成立，主要标志在于它是否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科学又分为各个学科。
每一个学科只是研究客观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或某一领域的运动形式及其内在规律。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运动形式及其内在规律。
因此，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运动形式和内在规律，就构成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
博物馆作为一种不同于其它事物的社会文化实体，有其特有的运动形式和内在规律，并且具有客观性
和独立性的特征，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础，同时也为人们的认识成果提供了检验的可能性。
所以，博物馆所特有的运动形式及其内在规律就是博物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
因此《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　　&ldquo;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保存、研究和利用自然标本与人类
文化遗存，以进行社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博物馆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也
包括博物馆社会功能的演进、内部机制的运营和相互作用的规律。
&rdquo;　　一、什么是博物馆学　　日本《大百科事典》认为：&ldquo;博物馆学是明确博物馆本质
，科学地研究博物馆的真正目的及实现的方法，使得博物馆正确发展的学问。
&rdquo;　　荷兰博物馆学者彼得&middot;门施提出：&ldquo;博物馆学是包括关于管理和使用文化和
自然遗产在内的理论和实践的完整复合。
&rdquo;　　美国爱达荷大学博物馆学研究室主任艾利斯&middot;G&middot;博尔考教授认为，&ldquo;
博物馆学是有关博物馆制度、历史、演进，现在的地位和将来发展，以及博物馆对社会的独特责任的
研究&rdquo;。
　　前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ldquo;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产生，研究它的社会职能，以及
研究博物馆事业的理论和工作方法问题的科学&rdquo;。
　　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e，简写ICOM）对博物馆学的定义是：&ldquo;
博物馆学是一种对博物馆的历史和背景、博物馆在社会中的作用，博物馆的研究、保护、教育和组织
，博物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对不同博物馆进行分类的研究。
&rdquo;　　《中国大百科全书&middot;博物馆》卷提出，&ldquo;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的性质、特
征、社会功能、实现方法、组织管理和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rdquo;。
目前，这是我国大多数博物馆学研究者的共识。
一般而言，博物馆学应该既研究微观的博物馆系统，又研究宏观的博物馆事业，但其中微观的博物馆
系统是博物馆学研究的核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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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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