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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拥抱博物馆的世纪　　西安市文物局局长郑育林　　当博物馆在一百多年前引入中国的时候，西
安就注定要成为博物馆之都。
从人类开始拿起石头猎取食物，原始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身影。
留下了改造自然，也同时改造自身的历史印记。
再后来，先民发明了制陶，这是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的化学性质的伟大实践。
于是，我们看到了丰富的彩陶文化。
再后来，城市出现，国家出现，这块土地承载了更加艰巨的重担，也留下了更加辉煌的历史，从文王
迁丰、武王都镐，到后来纵横捭阖、开疆拓土的帝王们都对这里青睐有加：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
，造就了千年帝都的荣耀。
然而，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普通民众只能从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中获得一鳞半爪的信息，翻阅那些
汗牛充栋的典籍是读书人的特权。
博物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1909年，在南院门诞生了一个-1做劝工陈列所的机构，1900年慈禧太后避“八国联军”之祸来到西安
，次年返京时，各地所进奉的一些贡品如漆器家具、丝绸、工艺品等无法带走，后来就存在此处，并
对外陈列。
因此，民问皆呼为“亮宝楼”。
后来还有一些著名的文物藏品也在这里收藏和展出。
如唐昭陵六骏中的青骓、特勒骠、什伐赤、白蹄乌等四件石刻，曾悬挂在景云观的唐代景云钟等等。
亮宝楼让西安的民众大开眼界，在这里人们看“宝物”、看动物、看植物，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可以说，劝工陈列所是一个虽无博物馆之名，而有博物馆之实的文化机构。
在此基础上，几经演变，到1944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成立，西安人开始有了清晰的关于博物馆的概念
。
劝工陈列所是陕西最早的博物馆，陕西博物馆起源于西安，这是西安的骄傲。
不仅如此，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在新中国建立后获得了长足发展，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以中国
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的姿态立于博物馆之林。
这是西安的自豪。
不仅如此，博物馆的视野还在扩大。
早先，人们对博物馆的认识还停留在把玩古物上面，而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开放，使人们得以进入原始
人生活现场，那些原来只在传说中存在的社会生活，真正实实地摆在眼前——遗址博物馆的诞生，使
人们获得了回视人类不朽创造力的机会。
不仅如此，秦王扫六合的气势、汉武唐宗的雄才大略，过去只能在古人的诗文里体会，而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汉长安城遗址陈列馆、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大明宫考古探索中心、大明宫遗址博物馆
、唐皇城含光门遗址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建立，使人们能够徜徉于曾经的帝王之乡，感同身受。
不仅如此，博物馆的领域还在拓展。
人们渐渐发现，把博物馆仅仅当做古董铺是片面的。
于是，西安植物园、陕西自然博物馆、陕西地质博物馆等一系列自然博物馆走进了西安人的生活，那
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不仅如此，人们渐渐发现，各行各业都应该建立自己的博物馆，这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于是，西安钱币博物馆、陕西科学技术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陕西省体育博物馆、健康博物馆、金
威啤酒博物馆、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博物馆等纷纷登台亮相，成为职业教育的良好平台。
不仅如此，民间收藏家纷纷登堂入室，将自己的收藏品公之于众，由原先“秘不示人”的收藏家，变
身为以“纵入观览”为目的的博物馆专家。
既有倾个人之资兴办的陕西第一个民办博物馆——三泰自然博物馆、经文牛文化陶瓷博物馆，也有举
企业之力打造的陕西万达博物院、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陕西元阳文化博物馆，更有为文化遗产不
遗余力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以及探索社会力量致力文化遗产保护新路的大唐西市博物馆、秦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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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博物馆。
不仅如此，西安的高校博物馆更是利用自身优势，加入博物馆建设行列，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陕西
师范大学博物馆、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西北工业大学的航空博物馆、航天博物馆、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的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建筑博物馆、建筑材料与标本陈列馆、校史馆、音乐史博物馆、长安大学地
质博物馆、海棠职业学院中医美容博物馆、西安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博物馆、西安科技大学地质博物馆
等，将博物馆建设一次次推向高潮。
西安博物馆走过百年历程之际，西安市委市政府敏锐地意识到新世纪博物馆建设的责任和机遇，出台
了“关于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围绕“
建设人文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的总目标，通过3年的努力，再建50～80座博物馆，使西安博物
馆的总量突破100个，基本建立以国有博物馆为龙头，行业博物馆为骨干，民营和私营博物馆为主体，
各种所有制并举、门类新颖齐全、布局科学合理、内容丰富多彩、富有地域特色的博物馆网络，在全
国率先形成科技贡献度高，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新格
局，把西安建成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城”。
有人说，21世纪是博物馆的世纪。
西安博物馆发展的历程、现状和趋势，都在印证着这个预言。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有犹豫的权利吗？
让我们一起拥抱博物馆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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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安博物馆走过百年历程之际，西安市委市政府敏锐地意识到新世纪博物馆建设的责任和机遇，
出台了“关于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围
绕“建设人文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的总目标，通过3年的努力，再建50～80座博物馆，使西安
博物馆的总量突破100个，基本建立以国有博物馆为龙头，行业博物馆为骨干，民营和私营博物馆为主
体，各种所有制并举、门类新颖齐全、布局科学合理、内容丰富多彩、富有地域特色的博物馆网络，
在全国率先形成科技贡献度高，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博物馆事业发展
新格局，把西安建成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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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博物馆的里程碑　　虽然早在商代我国就出现了类似博物馆的机构，但是作为特殊的社会文
化教育机构以及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实际上起源于欧洲，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作为“开民智”的重要举
措引进到中国。
在百年来的风雨历程中，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几经兴衰。
其间，有一座博物馆是应该被人们特别记住的，那就是以原陕西省博物馆藏品为基础，于1991年6月20
