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的民族文物展陈
与中华民族知识传播!

李沛容

民国时期中国自主筹建的民族文物展陈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分水岭!大致分为社会进化论
影响"文化传播理论影响两大阶段!体现出#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内$与#外$的二重特性!从激发
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族际竞争$转向突出中华民族多元构成及其内在联系%民族文物展陈
集中反映出民国知识分子#即器以求道$!积极向民众传播中华民族知识!成为推进中华民族意识
自觉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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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王幼侨在*博物馆应注重民族部及其研究之范围+一文中
谈到'$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则高矣远矣"不可捉摸"惟即器以求道"庶乎近
之#%他将博物馆文物!展陈旨趣直指$提高民族的意识"恢复民族的道德"激励民族的精神%"

即中华民族意识自觉之$道%#

" 民国时期王幼侨对博物馆功能的理解与认知并非孤例#随着
国人自主创建博物馆!临时展览会等活动的兴起"这一具有$知识形塑%

#功能的公共空间开始
结合民族文物展陈"以真实感!现场感承载起$即器以求道%"沟通内地与边疆"传播中华民族知
识"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重任#这种具有强烈社会教育功能属性的展陈"也被博物馆学研
究者视为脱离神庙式展陈"转向具有$阐释性%$表达性%"即超越器物物质属性"赋予其功能意
义的新型展陈模式#

$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民族文物的策展者深受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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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四川大学四部委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在写作和
修改过程中"承蒙石金鸣!张建林!林天人!曹斌!代丽娟!罗攀!魏金济!孙家糰等多位师友从考古学!博物馆学等学科领域给
予了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谢意:

民国时期关于民族文化展陈的指称主要使用器物!风物!标本!方物!物品!民物!文物等概念#为求全文指称统一"

本文采用民国时期主流的文物一词"当时的文物概念涵纳了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详见*国立边疆文物馆征集文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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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影响"均刻意区分自建博物馆与来华外国人所建博物馆#

! 为此"本文主要以中国自主筹
设的民族文物展陈为研究对象"

"通过$知识考据%的方式"还原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风云诡谲
的历史情境中"如何结合理论知识与现实关怀"动态地将民族文物展陈作为利器"向普罗大众
展现和传播中华民族知识"促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

一!$族际竞争%'进化论影响下的早期民族文物展陈
清末至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发轫于欧洲的博物馆至近代蜕变为兼具$科学研究%

与$公民教育%

#功能的文化场所"被视为西方国家$发展国民知识与见闻%的重要社会教育机
构"而备受游学西方的中国学人关注#

$ 面对方兴未艾的西方博物馆建设事业"民国知识分子
备感瞠乎其后"普遍认为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滞后$影响所及"不论民众教育"民族文化"都蒙莫
大的损失%#

% 在教育救国的思潮下"通过$一国富源!民情!风俗%等器物展陈"博物馆可以潜
移默化地引导和培养参观者萌生$爱国家%$爱民族%与$保种族%的观念#

& 对于国民总体识字
率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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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而言"博物馆的上述功能无疑是非文字化教育的绝佳手段#

' 由此"民族文
物展陈以$民情%$风俗%为核心"率先在国人筹设的综合性博物馆内向公众开放#

天津博物院由被誉为$中国近代博物馆开拓人%的严智怡创立于
#,#$

年"是我国近代史上
最早陈列民族文物的博物院#严智怡率先将

#,#%

年赴美国出席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携回的
印第安人民俗用品陈设于天津博物院内"期望透过$与中国人同源%的印第安人图片!器物展
陈"将印第安人因$文化低落"日就式微"近殆绝迹于世%的案例$昭示国人%"使参观者$知所警
惕%#

( 受清末民初人种分类学说影响"天津博物院历史部在早期印第安人藏品基础上"开辟
了$人种风俗及古迹风景类%展陈#$人种风俗%分为$支那种族%$西伯利亚种族%$南地中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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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遹与李济回顾中国博物馆发展史时谈到"我国最早设立博物馆可以追溯到同治年间"$然此皆为外人创立者%"

$国人自办者%则直至光绪末年才由张骞发起筹备南通博物院#陈端志编写*博物馆学通论+涉及我国博物馆事业之发轫"也
特别注意区分$外国人在我国设立的博物馆%与我国自主创办的博物馆#而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发起成立正是基于我国文物
大量流失海外的事实"会员们号召国人$奋起直追"力挽狂澜%"自主设立各类博物馆以收藏!陈列!展览各类文物#详见曾昭
遹!李济编著'*博物馆+"正中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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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对薄弱#相关研究或仅作历时性梳理"尚未深度挖掘民族文物展陈背后呈现出
的社会图景与文物展陈理论的变动!更新)或直接将民族文物展陈知识理解为基于民国时期$五族共和%的官方政策#如朱
慈恩'*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文物工作述论+"*博物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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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关民国时期博物馆学术史的著作较少涉及民族文物展陈"缺乏从人类
学!民族学等学科视野进行的考察与分析#相关研究将民国时期的博物馆置于国家视角下"忽视了知识分子策划文物展陈!

