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高校与博物馆的历史关联可谓源远流长，世界上第一座面

向公众的博物馆便是 1683 年建立的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1]。1905 年由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在

江苏南通创办的我国最早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当时附

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管理，属于高校博物馆 [2]。在世界博物馆的发

展历史中，每一历史进程都能够看到高校博物馆在博物馆事业

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大学都有著名的高

校博物馆，欧美各国的知名大学中，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不止一座

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普遍成为高校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必不可

少的设施 [3]。我国高校博物馆起步于民国时期，至今数量和规模

都很有限，只有少数大学有博物馆（大约占 14%）。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在教育部公布的 2879 所高等学校中，高校博物馆已超过

400 家，但据 2020 年全国博物馆名录统计，在国家文物局注册的

刚逾百家。2020 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发布了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

级评估结果，核定国家一级博物馆 74 家，国家二级博物馆 221

家，国家三级博物馆 225 家。其中，高校博物馆中仅有国家一级

博物馆 2家、二级博物馆 5家和三级博物馆 1家。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是海南地区唯一的高校

博物馆，该馆成立于 2013 年，现有海洋厅、深海大洋厅、海上丝绸

之路古瓷文化厅和黎族文化厅四个展厅，展品 1478 件，展示面积

2780m2。学校根据教学、科研和学校发展的需要，在学校正门西

侧新建展馆一座，新馆主体工程已经竣工，总面积 25299m2，规划

展陈面积达 6249m2，建成后将成为三亚市最大的综合海洋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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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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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2011 年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

建设与发展的通知》和 2019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高

校博物馆管理工作的意见》是高校博物馆建设和管理的顶层设

计文件，文件指出高校博物馆应做好内容设计，突出文物、标本

的主角地位和观赏性。可见，高校博物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重要性，而建好高校博物馆新馆的关键是内容设计！因此，我们

组织专家对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展览内容、空间布局设计进行

了研究，确定了展览主题、展览定位，建立了展览框架，并对展陈

设计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还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二、建综合性海洋博物馆，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根据博物馆性质和展陈内容，我国博物馆共分为五种类型：

历史类、艺术类、自然类、科技类和综合。就目前高校博物馆发

展的内涵与外延总结起来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高校专业

学科展示、高校特色研究成果展示和综合性博物馆发展。综合

性博物馆，又称地志博物馆，是指以收藏、研究地方社会历史和

自然类藏品，并以展示和反映地方自然和社会历史文化综合发

展与不断进步等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 [4]。高校博物馆同社会博

物馆一样，具备三个基本功能：收藏、研究和教育，作为大学通识

教育的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其最为重要的功能依然是以教育

为主 [5-6]。但我国高校博物馆中专业博物馆比较多，高校的专业

博物馆有助于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培养综

合人才的社会需要。此外，高校专业博物馆的专业性太强，也限

制了对外开放后教育功能的实现 [7]。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新馆将在原南海文化博物馆基础上建

成，原南海文化博物馆根据学校“海洋、民族、旅游、生态”四大学

科的发展定位，把博物馆主题确定为“民族”和“海洋”[8-9]，初步构

建了综合性博物馆。新馆展览主题的确定：首先，根据学校的专

业特色、发展方向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十四五”事业发展规

划》，学校将打造热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海洋大学，学科

专业集群深度推进，海洋、民族和国际特色优势显现；其次，根据

现南海文化博物馆的基础收藏，现有藏品包括海洋生物和海底

矿石标本、海洋科技类模型、海捞瓷和海南民族民俗类文物等；

最后，根据学校所处的地域特点，作为三亚唯一的全日制公办普

通本科省属高校博物馆与区域性博物馆，其必须反映本区域的

历史文化及其自然环境。因此，确定展览主题为热带海洋和民

族文化。热带海洋对应南海，民族文化对应文化，新馆名称延用

南海文化博物馆似乎也比较确切。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将全

面展示热带海洋的自然环境、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及三亚民族

历史和文化，因此属于综合性博物馆。建设综合性博物馆，也符

合学校的发展目标，能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三、制定建馆宗旨，建独具特色的博物馆

