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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浪漫主义和自然史的
发展! 更加刺激了英国人对研
究本土古物的兴趣! 英国的学
者们 "避开古典文明的光芒而
转向野蛮人的朦胧之中! 把不
列颠人和凯尔特巫师以及英国
本土上属于他们自己的古物做
了一番颇具浪漫色彩的描绘 !

使人们对古代土冢#要塞#立石
和圆棚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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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

英国的古物学家出于强烈的爱
国之心! 不仅考察了英国各郡
的历史#古物和名胜古迹!而且
撰写地方志! 对本民族进行美
化以激发人们的自豪感%比如!

塞缪尔&李森斯的 '大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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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卷地方志就
是在此时发行的%

此外!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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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上层知识界中已经有了将贵族
与学者形象结合在一起看待的
趋势% 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的
社会评论家时常追溯希腊罗马
的文化模式! 认为贵族的文雅
生活与学术追求有着共同的基
础! 贵族的理念来源于古代有
学问的阶级% 与此同时! 政治
改革的进行促进了对知识和学
术追求的观念的传播! 出身并
不一定保证仕途一帆风顺! 忽
视学习的贵族可能失去参与政
治的权利! 这就大大提升了贵
族对知识和文化的重视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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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进入牛津和
剑桥大学的新生中贵族的比例
一直在上升% 时人指出+ "假
如你不是学者的话! 你就不是
个文雅的绅士,,因此 )绅
士* 从不拒绝成为学者! 从未
羞愧于展示自己的学识! 他们
坦白# 承认# 欣然接受并且以
此为荣- 因为这是让你获得荣
耀之事! 它让你真正成为一个
人! 能使你成为一名真正的绅
士 %$ 另一方面 ! 不仅追求知
识的事业适合贵族! 哲学家和
学者的身份也需要依赖于贵族
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一
个哲学家必须在有头脑的同时
钱包满满 $% 培根也提倡所谓
"空闲的 # 完整的人 $ % 空闲
的! 说明这个人有进行与金钱
利润无关的思考的闲暇- 完整
的! 意味着他不需要为生计奔
波! 不需依赖他人% 而只有这
样的条件! 才能促使人从事文
化活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
风尚下! 当文艺复兴的影响到
达英国! 英国上层富裕年轻人
到欧洲大陆旅行! 学习法国和
意大利的文物# 遗存# 图书馆
和画廊以完成学业成为时尚 %

可以说! 英国人无意识地准备
着博物馆的创建% 这一潮流下
最 具 典 型 意 义 的 事 例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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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的汉斯&斯隆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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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自己近
#

万件的私人收藏以
"

万英镑这

一远低于其收藏价值的价格售
予国家%

也
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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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议会通
过 '法案全书 (!明确了

斯隆爵士# 柯登图书馆和哈雷
手稿应如何收藏安置并更便利
地被人使用% 这标志着大英博
物馆的诞生! 也标志着世界上
第一个国家博物馆的诞生% '法
案 (共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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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 !其中一
条以发行彩票的方式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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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英镑作为大英博物馆建立的
资金%作为国家机构!大英博物
馆的管理权最后被授予了托管
委员会 ! 正如 '法案 ( 所说 +

"让所有好学而充满好奇心的
人在某个时间 ! 以某种态度 !

在某个规章制度下自由参观和
查阅上述收藏! 这些由上述管
理者们! 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
通过任何形式的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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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议会委任更是
博物馆的转折点% 用博物馆首
要管理员帕尼兹的话说+"不仅
因为它是有实际影响的决议
书 ! 更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时
代+ 大英博物馆机构的国家特
点及它作为国家文化工具的使
命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认可和定
义 %$ 它促成了博物馆管理理
念的大变革! 博物馆被定义为
"一个漫射文化的机构$! 而不
是一场秀! 作为行政事务的一
个部门! 在其他公共部门的精

神之下被管理...它除了是个
满足好奇心的展览场所! 更是
一个伟大的教育机构的意识 !