筹设博物馆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参见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吴昌稳'*民国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与
中国博物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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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研究"参见史勇'*民国知识界视域中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上!下(+"*中国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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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马来种族%$澳大利亚种族%$类似黑人种族%等六个展区#策展者借鉴近代日本学者桑原
骘藏*东洋史要+的中国人种分类观"将国内人群划分为$支那种族%下的汉人!苗人!黎人!西藏
人与$西伯利亚种族%下的满洲人!蒙古人#

! 天津商品陈列所技士华石斧为上述展陈提供了
相关影印图片#其中黎人图片为身着麻制衣物!手持弓箭的男性#西藏人为一老妇戴皮质帽
子"手持转经筒#为配合严智怡的早期展陈思想"策展者运用$无以比较%$不能见其好丑%的方
式"精心安排图片与器物陈列"让观众能够$据其史以知其俗"依其地以窥其好%"同时充分吸纳
当时学界有关$黄帝战蚩尤%的论说"

"分别书写于苗人与汉人陈列品的展陈词中#

# 结合图
片!器物和展陈词"天津博物院民族文物展陈旨在使参观者辨识民族文化的品第高下"激发国
人种族竞争的忧患心理#

天津博物院可视为早期种族话语影响下民族文物陈列方式的典型代表#十年后成立的河
南民族博物院则受到了种族分类向民族分类过渡时的双重话语影响#主政河南的冯玉祥为
$发扬民族主义"提倡文化%"倡议设立河南民族博物院#为践行冯玉祥的创院志趣"河南民族
博物院的展陈计划特别注重$各民族特殊文化之展览%#举凡$各民族特殊之风土人物!服饰器
用等"或用实物!或用标本!或用图标"务期表现其特殊之色彩"使览之者比较其文野"推寻其源
流%#展陈目的在于凸显$自原始蛮族至现代文明社会"其蜕变演进之过程%"促使参观者$于以
识人群进化之程序"于以启发明创造之动机"于以启发革命思想"于以激荡革命精神%#

$ 为
此"河南民族博物院在筹备之初就专门向南方多民族聚居省区征集苗族!瑶族等民族文物"为
利于展陈又刻意制作各类民族模型#

% 民族模型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中华民族始祖!圣贤
代表"如轩辕!仓颉!孔子!墨子!老子等塑像)第二类为中华民族内部的重要成员"如汉族!满
族!蒙古族!回族!藏族!$青海族%等民族塑像)第三类为世界五大种族与高丽!日本!英国!法
国!美国等不同国家的民众塑像#

& 策展者注意以肤色区分不同种族"同时利用服饰来区辨不
同的民族#最为重要的是"策展者试图引导参观者从服饰的差异性来感受不同民族文化的进
步程度#黄种人塑像着中山呢服!黄皮鞋和袜子"汉族则戴草帽!着衫裤和鞋袜#

' 民族模型
展陈"虽然备受冯玉祥幕僚张荣楣诟病"讥讽为$庙宇的偶像一般%"但他也坦言民族博物院的
设立$命意深远%"并提出展陈词应当配合展陈主旨的改进措施"建议以白话文形式凸显各民族
$兴衰存亡关系%"$使人人见了"发生无限的感触%#

(

#,!,

年"河南民族博物院更名为河南博物馆后"撤去大量民族模型#不过民族文物展陈
仍是河南博物馆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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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王幼侨升任馆长后倡导$即器以求道%"又重新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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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原骘藏在*东洋史要+中将中国民族划分为两大种族"即西伯利亚人种和中国人种#参见5日6桑原骘藏著!金为
译'*东洋史要+&卷一"第一篇("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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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清末民初$黄帝战蚩尤%神话与中华民族构建的研究"参见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
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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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并恢复民族文物展陈#在$中华民国所有之博物馆"更应对中华民族有所贡献%的立意下"

王幼侨认为博物馆民族文物展陈应当凸显$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最光荣之历史%"以
及历朝历代国祚兴衰隆替的原因#研究者可藉此寻求改善之道"$以为藉镜攻错之责耳%#普
通观众则可激发其爱国之心#

!

#,

世纪末
!"

世纪初"与博物馆相伴生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传入国内"

"民族学!人
类学!民俗学博物馆随之引入"成为综合性博物馆之外专业展陈$人类之起源"躯体之构造"人
种!人类之分布及风俗的资料%的公共空间#

# 蔡元培游学德!法"深受其民族学!人类学影响"

是最早向国内引介并尝试筹设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知识分子#

$ 在数篇涉及人类学博物
馆的文章中"蔡元培认为民族文物的陈列"可以使参观者进行$美丑%$文野%的比较分析"了解
本民族与他民族的文化差距#

% 在其推动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会%拟筹设
风俗博物馆"征集满!回!藏!朝鲜!日本!南洋诸民族"以及侗!瑶!黎!苗!