在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官方网站上，在“关于

我们 (about us)”一栏内，都有一个专门的页面，介绍该博物馆定

下的“mission”“vision”“value”。mission 指博物馆的宗旨，vision

指博物馆的发展方向，value 指博物馆能够为观众提供的价值观。

博物馆的宗旨应该是一个博物馆区别于其他博物馆、构建博物

馆特色的最基本出发点，任何性质和归属的博物馆都应当有它

自己明确的宗旨。博物馆没有自己的办馆宗旨，没有自己的办

展策略，换言之没有特色是出现同质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10-11]。博

物馆如何收藏文物和标本、怎样研究藏品、推出什么样的展览以

及如何推出、开展什么活动以及如何推广……这些基本问题归

根到底都是办馆宗旨的明确和强化。在我国，这些建馆宗旨、发

展方向和价值观一般用展览定位来概括。

众所周知，高校博物馆是衡量学校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

平高低的一面镜子。高校博物馆的核心是与大学的关联。大学

的基本功能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所以，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定位于“高水平、有特色的高校博

物馆”，打造“三亚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及南海自然风貌和三亚

民族文化历史展示、研究和学习的平台”；不但是学校教学、科研

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作为公共博物馆，也要面向公众

开放，承担公众文化服务的职能 [12]。

南海文化博物馆自 2013 年建馆以来，已先后接待参观者 10

余万人。有来自美国、奥地利、马来西亚、缅甸、日本、韩国、泰国

等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学者和师生，包括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理

萨尔维、以色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研究所负责人雅各伯·穆阿勒

姆、东盟论坛嘉宾、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校长迈克尔·拉奥和

世界数学泰斗丘成桐等；国内的有前副总理吴桂贤、“中国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和文学大师于光忠等。博物馆受到各界好评，

并获得了多项荣誉，是“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海南省唯一获

准加入全国高校博物馆联盟的高校博物馆。

四、展览设计充分体现专业特色和地域特点

博物馆展览是博物馆最大的文化产品，是指在一定的空间

内，以文物、标本为基础，配合适当辅助展品，按一定主题、序列

和艺术形式组合成的、进行直观教育和传播信息的展品群体。

展览设计分为内容设计、形式设计和施工布展三个阶段。内容

设计负责逻辑地编排展品，决定欲传信息；形式设计则偏重形象

的艺术造型，负责表达信息。内容策划主要是陈列大纲与展示

脚本编撰；形式设计包括概念设计和深化设计 [13]。博物馆展览

属于只能循序开展的工作，并且每个阶段都需要相关专业人员

和博物馆人员的参与，因为博物馆的展览的标本展示的科学内

涵是通过研究才能得到的，而科学准确的诠释才能为科普展示

带来活力。

1.展陈设计的总体理念

南海文化博物馆自 2019 年就组织进行了展品清理和征集、

新馆内部展陈大纲的编写工作。现新馆竣工在即，基本陈列的

展陈大纲也初步完成。基本陈列是体现一个博物馆性质与任务

的主要陈列，首先，南海文化博物馆属于高校博物馆，高校博物

馆的核心是与大学的关联，要体现专业特色，展示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办学的文化底蕴。所以，新建南海文化博物馆常设展览的

展陈设计要优先体现学校的学科和专业特色。南海文化博物馆

是区域性博物馆，位于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

三亚，展陈设计内容自然也要反映本区域历史文化发展进程，负

有系统收集本地区社会记忆载体，并进行整理、研究和传播的

使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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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域特点不但要在展览内容上体现，还要把海南地域

