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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涵盖古迹遗址调查，科学考古发掘与研究，古代建筑修葺保护，文物收藏、修复、研究、交流、
展示等领域，凡涉及古迹古物的工作，称之为文物事业。
文物事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脉，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其历史源远流长，根脉从未间
断，得益于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生生不息地对祖先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传承、
研究和弘扬。
19世纪末叶，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西方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逐渐传入我国，形成了中国近代
文物事业新的局面。
史勇同志编著的《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简史》即是对这一历史时期文物事业的探索性整理与研究，付梓
之际，嘱予作序，实不能胜任，但有感于史勇同志的这本处女作完全是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利用业
余时间完成的，作为与史勇同志共事八年之久的忘年之交，不避浅陋，写几句话与大家共勉。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若星河的珍贵文化遗产，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可以追溯
到遥远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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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简史》共分为七章，第一至五章按照编年顺序，依次记叙晚清时期、中华民
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文物事业；第六
章记叙台湾、伪满洲国、华北、华中等沦陷区的文物事业；第七章记叙中国近代文物商业亦即古玩业
的发展简史。
此外，《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简史》附录还原文辑选了1912年至1949年民国政府、日伪政权和中国共产
党颁布实施的主要文物事业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42件，以方便读者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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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勇，1978年生，甘肃兰州人，现任职于甘肃省文物局。
曾在国家级学术研讨会和省级刊物上发表关于工业遗产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物事业史等方面
的论文多篇，参与编写《甘肃省志·文物志》、《甘肃文物事业六十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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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颁布实施二、接管各类文博单位三、保护战区文物古迹四、收集保护社会流散文物第四节 解放
区的文物事业一、文物事业管理工作二、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三、恢复发展博物馆事业四、开展革命
文物保护工作五、古建筑保护维修工作第六章 沦陷区的文物事业第一节 日治时期的台湾文物事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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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商业的功过一、对于中国近代文物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二、部分经营者在近代中国文物外流
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附录 民国重要文物法规辑选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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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融合还体现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发展的其他方面，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在定位上具有鲜明的民
族主义色彩，对于国家级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院）来说，它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对人类学和生物进
化的研究展示来证明人类起源于中国，而省级博物馆的世界就是民族，如当时河南省博物馆的建馆方
针就是表彰民族文化，扩充民众智识，促进学术研究，提升公共意识，民族之外的世界则根本未被提
及。
①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建筑既有鲜明的西方新古典主义风格，也有许多采用中西合璧的风格，体现了19
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建筑文化在博物馆建筑中的相互交融。
而某些外国人创办的博物馆，在建设时则完全“入乡随俗”，充分考察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特色，通
过汲取中国建筑文化的营养，力图借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来满足博物馆的功能要求。
②以南通博物苑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更是将传统园林艺术与馆舍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表现
出浓郁的民族特征，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二次博物馆建设高潮时，由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博物
馆建筑则是民族风格与近代意识相结合的“折中主义”风格大行其道。
而在文物保护维修领域，除了抢险加固和恢复原貌外，还要照顾到公众的传统欣赏品位，当时对于文
物古建筑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
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一用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
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
”（梁思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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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中固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兴衰史，凝聚着光荣与梦想.交织着辉煌与
浩劫。
《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简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回近代文物事业史的学术专著。
它以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历程为主线，涵盖了考古、博物馆、古建筑保护、文物博物馆学术研究
、文物时外交流、文物事业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文物事业的
发展概况，分析了中国近代文物事业与近代中国社套的关联.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适
合文博专业人员和文史爱好者参考阅读，为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对于促进中国文物
事业吏研究亦有相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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