&

民等特殊民族的风
俗材料#

&

!"

世纪
!"

年代后期"北方政局纷扰"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容肇祖等知识分子南
下广东"并将$风俗调查会%迁往中山大学"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

#,!,

年
#

月至
'

月"风俗物
品陈列室曾向普通民众开放"并于同年

%

月应西湖博览会之邀"选送风俗物品
'""

余件参加展
出#

' 容肇祖在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中谈到"风俗调查会的成员希望透过风俗器物的收集与陈
列"令参观者$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

(

#,!(

年"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并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
民族学组组长#民族学组将采集民族学标本"成立民族学博物馆"列为该组重要工作目标#蔡
元培亲自指导民族学博物馆筹备工作#他认为民族学博物馆的作用不仅可供组内专业人士科
学研究"还可供外界人士参观"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 蔡元培先后派出凌纯声!商承祖!林惠祥
赴中国东北!西南!台湾等地采集标本"并委托周其镛!黄荣章收集南洋诸岛民族学标本"德国
民族学家但采尔&

QK=P=:VJG6KCF*;@UKG

(购买非洲!澳洲!美洲$未开化民族%与$古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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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侨'*博物馆应注重民族部及其研究之范围+"*河南博物馆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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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王幼侨上任不久"$七七事变%

爆发"河南博物馆部分文物藏品不得不西迁重庆"王幼侨负责搬迁事宜"

#,'$

年
#"

月由开封启程"次年
#"

月始抵重庆"民族
文物展陈则遗憾地成为王幼侨未尽之事业#后开封沦陷"日伪省长陈维新推举关百益继任馆长#实则"早在

#,'(

年河南博
馆即已陷入停顿状态#

#,&$

年"署名日平的记者参观河南博物馆时未见民族文物展陈#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
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

#,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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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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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日平'*河南博物馆巡礼+"*新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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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荆三林'*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李淑
萍!宋伯胤选注'*博物馆历史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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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欧洲与北美洲的自然史博物馆中"大量民族志材料标本"是由人类学工作者所收集)

博物馆也随着人类学的发展而共同成长"这种互动关系至为密切"甚至影响迄今#%参见*江绍莹序+"王嵩山'*文化传译'博
物馆与人类学想像+"台湾稻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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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志'*博物馆学通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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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蔡元培对中国科学社北京社友的演说中提到$大学中各种博物院之开放"如生物!物质!人类学!古物学
等%#参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

%

卷(+"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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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蔡元培'*美育实施的方法+"*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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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续(+"*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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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竟'*国立中山大学诸陈列室概况+"*更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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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

!

#-

期合刊#

*国立中央研究院训政时期工作分配年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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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 由于经费窘迫"民族学博物馆建设计划一度搁置#

" 不过"民族组以上述标本为基础"

完成民族学标本陈列室的布展工作#

陈列室共分为两个展陈室'一间以大洋洲!非洲!美洲!欧洲民族标本构成"共计
#'&

件"另
有台湾$番族%标本

#"&

件"四川彝族标本
!-

件)一间为松花江下游赫哲族标本
%""

余件"图表
#!"

余幅"人种照片
!(

帧#

# 蔡元培延续了早期民族学博物馆的传统"大量收集世界各地不同
民族标本"与中国民族标本一同分类展陈"不仅可为$文化史上留一蜕化之痕迹%"还能使参观
者$引以与未开化民族及文明民族之标本相比较"而以促进其改进之%"

$即上文所述民族学
博物馆辅助社会教育的功能#

#,''

年"随着中央博物院筹备工作的开展"民族学标本陈列室部分标本转入中央博物院
人文馆展陈#人文馆以考古!历史!民族文物为主要展陈内容"由李济担任筹备处主任#人文
馆的民族文物展陈拟分设藏!蒙古!回!东北部落文化陈列厅"西南各族文化陈列厅与外籍民族
陈列厅#

% 策展者计划根据器物功能将陈列品划分为$饮食类%$衣服类%$建筑类%$交通类%

$用器与玩具类%"再依据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组合#

&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李济对中
央博物院人文馆的早期展陈构想"显然吸纳了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

1K;B=P

M

IL:KLF=X+C?6;K=G=

<M

;@P\76@=G=

<M

(的进化论设计思路"$对不同部落文化的展陈"关涉到
许多重要议题"人类进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等等重大问题%#

' 李济希望将功能相似器物按照
进化序列排列"使参观者对比$他民族各阶段之文化遗迹%自主发现$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递演
之迹%$明了本民族在人类进化史上之真正地位%#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思潮驱使下"李济的
展陈目的最终着力于促进中华民族的$民族之自觉心%#