美学因素体现在博物馆展陈空间设计中，如利用具有民族特色

的色块来区分展区，注重设计有民族特色的场景等 [15]。

2.展览框架

根据以上设计理念，在原南海文化博物馆展览的基础上系

统化，并增添部分内容，形成了新馆的展览框架和空间布局（见

图 1）。

图 1 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展览框架和空间布局

新馆共三层，分序厅和两个单元进行布展，拟设八个展厅，

共分十二个展区，以及七个配属设施区，展陈面积 6249m2。七个

配属区包括临时展厅、修复室、库房、学术报告厅、文创产品商店

和咖啡厅，面积 2297m2。

地下一层规划了库房、修复室和临时展厅。其中，临时展厅

是新馆面积最大的展厅，达 960m2。博物馆陈列类型有基本陈

列、专题陈列和特展三种，基本陈列是体现一个博物馆性质与任

务的主要陈列，一般 5 年内不会做大的改动；专题陈列是围绕博

物馆定位或根据展品特点，就某一个专题进行的陈列，是基本陈

列的必要补充，也是长期展览；只有临时展览，一般不超过 3 个

月，并且形式灵活多样。因此，现代博物馆为了能不断吸引观

众、给博物馆带来活力，都非常重视临时展览，一般都会规划多

个临时展厅，每年都将举办多达十几次的临时展览。

一层为序厅（展区Ⅰ），包括两个配属设施区学术报告厅（3D

影院）和文创产品商店。序厅是指博物馆入口到正式展厅之间

的空间，序是指序言，博物馆的序言要高度概括展览内容及其历

史背景。总之，序厅从内容到形式都要点明展览主题、给观众以

带入感，因此，序厅是博物馆展览设计的“重中之重”。

从架构展览的方式来对博物馆展览进行类型讨论，可以把

展览分成分类和叙事两大类型 [16]109。新馆二楼的热带海洋单元，

布展方法为主题分类，规划三个展厅，分别为海洋分序厅（展区

Ⅱ）、热带海洋厅和海洋文化厅。热带海洋厅根据学校的四个涉

海学院，包括生态环境学院、水产生命学院、海洋科学技术学院

和海洋信息工程学院的专业设置，规划了南海生物（展区Ⅲ）、南

海生态（展区Ⅳ）、地球物理海洋（展区Ⅴ）和海洋科技（展区Ⅵ）

四个展区，南海生物展按原核生物、海洋植物、无脊椎动物和海

洋脊椎动物四个板块分类展出，南海生态展包括红树林、海草

床、珊瑚礁、深海冷泉与热泉和海岛五个板块，地球物理海洋展

包括海洋结构、海洋力量、远古海洋和海洋资源四个板块，海洋

科技展是在老馆深海大洋厅基础上布展，计划增设深海探测 VR

体验室；海洋文化厅（展区Ⅶ）是在原古瓷文化厅基础上，增添内

容、系统化后布展，规划了农业文化展、商贸文化展、宗教文化展

和风俗文化展，以商贸文化展中海上瓷路为重点展示，海上瓷路

包括通史陈列、精品展示和情景再现三个板块。海洋文化厅为

热带海洋和民族文化两个单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新馆三楼的民族文化单元，规划四个展厅和两个配属区。

展厅分别为民族分序厅（展区Ⅷ）、三亚历史风貌厅（展区Ⅸ）、黎

族文化风情厅和东盟文化交流厅。三亚历史风貌厅规划了史前

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两个展区，史前文化展按照时间顺序分为旧

史前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二个板块，旧石器时代展出的是落

笔洞遗址、新石器时代展出的是仙郎洞和英墩遗址，三亚是多民

族生活的地区，多民族文化展根据迁移到海南岛的时间顺序，规

划了黎族文化、汉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回族文化四个板块，分别

从族源、村落、生产、生活和信仰几个方面进行介绍，为黎族文化

风情厅的展览做好了铺垫；黎族文化风情厅继承了原黎族文化

厅的展示内容，重点展示黎族综合文化（展区Ⅹ）、防染织绣技艺

和黎锦的研究与传承（展区Ⅺ）；由于地缘关系，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与东盟国家学术交流密切，外国语学院设有泰语专业，国际教