日正式建成开放，被誉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博物馆”以及“中国博物馆走向现代化标志”的陕西历
史博物馆。
说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就必须提及建于1944年的陕西省博物馆和已故的周恩来总理。
1944年6月，为保存国有文化、激发民族意识、促进学术研究，当时的陕西省政府利用西安碑林、西京
图书馆所藏的历史文物、西安民教馆的工艺陈列品和前陕西考古会收藏的各种文物，成立了陕西省历
史博物馆。
馆址设在西安碑林，负责对全省各地所有史迹文物进行调查、保护、征集、修复，同时兼管碑林前孔
庙，这是现代在陕西成立的第一座省立博物馆。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接收。
　　1950年5月，归属西北大区管理，改名为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
1952年1月，又改称为西北历史博物馆。
1955年6月，由于西北大区撤销，西北历史博物馆又归属陕西省政府管理，馆名也改定为陕西省博物馆
。
1963年，新建的西安石刻艺术室正式对外开放，从此，历史陈列、石刻艺术和碑林就成为陕西省博物
馆的三大常设陈列。
随着陕西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陕西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已达数十万件之多，在海
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与此同时，藏品丰富但场地狭小、展示环境差等问题也日益困扰着博物馆。
早在1961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陕西省博物馆视察时就感叹：“碑林拥挤，空间太小，光线太暗，
看起来不方便。
”1973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再次来到陕西省博物馆参观后，有感于
陕西作为十三朝古都的特殊历史地位以及丰富的文物遗存，感到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展厅狭小、库房
黑暗潮湿，当即对陪同的陕西省委负责人说：“陕西文物很多，展室狭小，在适当的时候，新建一个
博物馆。
”并且明确指出，新建馆的馆址可选在大雁塔附近。
从1977年开始，筹建新馆被视作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当时的国家计委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新馆建设列入了国家基建项目。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把陕
西历史博物馆新馆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1。
44亿元。
　　1986年11月28日，陕西历史博物馆工程正式奠基，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开放。
至此，周恩来总理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
作为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新建成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无论在建筑功能、陈列展示还是文物收
藏保护技术和唐风古韵在当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博物馆，均被本国和世界人民看作具有无比价值
的历史宝库和艺术殿堂。
对于具体的地区或城市而言，博物馆则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而出现的，因而博物馆的建筑显得
尤为重要。
现代博物馆的发展也逐步证明，一座成功的博物馆建筑不但要为藏品的收藏、展示、研究提供最佳的
环境和条件，而且还要在建筑上成为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集中反映。
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仿唐式宫殿建筑就被公认为是最恰当、最集中地反映了陕西历史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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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陕西是中国最重要的古文化发祥地之一，西安是著名的十三朝古都。
而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是以宫殿为中心来经营城市的，因此，以宫殿形象作为陕西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应该是最恰当的。
此外，西安虽然是千年古都，但是战乱中宫殿全部荡然无存，如果新建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设计能反
映传统宫殿建筑之精华，无疑将为古都增色添彩并能更好地发挥建筑的精神功能。
基于上述考虑，新建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采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古建筑专家张锦秋女士的仿唐式
宫殿式建筑方案。
至于选择唐风建筑，这一方面是由于西安曾经是我国历史上极盛时期的唐王朝的都城，这座古城的建
设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应保持盛唐文化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唐代建筑逻辑与现代的建筑
逻辑有许多相近之处；更重要的则是由于盛唐的博大、辉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我们今天的时代
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也就是说，仿唐建筑风格既反映了千年古都西安的历史风貌，也体现了现代西安开放、进取的城市精
神。
　　在设计思想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仿唐式建筑也由过去对单纯建筑功能的关注拓展到对这一场所
的文化性的整体考虑。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按“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宫殿庭院式布局建造的高台基
组合建筑，占地104亩，建筑面积约5。
56万平方米。
其建筑群主次分明、散中有聚、恢宏大气，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太极中央，四面八
方”的空间构图特色。
古色古香的建筑，馆合内外草坪上露天陈列的各种石刻文物，则使整个馆区呈现出浓厚的历史文化气
息。
与其他古建筑或仿古建筑相比，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筑没有红墙绿瓦那热烈的色彩，也没有雕梁画栋
的工整精巧，但深灰色的琉璃瓦屋面，乳白色的面砖墙面和古铜色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在四周花
草树木的衬托下，却使整个建筑显得庄重、典雅、宁静，并呈现出一种石造建筑的雕塑感和永恒感，
达到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高雅境界。
可以说，在建筑总体美的前提下，传统与现代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筑中得到了有机结合，取得了古
今交融、浑然一体的效果，同时也实现了艺术形式与现代化功能的统一，因而，被视为“新唐风”建
筑的代表作以及“古都明珠”——古都西安的又一重要标志性建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建成了一批大型现代化博物馆，对这些博物馆建筑，大多褒贬不一
，有的争议还很大。
唯独对陕西历史博物馆，人们一致认为它是一座成功的博物馆建筑，自建成开放以来，人们对其建筑
的称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而且，就像人们参观故宫一样，作为西安市标志性建筑之一的这座博物馆建筑本身，也成了游客的参
观对象，可以说，这座建筑本身给予游客的也许丝毫不亚于那些真正的文物。
当然，只有将展品与建筑结合起来，你才会更加认识西安、认识陕西，也才会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辉煌
与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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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21世纪是博物馆的世纪。
西安博物馆发展的历程、现状和趋势，都在印证着这个预言。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有犹豫的权利吗？
让我们一起拥抱博物馆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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