(

由此可知"综合性博物馆的民族文物展陈"或具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背景的民族文物展
陈计划"均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两重共通性#其一"民族文物展陈的策展者试图超越$五族共和%

的早期政治观念"透过博物馆这一公共空间"运用图片!器物!衣饰等"将苗!瑶!彝!侗!赫哲等
多民族知识图谱呈现给普通民众"生动展现多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事实#其二"在进化论影响
下"早期博物馆运用$概念式%

)展陈模式"按照功能与时间排列!组合收集到的全世界的民族
文物"使参观者通过对比"意识到先进与落后!美与丑的二元对立"激发参观者自觉的族际竞争
心理#与欧洲或日本同一类型展陈中根植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话语"刻意矮化!野蛮化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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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逸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调查与标本之搜集+"*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下(+"台湾唐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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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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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文物陈列模式的分类"参见安琪'*表述异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类型研究+"*思想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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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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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民族或国内少数族裔"拔高!文明化本民族的模式不同"

!中国的策展者如实展陈中国各民族
的文物"这从河南博物馆着力筛选的民族服饰与民族器具即可窥知#因此"展陈叙事中的族际
竞争所指并非清末民初排满思潮中的内部族际竞争"而是包括不同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与$他
民族各阶段之文化遗迹相互比较%后"共同努力向先进者追逐的外向型竞争#

" 这可视为博物
馆传入早期"知识分子运用其教育功能"借助民族文物展陈"谋求中华民族复兴!塑造中华民族
认同的努力与尝试#

二!$融洽国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民族文物展陈
为因应内外交困的时局"

!"

世纪
'"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边疆开发的呼声下"争相前往
边疆考察"形成以游记体!日记体为模式的边疆书写文类#这种新兴文类的作者群强调边疆知
识获取的亲历性与边疆书写的现场感"向内地读者生动描绘幅员辽阔的壮美边疆"揭露帝国主
义列强妄图蚕食!鲸吞中国边疆地区的卑劣行径"感召全国民众对边疆问题的关注"藉此突出
强调寻找中华民族内部整合之道的急迫性#

# 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华北沦陷"国府西迁"边疆
地位进一步提升"政学两界均视之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 早期以文本书写凸显边疆问题
的模式受到质疑#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内$文盲尚众%"识字率偏低"

%仅通过$空论性%的文字书
写"无法调动广大民众奔赴边疆!开发边地的积极性"唤起国人对$国族%构建的认知与参与#

&

因此"寻求一种更为直观!真实的边疆展示模式势在必行#$边疆博物馆%或$边民博物馆%宛如
$一幅边疆活动的图画"一个摄像机或一个播音机%"使民众身临其境般地了解边民$一切过去
与现在的整个文化方式%"

'受到学界人士的推崇"成为更具现场感!渲染力的理想模式#受
$国族%构建$尤端赖实物之陈备%思潮影响"民族文物展陈既可供$国人取法%"又利于$国际宣
传%"遂以$边疆文物%的形式被推向历史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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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大阪举行了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特设学术人类馆#策展人东京帝大教授坪井正五郎汲取了
#((,

年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将$落后人种%纳入展陈的模式"在*人类馆开设意趣书+中"计划展示北海道爱奴族!台湾原住
民!琉球!朝鲜!中国!印度!爪哇等$土人%"后遭到留日中国学生的一致抗议"在清政府的交涉下才最终取消了中国$土人%

展#该展览利用民族服饰来表现$落后%与$先进%"大和民族刻意改着西服"其他民族则穿戴本民族服饰"其中不乏赤脚或仅
以布匹遮体者#关于这一研究详见李政亮'*帝国!殖民与展示'以

#,"'

年日本劝业博览会$学术人类馆事件%为例+"*博物
馆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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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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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清末留日中国学生对学术人类馆的抗议"详见*大阪博览会人类馆台湾女子事件+"*浙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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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桥'*江山如此多娇,,,

#,'"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象+"*台大历史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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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如何共同建设西南+"*实业通讯+

#,&"

年创刊号)丁文江'*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教训+"*复兴月刊+

#,'%

年第
'

卷第
#!

