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的师公仪式传统与地方文化之间相互建构这一结论#

综上所述!这本书试图从师公这一特定仪式专家作
!

实践的主体出发!

通过分析其仪式过程与仪式文本!来阐述师公仪式传统的承继与建构!以及

师公仪式传统与地方文化的相互建构#作者在本书的导论和不少章节中!多

次提到传统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地方文化多样性问题!但?
+

有就此展开专门

论述!如果本书能
.

在上述命题中所有提升!那
/

其学术价值将更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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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都市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国
'

史学家的关注#丁蕾)从私藏到公

共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一书从民国时期博物馆和展览会

中寻找近代都市文化形成的源头!不失
!

一个很好的尝试#该书是作者在其

导师程美宝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得到广东省高

层次人才项目$全球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项目的资助#

是书从展览最基本的元素/// $物%出发!回答在近代不同种类的物品

如何从私藏走向公共视野!也即$从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过程#透过分析物

品的展示方式及其象徵意义!作者尝试探讨民国时期的公共展览如何在政

府(学者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通过公共展览建构区域形象#作者认
!

!重

建地域形象的塑造过程!有助於理解近现代中国形象和表述的形成#

在第一(二章!作者回溯了民国时期物品展示的历史
q

络以及近代西方

知识体系传入後的新趋势!指出这一时期公共展览中的$展品%!既有传统

收藏
q

络下的旧物!也有新知识体系带来的$新物%!诸如民俗物件(考古

出土物等#物品能否出现在展览场上!由其背後的收藏者的学术
q

络以及展

览组织者的社关网络
2

定#

第三(四章!以广州市立博物院(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广东文物展
!

例!探讨公共展览与地方形象建构的关#$/"/年成立的广州市立博物院是

广州市政府主办的公共展览机构!因此其陈列
'

容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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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本地政局的
�

籍国民党元老!透过博物馆
'

物品的陈列与展示表达了他

们紧随孙中山革命道路的观点以及提高广州政治地位的企图#$/((年举办的

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以$/"/年西湖博览会
!

参照!是广州市政府主办的首

次大型展览会#通过剖析展览的
'

容和形式!作者发现"由於此时的广州政

权实际掌握在反蒋集团手中!这次展览充份展现了地方势力巧妙地在中央认

可的展览模式下宣扬本地的政治立场!

!

其地方政权赋予正统性和合法性#

$/&#年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虽然不是在广州举办且只局限於$文物%!但作

者认
!

其展品和主办者大多来自广州!展示的
'

容也与广州市立博物院(

$/((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一
q

相承!因此也归入$广州%的公共展览进行

讨论#在抗日战
&

的背景下!文物展上那些曾经在广州博物院或广州市第一

次展览会上展示的$古物%!成
!

代表广东文化的$文物%!?被策划者赋

予了$革命%的意涵#

第五章以$/&#年广东文物展展出古琴 $

}

绮台 %

!

例#明末以降所
"

生(流传的肖像绘画(古琴及拓本!丰富了人们对明末遗民邝露与
}

绮台琴

故事的想像#在这一过程中!邝露$抱琴殉国%的忠义形象不断地被丰富(

)

化!是以民国知识份子能熟练地运用这些能表现邝露忠义形象且流传有序

的实物!使之成
!

抗战期间表达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展现於近代的公共展

览上#

作者在结语中尝试回答本书的主题///物品从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过程#

她指出中国公共展览不能简单地套用$公共领域%QIL]8>B?I<353S#中国近代

$公共领域%具有杂的相对性与多样性#其次!公共展览伴随着近代国家

意识的形成而兴起#因此!在通过公共展览构建中国形象或某一地方形象的

过程中!政府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作者透过以一家博物馆(两个重要的公

共展览
!

个案!比照物品在不同展示空间中的呈现和表述!得出以下结论"

$在公共展览的舞台上!政府和学者一起推动着物品由私人领域走向大
#

!

建构和传播者政治(文化双重话语下的历史想像# %&页"0/ '藉此!作者

反思近年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讨论!民族形象的构建是如何在传

统文物之外!寻求其它新管道补充#而作者的个案研究发现!从区域研究的

角度将有助於理解和认识现当代中国$同一性%的生成#

本书运用的材料主要是广州市立博物院($/((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

$/&#年广东文物展三个公共展示活动的档案(刊物等官方文献!以及其他大

量的资料如方志(文人文集(书画上的款识(碑铭(报刊杂?和旅?小
R

子

等!在史料的分析与把握方面!颇见作者的功力#作者毕业後供职博物馆!

$00

(ª

+

,

-

.



从事文物保护与展览策划工作!令作者意识到策划意图与展览实施有着巨大

的现实距离!因此对民国时期的$同行%有特
0

的$同情之理解%#

清末以来!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 $博览会 %( $展览会 %( $博物

馆%开始
!

国人所认识#私藏开始广泛地参与$公展%!同时!收藏也开始

进入公共收藏机构///博物馆#不过!规模毕见的$公藏%以及博物馆群!

恐怕是$/&/年以後的故事#在缺乏财政支持(收藏政策推行不力以及社会动

?多变等诸因素影响之下!民国时期博物馆的建构!大多流於纸上谈兵!稍

有所成者也未尽完善#但临时性的公共展览!尤其是政府主导以外的临时展

览大行其道#私藏公展无疑是最重要的物品收藏与展示形式!

!

$前博物馆

时代%之主流#遗憾的是!作者对这类临时性的公共展览关注?不多#其

次!在物品方面!作者选取了端砚(南汉花盆拓本(古琴(新美术作品以及

新知识体系下
"

生的民俗物品和考古遗物等!新(旧皆有兼顾#传统 $私

藏%以书画(陶瓷(金石
!

最!然而是书对这几类$旧物%在近代如何被重

新分类(鉴
0

(挑选与展示尚欠缺深入的研究#

总体而言!中国博物馆馆史的写作寥寥可数!关於广东地区的博物馆馆

史的写作尤
!

匮乏!是书的出版无疑极大地补充了这一领域的不足#最近徐

坚出版的)名山///作
!

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 *&北京"科学出版

社!"#$* '!提出要将中国博物馆研究从收藏史向思想史转变#而丁蕾则从

展品的来源(展览的实际运作出发!讨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象之形成#这

也许就是博物馆人写博物馆史的特点#展览策划与实施常常屈从於藏品的构

成以及参与其中的各种权力关!以致策展初衷与展览实施?不完全对等#

因此! $思想%固然重要!但$收藏%同样重要#

黎丽明

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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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宗教研究中!我们看到的仪式展演很多时候会用到大量的仪式文

献#这些文字有的是口头传诵&如师公唱本'!有的是跟书唱读&如道士科

仪本'-有的是用汉文传抄!有的是用少数民族的文字传抄&如彝族毕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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