育学院主要招收来自东盟的国际学生，新创办了东盟研究《简

讯》。因此，规划了东盟文化交流厅（展区Ⅻ），划分了东盟概况

和友好交流两个板块。由于民族文化单元总体有个时间线，在

展示方式上，馆内构建了叙事展览，留在后面讨论。两个配属区

是互动科普区和咖啡馆，互动科普区又划分为创意设计课堂和

科普讲堂，创意设计课堂可作为学校创意学院教学和学生创意

产品展示区，科普讲堂是为来参观的少年儿童准备的活动和接

受科普教育的场所。

此外，作为有 2 个并列主题的综合类博物馆，在参观需求上

要求既可以连续地参观整体展示空间，也可以独立地参观每个

不同的具体展示主题（见图 1）。因此，这类博物馆的参观动线设

计既强调参观的连续性，也要强调参观的灵活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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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意设计和问题讨论

1.如何构建叙事展览

进入 20 世纪，欧美开始出现叙事学回归，并向各个学科延

伸，这种热潮被称为“叙事转向”，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博物馆的

叙事转向 2000 年后才开始出现 [16]137。叙事是故事的学术性表

达，讲故事已成为博物馆展览达到教育目的有力工具，这个工具

不局限于在展览的局部加入故事，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这只是

博物馆对于叙事这一工具最浅层次的利用，还可以用叙事本身

来建构展览，用展览来讲一个故事。由于故事在中文语境中含

有虚构意味，并且故事这一概念过于平常、显得不够有新意，中

国博物馆界一开始对叙事有相当程度的抗拒，这种顾虑在政策

层面出现“讲好中国故事”的提法后迅速消解 [18]。一般认为，展

览是由空间、展品、观众和叙事组成，讲故事已成为博物馆展陈

设计的“新八股”[19-20]。

如何构建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叙事展览，讲好“热带海洋”

和“民族文化”的故事，也是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展陈内容设计

成功与否的关键。叙事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轴、连续发生的事

件、主题的统一和因果关系，叙事展览最显著的特征是用时间顺

利来安排展览，即在其中有个时间线，而不是用主题分类的方

式；此外，如果按照博物馆物的学科属性对展览进行分类，通过

对人类/自然、过往/现生进行两两交叉组合，可以形成人类历

史、人类生活、自然历史、自然环境四大类展览 [16]135。这样，热带

海洋单元就包括了自然历史、自然环境和人类历史三大类型，如

果构建叙事展览，热带海洋厅可按照时间顺序规划为古代海洋、

今日海洋和海洋科技三个展区。古代海洋展区属于自然历史类

展览，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前寒武、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四