期#

据国民政府
#,'-

年统计"全国
-

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仅为
!'/&!2

#参见*历年度全国识字与不识字人数比较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4第五辑4第二编4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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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肇椿'*筹设国立中央抗战建国博物馆刍议+"*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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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志认为"$边民博物馆是聚罗边疆文物的一种科学机构"与国外的.民族博物馆/同一样性质%#除杨成志外"卫
惠林!徐益棠等学者亦有此说#参见杨成志'*人类科学论集+"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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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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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卫惠林'

*论边疆学术与边疆大学设置问题+"*边政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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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徐益棠'*试拟国立边地文化教育馆组织大纲草案+"

*边政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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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合刊#$边疆博物馆%或$边民博物馆%只是学者对$民族博物馆%的概念替换#参见杨成
志'*人类科学论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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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开发边疆与设立边疆博物馆之关系+"*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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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就有民族文物展陈计划"西迁后因地缘优势"将工作重心进一步转
向边疆民族文物的收集与整理"先后进行了川康民族材料收集!大理考古发掘!贵州民间艺术
考察!滇边民俗材料采集!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采集等活动#

! 受战争影响"博
物院建设无法推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自

#,&"

年至
#,&&

年间"开始向公众临时展出收集到的
边疆民族文物"先后有$大理所出史前遗物%$大理所出南诏遗物%$贵州苗民衣饰及图画%$川康
民族标本%$麽些族标本%等专题#

" 各高校机构以此为契机"纷纷调整工作计划"为日后设立
博物馆!文物陈列室从事田野调查"收集民族文物#其中"四川大学冯汉骥赴川边调查"收集整
理的羌民器物成为四川大学博物馆及稍后成立的四川省立博物馆最具特色的展陈品#

# 大夏
大学迁往贵州后"吴泽霖!陈国钧发起贵州民族调查"成立苗夷文物陈列室#

$ 为因应时局"非
沦陷区的边疆民族文物展陈常设机构呼之欲出#中国地学会拟以学会成员历年收集边疆文献
实物为基础"筹备成立边疆博物馆#

% 在任职于边疆教育委员会学者们的一致推动下"国民政
府计划以两年为期在重庆建立边疆文物馆#

& 上述机构纷纷将$沟通边疆与内地%$促进族际
交流%作为策展理念#冯汉骥筹措设立四川大学博物馆时"认为收集民族文物$对政府开发西
南"沟通民族关系亦有莫大影响%#

' 吴泽霖追忆大夏大学文物陈列室时谈到"$尽管在规模上
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民族文物陈列"但对民族博物馆促进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践经验%#

( 李济
在抗战期间中央博物院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及"将采集标本与调查照片做临时性的展陈"既起到
宣传政府抗战建国政策的目的"又促进了内地人士对边疆民族$比较清楚的认识%#

)

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疆博物馆的发展显现出极大的矛盾性#一方面"日本侵略
严重制约了博物馆的存续与发展#中国地学会发起的边疆博物馆无疾而终#国民政府鼎力支
持的边疆文物馆命运多舛"时断时续"直至

#,&-

年才在南京恢复重建#

*+, 据学者统计"

#,'$

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国内已设立博物馆

#"$

座"至
#,&%

年仅残存
#!

座#

*+S 足见战争对博物馆
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学界与社会舆论界期冀通过民族文物展陈"沟通内地与边疆"消除隔阂"

最终起到化消界限"融洽国内各民族的作用#

*+T 为摆脱常设型博物馆开设困境"学者!学术团
体及各类热心边疆问题的知识分子转而取法展览会!博览会等临时性!短期性的展陈方式#在
学者与学术团体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也开始主动采纳民族文物展陈模式"旨在达到认识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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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中华民族的抗战建国目的#

! 自
#,'$

年抗战全面爆发至
#,&$

年十年间"临时性边疆民
族文物展陈达数十次之多#展陈内容分别涉及$西北文物%$海南岛黎苗民物%$西康文物%$西
南边疆文物%$边疆文物%$西北各族文物%$新疆文物%等#展陈地点以陪都重庆为主"同时广泛
分散于云南!上海!贵州!四川!甘肃!西康等地#

由于展陈理念的嬗递"这一时期展陈旨趣!布展模式!器物呈现等与早期相比出现较大幅
度的变化#早期民族文物展陈深受进化论影响"力图寻求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发展序列中的
地位"激发民众外向型的族际竞争心理#抗战以来"早期进化论范式已无法合理诠释!呈现以
内向型的边疆认知!凝聚中华民族为目的的民族文物展陈#与此同时"一种反思性的文化认知
理念"即如何$理解!欣赏不同的文化观念"并反省关照自身所设定的文化束缚与偏见%"

"日益
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类学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博物馆学界#最为突出的博物馆展陈理念变化
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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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博物馆学界$按照一种假定的技术进化类型将不
同文化的器物从其原生文化中抽离出来所造成的文化割裂性%的激烈抨击#博厄斯提出民族
博物馆应当引入生物学划分$科!属!种%的分类模式"按照$小型特别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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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呈现
带有部落特色的$一个族群的所有文化表征%#

# 博厄斯倡议的文化区!文化圈展陈方式"恰巧
与抗战时期力求客观!真实呈现边疆的策展目的契合"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民族文物展陈的主流
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展陈观念变化#

#,',

年
-

月
#"

日"