并尽最大可能让英国的每个民
众能够便利地在博物馆参观 #

学习%可以看出!英国的博物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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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20

年代完成了真正
意义上的规划管理上的实质转
变! 这不仅体现在大英博物馆
上! 也促进了全英所有博物馆
的改进%

与之相应! 菲茨威廉博物
馆的展示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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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博物馆
开放之后的约半个世纪之间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古典文物
为例! 乍一看似乎是从混乱到
秩序#"无序$ 到科学分类的过
渡%实际上!正如著名古典学家
玛丽&比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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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的!博物馆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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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的变迁
也是古典收藏的发展史! 人们
看到博物馆的展示在两个不同
制度和 "观察方式$ 之间的转
变! 一个侧重于通过捐赠转换
为博物馆藏品! 另一个侧重于
文物的考古学背景和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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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菲茨威廉博物馆建成
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 古典
主义风格的新门厅! 并于这一
年年中开始向公众开放% 次年
起! 博物馆收藏上也做了很多
改动% 楼梯周围二楼画廊中的
大部分古典雕塑被搬到底楼画
廊! 在大厅的装饰壁龛上只留
下了几个半身雕像-同时!又将

半身雕像从地下雕塑间移出 !

并放置在大厅的 "楼梯平台 $

上% 这种布置空间的变革!仿佛
第一次有一个导演把他大部分
的工作时间用于博物馆的运
作! 这无疑有助于加快管理改
革的步伐并吸引更多的专业投
资% 这一时期的博物馆管理机
构不仅重点讨论在第一层楼画
廊里重新安排雕塑的计划 )该
工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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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 而且还
致力于增加购买文物的款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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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在热心博物馆事业
的科尔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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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董事
后! 管理委员会便授权他花费
-00

英镑购买塞浦路斯古代玻
璃收藏品 )后来安装在雕塑画
廊南窗附近的陈列柜中 *! 并
在第二年的

2

月! 又给予科尔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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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的处置权 ! 以便从
古董拍卖行中购买文物% 上述
决策和科尔文个人发挥的作
用! 对博物馆的未来产生了重
要影响! 使得博物馆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 面向大众的公众文
化空间%

菲
茨威廉博物馆古典文物
布局演进史表明! 学界

专家可以布置出一些既在学术
上严谨# 又让访问者感到亲近
的展览! 从而达成博物馆作为
文化工具的目的% 这是一个由
策展人# 保存者# 学术界和技
术实践专家密切合作的项目 !

旨在将学术研究完全整合进博
物馆展示的核心 % 对此 ! 玛
丽&比尔德也曾指出 +"是什么
驱动了这一进程/ ,,作为大
学内的一门学科! 考古学的发
展以及博物馆的作用! 提供了
部分答案% $

纵观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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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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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 菲茨威廉博物馆的收藏品
通过馈赠# 遗赠和购买而不断
增长- 它们的历史是一个连续
而非孤立的历史! 追溯了过去
"00

年来这个国家的收藏史和
文化史% 近年来! 博物馆从传
统的校友和私人收藏家那里得
到更多支持! 并得到了国家艺
术收藏基金和其他慈善组织和
公共机构 )包括财政部* 大量
拨款的支持% 今天! 博物馆奉
行强有力的收购政策! 坚定维
护对国家"委托的宝藏$的一贯
承诺% 正如剑桥大学对博物馆
和画廊常务委员会的回应一
样+"菲茨威廉博物馆是剑桥大
学最伟大的荣耀之一! 它是一
个具有国际地位的博物馆 !拥
有独特的# 得到最辉煌安置的
收藏品,,像大学本身一样 !

菲茨威廉博物馆是国家遗产的
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是生活
和持续文化的一部分! 是我们
的法定责任% $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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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威廉博物馆馆藏埃及石碑

$

菲茨威廉博物馆馆藏

鲁本斯真迹#希波吕忒之死$

菲茨威廉博物馆一楼希腊罗马展厅 菲茨威廉博物馆馆藏德国梅森瓷器 洪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