个板块，我们把重要的地质事件和古生物化石融合在一起进行

陈列；今日海洋展区属于自然环境展，缺乏时间线，只能划为海

洋结构、海洋生物和海洋生态三个板块，按照分类法陈列，在展

览整体机构层面虽然不能形成叙事，但并不影响展览在一些局

部中讲述小故事，我们可以把海洋机结构板块按照空间情节划

分为俯瞰海洋、深入海洋和解析海洋三部分，也可以讲述海洋生

物标本背后的故事；海洋科技展时间线不强、逻辑比较弱，很难

以叙事方式构建，但可以和海洋资源结合在一起，用情节化的方

式，建立起一条松散的逻辑线索，如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

需要大量的能源来改变地球、创造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其中用

高 科 技 仪 器 对 海 洋 的 探 索 ，一 个 重 要 的 目 的 是 索 取 海 洋 资

源 ……这样，虽然还不算讲故事，但是构建了弱连接的情节。海

上瓷路应该比海上丝绸之路表达得更为确切 [21]，海上瓷路厅是

通史展，有明确的时间线，我们只要做到避免讲千篇一律的故

事，发掘出自己的特色就行了。

民族文化单元属于人类历史和人类环境展览，从古至今，总

体有个时间线，在不改变展览顺序和内容的前提下，可以用叙事

化的语言重构展览。三亚历史风貌厅改为“天涯古韵——三亚

历史风貌厅”，规划了“远古的印迹——三亚史前文化展”和“多

彩文化的交融——三亚多民族文化展”；黎族文化风情厅改为

“琼岛守望者的技艺——黎族文化风情厅”，规划了“期愿与声

音——黎族精神文化展”“馈赠与创造——黎族物质文化展”“光

辉艳若云——纺染织绣技艺展”“传承与创新——黎锦协会展”；

东盟文化厅改为“天涯比邻——东盟文化厅”，规划了“源远流

长”和“合作交流”两个展区。

叙事给予了碎片化的社会记忆一个重构的语境，同时，也给

予了不同的藏品被平等陈列的权利 [16]51。展览叙事的核心是博

物馆从对“物”的关注持续转向对“人”的关注，是将物件的文化

内涵揭示出来，让观众在看到新奇物件的时候，也能了解相关的

文化信息，如该物件的功用是什么？在哪里制作的？由谁制作

的？物件装饰的意义？是否表现了制作者或使用者的某种信

念？谁使用这些物件？总之，博物馆展陈应该反映展出的物件

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而由人制作的，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表现

了人的创造能力 [22]。值得指出的是，叙事从来不是展览唯一或

是最好的方法，开始讲故事也远不是展览叙事的终点，我们也不

能一味地追求讲故事。

2.展览形式设计的建议

博物馆所进行的展陈设计，是博物馆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

的直接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博物馆设计形式和手法也在不

断得到改善，从最初单纯的收藏、摆设，到有简单装饰美化的陈

列，发展到现在运用现代化多学科技术手法与表现形式。但这

些终究还是取决于藏品的质量和数量。如欧美国家的博物馆由

于历史悠久而且藏品珍贵且数量多，为了尽量满足观众的客观

需求，多采用高密度的陈列展示方式；高密度、略摆设的布展方

法，能够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观众流连忘返，产生持

久的兴趣。我国的博物馆在展品密度方面往往采用突出重点、

注重空间体验的“少而精”低密度陈列手法，因此，大量地使用场

景展示法和景观复原法等布展手法，能很好产生带人感，为观众

提供良好的体验。所以，可以说欧美国家博物馆展示注重的是

启发式教育，我国的博物馆注重的是灌输式教育。但是，布展没

有教条式的约束，只有做到恰到好处。

①大量使用复原场景等布展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

据南海文化博物馆馆藏品现状和未来征集计划，我们的建议是

大量使用复原场景，并且把展品放入到场景中显示，将其置入所

在的时代和环境中展示，成为整个主题有机展示的一部分，展品

增强了氛围的真实感。建议做复原场景的有：热带海洋单元热

带海洋厅的海洋生物展中海洋脊椎动物的大型空间复原场景，

海洋生态展的红树林和海草床复原场景，海洋文化厅的海捞瓷

的场景复原；民族文化单元三亚历史风貌厅史前文化展的落笔

洞、仙郎洞和英墩遗址用复原场景，黎族文化厅的黎族建筑、黎

族饮食和黎锦的制作工艺等全部用情景再现来取代图片展。其

实，无论是专注于展柜和灯光的高密度陈列还是利用场景的低

密度陈列，只要实现与博物馆需要表达的主题和谐一致，更好地

为公众服务，就是最合时宜的布展方法。

②运用高科技手段并注重新颖性。另一个形式展览的建议

是运用高科技手段并注重新颖性。当今高科技声光电、网络和

数字化技术不仅提高了博物馆展览质量，还优化了博物馆的运

营。这些手段包括沉浸式投影系统、创新音频设备和投影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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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三维数字化（3D）、计算机动画（CG）、虚拟现实（VR）、增强