李济在云南民族学会的一次讲演中指出"民族学肇始之初是一门旨在以$全人类作为研究对
象%的学问"随后的发展则显现出以欧洲文化作为标尺"来审视其他民族文化相较于欧洲文化
低劣程度的主观性#中国学者的研究出发点则应$以人类全部文化为目标%"尤其不能将具体
文化置于固定位置"或高看或轻忽"在实际研究中$可以分区收集语言!体质及与物质文化有关
的材料%#

$ 上述演讲内容暗含李济对早期进化论的反思"以及向文化区!文化圈方法论的转
变#受此影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二十九年度工作计划草案+提到未来标本陈列"应当依据标
本性质$或为分类的%$或为分区的%$或为演进的%$或为活动的%$各为适当系统之陈列%#

% 进
化论模式不再列为器物展陈的首选模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策划的临时性民族文物展陈也逐
步转向以文化区或某一具体民族为主题"如

#,&&

年以来在四川宜宾李庄举行的麽些文物展!

贵州苗民衣饰及图画展等#

&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转型代表了抗战时期民族文物展陈方式的变化#策展者放弃了早期
奉为圭臬的进化论准则"转向运用文化区!文化圈理论来指导民族文物展陈"形成主要依据区
域或民族进行陈列的两类模式#

' 前者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辖民众教育馆的边疆文物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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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长期供职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梁钊韬曾总结'$历史博物馆的标本"常按年代为陈列主题"民族博
物馆"则按照地区"或民族分类为陈列的主题#%参见梁钊韬'*民族博物馆的标本陈列及研究方法+"*民族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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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边疆文物馆(为代表"按照地域划分为蒙古!康藏!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川西七个单元#

!

后者以四川省立博物馆为代表#

#,&!

年"四川省立博物馆聘请曾任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
马长寿兼任人类学民族组主任"筹设边疆文物室#马长寿依据语言!文化划分民族的分类方
式"将四川大学博物馆移交的康羌民族标本!教育科学馆馈赠的凉山彝族标本"以及从川!康等
地收集的民族文物分为三个主要展陈区'第一"藏缅族系"包括&

#

(康系民族&康族!霍尔族!西
番!嘉绒("&

!

(羌系民族&汉化羌!戎化羌!博倮羌("&

'

(缅系民族&罗夷!麽些!栗粟()第二"掸或
泰族系"包括&

#

(夷"&

!

(仡佬"&

'

(人)第三"苗或懵克猛系"包括&

#

(红苗"&

!

(花苗"&

'

(

白苗#

"

此时"边疆科学考察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的兴起"为策展者包罗万象地提供
了涉及边疆民族的丰富素材#这一时期的展陈得以有别于早期借助图片!塑像与少量器物"被
讥讽为城隍庙!庙宇一样的陈列方式#策展者充分!灵活地利用模型与标本!照片与实物!图画
与图表等进行展览#综合运用上述素材制作边疆民族分布图"使参观者更为直观地认识边疆
民族的新方法蔚然成风#

#,&&

年"民众教育馆的边疆文物展曾将特别制作的半立体民族模型
人物"依照居住地悬挂于$全国边胞分布图%上"且以$服饰!头饰!花纹!色彩%等区分民族#

#为
吸引观众"策展者采取静与动结合的展陈方法"在原本静态的陈列品与陈列方法上"配合音频
解说!演讲!电影!歌舞表演以及与边疆民族相关的其他活动形式#

$ 有的策展者甚至专门开
辟边疆食堂"特备糌粑!酥油茶等饮食"引导参观者从味觉上体认边疆#

% 展陈词的书写也凸
显了这一变化趋势"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传统苗夷图对边地人群以汉文化为标尺进行$生%与
$熟%的二元划分方式"

&另一方面摒弃了早期民族文物展陈词中$黄帝战蚩尤%等内容#策展
者试图寻求一种更为简洁!客观的展陈词#马长寿依据自称与他称!聚居区!语言系属!社会分
层!民俗!族源等民族志描写方法"客观地书写四川省立博物馆边疆文物室的展陈词#

'大夏大
学苗夷文物陈列室的展陈词则折射出主持者吴泽霖!陈国钧的文化相对论思想#叹服$苗夷%

服饰图案精巧!花纹考究!做工精细等语汇不断重复出现#

(

抗战以来"新兴的民族文物展陈以区域或民族划分展陈单元"更为清晰!直观地向参观者
展现出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多元属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策展者促使内地民众$认识边疆%的
目的"真实地向参观者传输了多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观念#但是"当时推动民族文物展陈的策
展者主要是具有考古学!博物馆学科背景的人类学学者#那么"这些策展者的意图是否仅限于
理解边疆民族的复杂性与中华民族的多元性- 在他们的学科体系中"$认识边疆%与$国族构
建%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要回答上述问题"应当回到历史场景以及学科史的脉络中"透过人类学者的视野来进行求
索#随着西方考古学!博物馆学的传入"学者利用考古型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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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译为体
制学"现今学界称为类型学(方法赋予器物意义"超越了传统金石学$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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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误%和$二重证据法%过度依赖传世或出土文物文字进行研究的方法#

