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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术馆事业需要理论支撑——读卢炘《中国美术馆学概论》卢炘曾长期从事美术馆工作，亲身参与，
见证了中国近世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变迁，以其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升华为理论思考，
著成《中国美术馆学概论》一书，以应中国当代美术馆建设之急需，值得美术馆工作人员、研究者、
关心美术事业人士以至文化事业的决策者一读。
中国现代美术馆的兴起肇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受到文化界、美术界前辈蔡元培、鲁迅、林
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关心．到五六十年代，陆续成立了一些由政府兴办的公立美术馆。
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美术馆建设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其作用正如卢忻在书中引
述冯远的见解：“当代中国美术由美术家协会、画院、美术院校、美术研究所与美术馆构成的美术生
物链之中．美术馆是五环中重要的终极链环。
⋯⋯对于一个功能设施齐全的完整意义上的美术馆而言，它是最终直接面对公众、面对历史、面对当
下、又面向未来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美术馆的兴建。
令人鼓舞。
然而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无论在办馆理念、场馆建设、收藏与陈展、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距离“
功能设施齐全”的目标还相去甚远。
例如：有的美术馆建设还属于政绩工程．建馆之初缺乏充分的论证；只有展厅．没有库房．连参观路
线、进出通道都没有设计好，是美术陈列馆还是展览馆也未搞清楚。
有些大馆在人性化服务方面，也做得不好，就连最起码最简单的展品说明都不为观众考虑，不为观众
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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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馆学概论》一书是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美术馆学引论”的书稿，是对“中国
美术馆”研究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美术馆学理念探索、滞后的中国美术馆事业、美术馆藏品保
护、观众至上与教育服务、人才积聚与培养等内容。
     现代意义的美术馆（亦指艺术博物馆）源自西方，其发展历史已相当久远。
从18世纪中晚期开始，艺术逐渐脱离了宗教、神话、历史及政治等的束缚，成为具有独立价值体系的
自足之物。
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体系随着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形成而建立起来。
艺术批评体系也随着现代艺术体系的建立而形成。
美术馆则作为主要的艺术品收藏机构和艺术批评中的一元，也渐渐地从综合性博物馆中脱离独立或新
建起来。
从现代主义艺术的帷幕开启以后，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更加异彩纷呈，美术馆在数量上更随之急速
增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术馆学概论>>

作者简介

卢炘(1944.1- )，杭州人。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国美院潘天寿纪念馆馆长。
出版专著《巨匠与中国名画.潘天寿》、《潘天寿诗存校论》(合著)，发表论文《浙派人物画今昔谈》
、《本世纪中国画的两大画派新浙派后海派比较》、《潘天寿书面作品风格与鉴定》、《中国美院七
十年学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术馆学概论>>

书籍目录

序美术馆事业需要理论支撑（李松）导言第一章  美术馆学理念探索  第一节  美术馆与公共性  第二节  
美术馆定义与职能  第三节  美术馆与史学研究  第四节  美术馆的意义  第五节  美术馆办馆新理念第二
章  滞后的中国美术馆事业  第一节  我国美术馆溯源  第二节  近代美术馆扫描  第三节  民国时期美术馆
点击  第四节  新中国美术馆的初创  第五节  美术馆的发展和现状第三章  美术馆学术定位  第一节  特色
定位  第二节  收藏定向和经费筹措  第三节  美术馆定位的科研支撑第四章  美术馆藏品保护  第一节  藏
品征集与鉴定  第二节  藏品登记与管理  第三节  藏品预防性保护与动态管理第五章  美术展览与传播  
第一节  策展人与课题研究  第二节  展示方式与效果分析  第三节  优化传播媒介  第四节  多媒体和信息
化管理第六章  观众至上与教育服务  第一节  美术馆观众分析  第二节  贴近观众做好服务  第三节  实现
美术馆的教育宗旨第七章  美术馆建筑  第一节  美术馆建筑选址与环境  第二节  内部功能空间的营造  
第三节  建筑造型的隐喻分析与批判  第四节  美术馆建筑的营造程序第八章  人才积聚与培养  第一节  
职业道德培养  第二节  学习型美术馆的创建  第三节  人才积聚与美术馆可持续发展第九章  美术馆运营
与管理  第一节  激活美术馆运营机制  第二节  目标化管理和岗位责任制  第三节  美术馆评估体系的建
立参考书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术馆学概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术馆学理念探索第一节 美术馆与公共性如果从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博物馆学的框架
体系及美术馆自身来审视，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公共性观念的萌芽与发展在美术馆演进的各方面都起
着深刻的作用。
运用公共性理论分析美术馆的渊源、内涵、职能、属性等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美术馆各项活动的本质
属性。
与美术馆的产生一样，公共性观念的产生也源于西方。
对公共性理论哲学、社会学的现代阐释，则主要集中于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等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集中探讨了资产阶级公共领
域的结构和功能。
讨论了自由主义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瓦解的历史及其观念与意识形态等。
哈氏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
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
。
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组成这个社会的公众与剧
院、博物馆和音乐会有密切的联系。
最早的“公共领域”理论起源于奴隶制时期的广场集会，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对话基础之上。
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角色截然不同。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
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
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
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其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
他集中关注的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绢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
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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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国美术馆事业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了较大的发展，美术馆的实践需要总结，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
梳理，研究工作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
在担任潘天寿纪念馆馆长和主持中国书画名家纪念馆联会工作期间，我几乎跑遍了全国的美术馆和博
物馆，进行调查研究；也到诸如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韩国等国家及香港、台
湾等地区考察．广泛收集资料；同时，认真研读了不少博物馆学著作。
我是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并且时时提醒自己：要务实，要有自己的见解，今后出版，要让读
者有收获。
我对自己提出了挑战，美术馆研究得有一个衡量标准，于是我申报了浙江省社科联的重点研究课题“
美术馆研究”，以及浙江省教育厅的研究课题“美术馆学概论”。
这些课题的分别结题，独立完成书稿，是我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2002年中国美术学院首次招收美术馆研究的硕士生，我担任导师，并将研究成果付诸教学。
其后又获2005年度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国家年度课题)立项。
2006年年底完稿。
此书是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美术馆学引论”的书稿。
在前两次课题结题书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内容，我带的研究生周飞强和傅巧玲两位参加了课题组。
其中第五章“美术展览与传播”由傅巧玲执笔，第七章“美术馆建筑”由周飞强执笔，并一起参加了
修订，出力不少。
为了增加可读性，此次出版我又在书中增补了图片及说明，对文字作了再一次的修订，并接受出版社
的建议将书名改为《中国美术馆学概论》。
在全书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
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先生。
《美术》杂志原主编李松先生、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安远远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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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馆学概论》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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