现实（AR）、混合现实（MR）以及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具体到

新馆，我们规划的高科技展览手段包括全息技术、虚拟现实和全

沉浸式，全息投影技术用在热带海洋厅用于构建南海海底地形

和地貌的数字沙盘上，海洋科技展规划了深海探测 VR 体验室，

全沉浸式用在海洋生态展的珊瑚礁及深海冷泉和热泉。为此，

我们申报了 2021 年省重点研发项目“基于虚拟现实的南海海洋

生态全沉浸式展示技术研发及应用”，并获得了资助。众所周

知，南海是我国最重要的海岛和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海底冷

泉与热泉等热带生态系统分布区。其中，我国南海珊瑚礁分布

面积排名世界第 8 位，珊瑚礁生态系统被称为海底的热带雨林，

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23]，其壮观瑰丽的景象是基于虚拟现

实全沉浸式展示的绝佳对象。以往的博物馆以典型标本收藏为

主，往往忽视了其存在的背景，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数字化展品及其环境已成了博物馆收藏和保护手段的重要补

充，通过全沉浸式的南海海洋生态展，就在人类和通常无法进入

的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了联系，通过沉浸式技术能展示实体空间

中不可能呈现的新视角，给参观者绝佳的体验。该项目得到学

校的充分重视，现正与海南诺亦腾海洋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联

合研发，争取打造全国第一个专业的全沉浸式南海海洋生态展，

成为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的一个亮点。

总之，这些高科技技术，丰富了布展手段提升了观众体验，

一定程度节省了经费，还能吸引青少年参观者，优化运营。如今

随着这些视听技术成熟，全世界各类博物馆都在开发全新的、为

观众带来持久性影响的高科技视听展览，博物馆的视听化潮流

已势不可挡。我们要跟上这一潮流，努力探索一条新时代高校

博物馆的科技创新路径，改变高校博物馆在数字信息技术运用

上普遍滞后的局面 ,让网络和数字技术成为文物“活”起来的重要

手段 [24]。

3.展品征集和研究

如前所述，现代公共博物馆从知识构建到文化传播，教育属

性已经成为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无论是利用人类“讲故事”的

天性 [25]，构建叙事展览；还是利用网络和数字技术打造全沉浸式

的语境，都是为观众提供更好的体验，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这一切都离不开实物证据——展品，与课堂教育不同，博物馆观

众是通过观察实物、认识世界、获取知识，展品成了知识符号。

可见，展品是博物馆的基础，基于展品真实性是博物馆提供给观

众最核心的体验 [26-27]。美国博物馆联盟和加拿大研究协会的调

查表明，在行使教育功能上，公众对于博物馆的信任高于对大众

传媒、互联网和教师的信任 [28],也是基于此。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博物馆藏品数量从 1000 万件

（套）增长到近 4200 万件（套）。但据美国史密森协会官方公布数

据，其下属博物馆集群共有藏品 1.4 亿件；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的官网显示，其藏品总数超过 800 万件。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

仅一家博物馆的藏品数就已经超过我国可移动文物的总量 [29]。

我们知道博物馆展览标本展示的科学内涵是通过研究得到的，

而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果才能为科普展示注入新的活力。以自然

博物馆为例，在国际上，科研部门构成了自然博物馆的主体，研

究实力与科研成果最终决定了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凡世

界著名的自然博物馆都拥有数百人的研究队伍，这也让自然博

物馆成为了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藏品最多的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设有人类学、植物学、昆虫学、

无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矿物学和古生物学七大学部，有近

二百名专家学者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英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研