! 国内学界的考古型
式学方法主要源自瑞典考古学家孟德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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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译为蒙德柳斯(与日本学者滨
田耕作#

" 型式学方法除了可以通过器物的器型与纹饰推导器物使用的大致年代"断定某一
遗存的历史时期外"还可以用于判断分属不同区域的器物之间$究竟有着何等的共同关系!表现着
怎样的共存性%#

# 基于型式学的方法论"考古学综合运用进化论与文化传播论对无声器物进
行研判"

$注重整体视野下器物之间的相关性与联系性"而非孤立地凸显某一器物的个体性#

因此"当考古学者卫聚贤首次参观以民族分类作为展陈模式的华西大学博物馆时"注意到
的并非民族文物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型式学视野下的文化相似性#卫聚贤在*华西大学博物馆
参观记+一文中描述"$其中有四块彩陶"是在四川理藩出土的"系红底上有黑花数道"似与甘肃
的彩陶为一系统%#苗族刺绣上的集合花纹则与东南沿海吴越民族的文物相似#卫聚贤据此
判断苗族$与吴越&东南沿海(民族为一家%#

% 他的族源判断或有失偏颇"但是观察器物之间
的联系性与传播性则是考古学的重要方法#

#,&#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郑德坤接替
葛维汉职掌华西大学博物馆"以考古学研究结果为依据进行器物陈列时"也提出了四川文化区
$在文化上未尝单独发展"其受邻近文化之影响"至深且切%#其中"理番岩葬是西北游牧文化
与四川文化发生联系后的遗存#而四川文化区发现的佛教石刻与浮雕"除与中原地区云冈石
窟!龙门石窟形式相同外"还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

& 随着
#,!(

年以来安阳考古发掘持续推
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者发现"$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

'

战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被迫退避西南"凭借地缘优势接续上述研究"将西南切割为云南!川康!

广西!贵州等区域"试图通过考古发掘分析不同文化区的古代文化遗存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
联系#

( 考古学者注意到"虽然位于云南大理的苍洱文化遗址自成系统"但石器!陶器等器物
与仰韶!龙山文化颇为相似"据此认为苍洱文化$与中华远古之文化有相当关系%#

)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批评博厄斯的博物馆展陈方法仅注意族群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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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在一篇论文中就曾对$唯有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的器物研究进行了批评#参见李济'*现代考古学与阴虚发
掘+"*安阳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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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型式学在国内的传播以及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范式的推进"参见陈雍'*从类型学断代法到考古类型学,,,由
蒙德柳斯7方法论8说开去+"*华夏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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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斯石鹿'*考古学研究法+"*艺风+

#,'&

年第
!

卷
第

#!

期#

张凤编写*考古学+一书时"参酌蒙德柳斯的观点"定义形式学&型式学(方法为'$人类的著作品与生物界的现象相
同"一个新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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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从一个古的型式变化而来"经过许多年月"从简单自然渐变为复杂人为的"与进化论的出发
点相同#%参见张凤编'*考古学+"第

#""

页#傅斯年谈及考古学的新方法时"举例谈到"$譬如在两千年后"在地下掘得现在
所用的火柴"各处有各样不同的见解"就是所代表的文化不同)在欧洲是表示文化的发明"在中国是表示文化的接触"在南洋
群岛是表示文化的进步%#这可视为当时文化传播理论的生动诠释#参见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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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坤'*五年来之华西大学博物馆+"华西大学博物馆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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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洱文化虽有其特色"但自早期即有与仰韶文化相似之点"而其晚期更表示曾与中华文化发生关系#可见苍洱文
化之成分至少有一部分系来自华北"而以横断山脉之交通线推测"其最近来源当即四川"故希望在该省区考查以明了此问题
之真相"或并能发现与苍洱区相似之文化%#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二十九年度工作计划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全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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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文化的整体性#

! 与之相别"中国的同行们试图通过文化传播论拼贴起不同区域的文
化相似性"寻找$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

" 因此"$认识边疆%采用的区域或民族分类展陈只是
具有型式学知识体系的人类学者迈出的第一步#在文化传播论的视野下"人类学者认为"通过
历史时期彼此之间不断的交流与互鉴"不同民族的文化表现出相似性与联系性#而民族文物
的展陈目的在于促进族际间的交往!互动与文化互鉴#

#,&&

年"青海省拉卜楞寺的藏族僧俗
代表团参观中央民众教育馆举办的边疆文物展后"不无慨叹地称赞该项展览对$内地与边地文
化之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 这是有着丰富民族文物展陈经验的策展者陈国钧的初衷#他认
为"借助民族文物展可以揭示出$中华各宗族之间的风俗习惯之如何分"如何合"明了生活互赖
之处"文化交流之点%"将$其共通点加以推进"分歧处加以融合%"如此$中华民族才可以团结成
一个坚固的结合体"而成为全世界一个不可轻侮的力量%#

$

三!结语
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当代学者引入福柯的批判式观念"将赋予器物以意义的展陈模式视为

$规训式%的展陈#$规训%的施动者不由自主地指向国家或政府#

% 治民国博物馆史学者有意
或无意地将包括中央博物院在内的器物展陈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

&或民国政府尝
试利用博物馆达到$控制社会公共意识的政治目的%#

' 这些观点均忽视或低估了民国时期知
识分子的能动性与行动力#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无心博物馆事业发展#在一批具有边疆实地
工作经验学者的不断推动下"国民政府为团结融洽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战建国"才勉强接受边疆
文物馆的筹建提案#

(

#,'!

年"傅斯年!李济推动国民政府筹备成立中央博物院"同样背离了
国民政府侧重理工的建院构想"将原拟划分的$自然科学%$工业%$人文%三部分"改造为$自然%

$人文%$工艺%三馆"强化其人文性#$人文%馆展陈内容则试图超越五族共和政治话语"充分展
现多民族构成中国这一事实"将国民政府教育部最初拟定的$中国民族之演进&包含蒙藏回
等(%"

)扩大到囊括$蒙"藏"回"及东北部落文化陈列厅%$西南各族文化陈列厅%与$外籍民族

%##

民国时期的民族文物展陈与中华民族知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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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合刊#与今天博物馆
隶属文化部不同"民国时期博物馆由教育部负责管理#

#,&#

年"历史学家张廷休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兼边
疆文物馆馆长#后张氏出任贵州大学校长#

#,&"

年边疆教育委员会设立后不断增列委员"至
#,&'

年加入边疆教育委员会
的学者有任乃强!汪懋祖!李安宅!吴文藻!吴泽霖!马鹤天!凌纯声!徐益棠!陶云逵!黄文弼!顾颉刚!韩儒林等#其中吴泽霖
与马鹤天具有边疆文物展陈经验#徐益棠等则长期呼吁设立边疆或民族博物馆#参见*教育部报送第四届边疆教育委员会
委员名单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4第五辑4第二编4教育&二(+"第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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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厅%等展区#

! 诚如费孝通所言"近百年来在同外国列强的抗争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
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变的进程#

" 正是这些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成为$即器以
求道%"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践行者#

民国时期两段式的民族文物展陈演进历程恰巧印证了$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的$内%

&

K76@J?

<

C=L

8

"即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人群(!$外%&

@;7J=@

"即中华民族(二重性#

# 早期受进
化论影响的民族文物展陈以中华民族集合概念与世界民族文物排列对比"使参观者发现民族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这一展陈理念突出了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的共同性#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民族文物展陈构想立足于$认识边疆%"从文化圈!文化区的结构视角"清
晰!直观地向普罗大众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构成的知识谱系#同时"边疆考古与边疆田野调查
的兴起为人类学者提供了大量可资比较研究的民族文物样本#通过型式学的方法论"作为策
展者的人类学者发现"某一民族的器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受跨族际交往互动的影响#不同
民族间的文化互鉴"共同构筑起$中华文化圈%#

$ 这便不难理解"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战全面爆
发后"一改疑古观念"转而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时经历的彷徨与纠结#

% 而在人类学者的知
识体系中"整个人类社会均处在一张关系编织的网络内#也正因如此"人类学者提醒历史学
者"从考古学或人类学的文化类型理论中可以学到$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障碍都无法阻止那些
基本的发明创造的传播"如果它们是全人类所需要的话#同时"任何一种基本发明创造都不可
能视为属于某个特殊地域集团或特选的民族"或为他们所垄断%"以此促使历史学者$狭隘局部
观念%#

& 民国时期策划民族文物展陈的人类学者希望加速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使参观者
自主发现民族文物之间的联系性与相似性#避居宜宾期间"李济多次慷慨激昂地向中央博物
院筹备处年轻学人倾诉创办博物院的胸臆与抱负'$我国的疆域辽阔"边疆民族千千万万"都是
我们的亲切兄弟"我们要使大家情亲如手足"边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民俗用具!服饰艺品都当
一一采来"使之聚会一堂"令我中华文化益发多彩多姿%"$由观摩而了解%"$由了解而团结%"最
终催生出$中华民族的综合的钻石光辉%#这些运用专业知识"借助器物展陈向普通民众普及
中华民族知识与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实践被后辈学者赞誉为$书生报国的伟大蓝图%#

'

(责任编辑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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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陈梦家在说明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的意义时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尽管有这么长
的历史"占据了这么大的地面"有很多的民族"而它表现在万千的古代文物上却有一个毫无疑问的共同性#中华民族文化的
共同性"指出了时代的延续性和地域的普遍性#我们从事于考古学的!历史学的!美术史的和工艺史的"都应该首先着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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