究包括血吸虫病、蠕虫病、登革热和双口吸虫病等在内的热带疾

病，为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免受这些疾病的折磨，特别是保护儿

童不受疾病侵害作出了重要贡献 [30]。反观国内的自然博物馆，

以科普展示为主，几乎不具备科研能力。和标本采集、收藏一

样，科学研究已经从国内自然博物馆的功能中被剥离了出来，主

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和各大高校中。这里举个例子，我国从

2011 年 就 开 始 建 立 策 展 人 制 度 ，策 展 人 一 词 来 自 英 语 的

“ curator”，是西方博物馆的经典角色，处于博物馆的核心位置，

curator 的职责包括整理展品、策划展览和科学研究，策展只是其

任务之一，事实上他们更认可自己的学者身份，由于以前工作的

原因，笔者认识几位以 curator 身份入职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美

国卡耐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加拿大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学

家，他们到国内进行学术交流时，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的策展人

身份，给出的身份都是研究员，事实上，他们之中的两位后来分

别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北京大学做教授。国内博物馆由于缺

乏专业人员，只取了策展一项职责，与西方博物馆的 curator 并不

对等 [31]。

2020 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发布了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

结果，《评估标准》确定的三个一级指标中，“藏品管理与科学研

究”部分的平均得分率最低，仅为 48%，远低于“陈列展览与社会

教育”（63.5%）和“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74.5%）两项，真实地反

映了我国博物馆科研和展示割裂的问题。高校博物馆应该发挥

自己的专业优势，加强博物馆的科研工作，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

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我们首先建议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

的业务部门在原典藏部和展览部基础上增设科研部。南海文化

博物馆现有展品分布：海南民族民俗类藏品：504 件套；海捞瓷类

藏品：791 件；海南抗战藏品：17 件；海洋鱼类、贝类等标本：149

件；海洋科技类模型：12 件；海洋海底矿石：5 件套，总计 1478 件。

展品购置建议：海洋生物类标本，特别是大型鱼类和海生哺乳类

塑化标本，约 500 件；海南岩石、矿石和化石标本，约 300 件；海洋

科技类模型 5 件；补充民族和海洋文化等文物，约 100 件。特别

建议购置塑化标本，是由于自然博物馆征集的标本通常是剥制

或标本泡制，展示的是生物的多样性，而生物塑化标本既可以保

留标本的外形，又可以保存标本的内部结构，解决了传统标本无

法保留标本内部结构的难题。生物塑化标本不仅可以展示生物

多样性，而且通过保存标本内部完整的结构可以更好地说明生

物结构与环境之间、生物结构与动物生活习性之间的关系，从而

丰富自然博物馆的展陈，有利于开展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 [32]。

目前，自然博物馆的展陈当中，生物塑化标本的应用已成为一个

不可抵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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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策展的团队合作

策展最好通过合作来完成，它更像是拍一部电影或者演出

一部舞台剧，而不是发表一段个人独白，它需要不同类型的专业

知识，没有人是事事精通的全才。我们必须互相依赖、彼此信

任，才能把展览做好。就博物馆而言，合作的组员包括展览团

队、机构员工、外部利益相关者、专家以及资助者，还必须把观众

囊括在内，毕竟他们是博物馆“产品”的消费者和最终使用者 [33]。

内容策划主要是陈列大纲与展示文本编撰。南海文化博物馆新

馆陈列大纲初步完成，下一步工作首先是通过多方论证来确定

展览框架，然后成立编写组完成展览文本的编写工作，如果我们

把编制组看作一个策展团队，它应该是一个由校主管领导主持

的、博物馆专家和相关学院的学科专家、外聘专家，甚至包括学

校相关学生代表组成的团队，经过多次论证、反复修改，才能做

好内容策划工作。

总之，高校博物馆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校文化建设

的重要载体，也是为公众服务的重要场所。本文对热带海洋学

院南海文化博物馆新馆展陈内容设计进行了研究，为下一步展

览文本的编写和形式设计奠定了基础，对综合性海洋博物馆建

设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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