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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典籍博物馆建设及其影响 

        —以山西农大亭兰图书馆建设为例 

关键词: 典籍博物馆；展览要素；高校图书馆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认为，博物馆文化拥有四大力量，即以其民族凝聚力，

诉说着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其历史穿透力，演绎着漫长历史的沧桑巨变、

岁月坦诚；以其文明渗透力，寻觅着中华文明的悠悠源头、绵绵根脉；以其艺术感

染力，守望着精神家园的世代传承、人文自豪
[1]
。寥寥几句说透了博物馆在文化传

承、历史变迁、文明影响、艺术熏陶所具有的教育意义与目的。 

山西农业大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农科老校，在百年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

的文化与物质遗产，如何将这些文化积淀与物质遗产保存和传承，发挥它独有的人

文精神，学校历年来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1996年1月，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山西农业大学铭贤学校太谷旧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具有珍贵历史文

物价值的民国建筑—“原生”亭兰图书馆无论从其建筑艺术特点还是内部构造的前

瞻性无疑最具文化与历史价值。 

亭兰图书馆从建筑、内部构造、图书馆设施、典藏文献无一不折射出百年学府

的发展轨迹。基于此本项目提出建设“铭贤典籍博物馆”，藉由农大百年建筑、百

年设施、百年典籍这些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诠释山西农业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实现

其内在研究价值与教育价值，通过展示发挥博物馆的自主性学习以及体验式学习的

教育作用，实现其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作用。鉴于此，铭贤典籍博物馆的建设具

有文化教育意义。 

在文献研究时，我们搜集了有关铭贤学校研究文献，这些研究多着墨或侧重于

铭贤学校时期的管理制度和科系的发展，近年来多涉及铭贤学校时期的教学思想、

经济思想及科技史的研究，而涉及到文化、物质方面的部分均较单薄 。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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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于民国时期铭贤学校留存下的图书馆建筑、图书馆实物藏品、图书馆设施，

并结合关于铭贤校园建设的资料及档案，着重论述图书馆发轫与变迁，并考察其在

亭兰图书馆博物馆化中可发挥的真实作用，以填补图书馆建设史在山西农大历史研

究中的空白。所以铭贤典籍博物馆建设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201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关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无不给

本项目的提出给予理论与政策方面的支撑，而2016年度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更明确要求“国家鼓励和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公

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教育职能，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公共文

化设施的图书馆、博物馆在教育中的作用凸显，理应充分利用公共文化设施促进优

秀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和传播，支持开展全民阅读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动。

铭贤典籍博物馆建设项目的提出具有时代意义。 

本项目提出初衷是通过建设而保护学校物质文化遗产而传承，符合国家关于公

共文化服务的精神，也适应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要求，建设铭贤典籍博物馆既具文

化意义，又具现实意义，更具时代意义。 

国内最早的博物馆出现于公共图书馆，我国早期就有图书馆和博物馆之间的历

史联系和共生共长的历程。根据黄少明《我国早期图书馆对博物馆事业的贡献》
[2]
，

一文，博物馆最早出现在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一座

开放性图书馆, 在其章程第六节中写道: “研究科学，必资器械样本，故本书楼兼

购藏理化学器械及动植矿各种样本，以为读书之助” 。此节之后， 又作了这样的

附加解释：“外国样本器械，各学堂皆有之。兹因学校规模未备，故附入藏书楼， 将

来经费补充，即别辟教育博物馆，将此项裁去” 。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既是古代藏

书楼，因其建筑、设施、藏书都属于文物，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展示和利用，

具备博物馆职能，所以特别设立了博物馆。为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天一阁博物馆旁

又修建了现代化图书馆，典藏珍贵典籍，服务社会大众。宁波市在旧城改造时，将

许多重要的藏书楼、藏书室移来天一阁，成为一个藏书楼文化遗产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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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图书馆及附设的教育博物馆是最早的公立博物馆。1908年, 山东创办山东

图书馆, 并附设金石保存所。与此同时另有几家省立图书馆也附设了自己的博物馆, 

它们是山西图书馆附设的标本陈列室、广西省图书馆附设的教育用品陈列所、陕西

图书馆附设的古物陈列所和云南图书馆附设的博物馆。公共图书馆附设的博物馆所

形成的公立博物馆群, 包括了当时博物馆的主要三种类型, 即教育(科学)类博物

馆、历史类博物馆和综合类博物馆，形成了近代以公共图书馆所附博物馆为主体的

公立博物馆群。 

近年来，在国家振兴文化大战略的指导思想下，各类图书馆借助自己丰富的特

色馆藏或展览或建设，逐渐形成了图书馆博物馆的格局。座落于上海的有着近百年

历史的“海关圕”， 现为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依托丰富的海关资源，把图书馆

一层布置为展厅，用于举办各种相关展览和活动，接待国际海关专家参观访问，这

些展览门类多元，书画、篆刻、扇面、摄影、老唱片、老节目单、老期刊等各类藏

品都曾在此展出
[3]
。老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北京左安门角楼图书馆2017年4月开放，

它讲述老北京的物、老北京的人、老北京的事，成为一个聚集、融合老北京文化特

色图书借阅、文化展览、文化交流的图书馆平台
[4]
。2017年9月28日，吉林省典

籍博物馆开始首展，它是继国家典籍博物馆后，国内第一家依托于图书馆馆藏建立

的省级典籍博物馆，是集典籍收藏、展示、研究、保护、公共教育、文化传承、文

化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5]
。 

目前，图书馆空间建设成为主流，在新的空间中，博物馆建设的倾向又有产生。

典型的当属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建设。张志清提出，对典籍博物馆的规划建设，

需秉持因地制宜、继承传统、发挥专长、办出特色的原则
[6]
。 

近些年来，以高校为主进行博物馆建设主要以特色馆藏为主，以数字化展示手

段辅助，形成一股新的典藏博物潮流。如内蒙古农大图书馆草原文化博物馆、海南

大学图书馆海南文化博物馆、浙江大学的廊桥资源数字博物馆，皆以本馆丰富资源

为基础，以地域特色为基调，进行收集展览，为现代图书馆的博物馆建设注入新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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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博物馆建设在国外已极具历史，欧美各国知名高校中几乎每所大学都建有

不止一所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成为高校教育、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路

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图书馆纪念堂（特藏博物馆）是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档案和珍贵历

史文献的指定收藏机构。特藏博物馆收藏了美国建国以来大量的珍贵手稿、书信、

日记、胶片、画册，是研究美国历史，特别是南美战争史的资料宝库。 

纵观国际国内博物馆发展历程，都呈现出图书馆中的博物馆，博物馆中的图书

馆的建设趋势。有人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完善，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形成，一

旦数字图书馆“羽翼丰厚” ,传统图书馆也就会传交出历史的接力棒, “告老还乡”,

走向自己的归宿--“图书博物馆”
[7]
 。 

亭兰图书馆依托其原有图书馆格局的建筑，原有内部空间划分，原有图书馆设

施，原有文献典籍，用现代科技手段辅助展示，还原图书馆风貌，创新图书馆空间，

延伸了典籍博物馆的概念。典籍博物馆建设的提出，正是基于上述研究之上。  

2研究内容及方法 

本项目研究内容主要借以亭兰图书馆建筑、丰富的文献典籍藏品、留存的设施

这些博物馆立足的根本，借助传统与现代技术展示手段，建设铭贤典籍博物馆，使

之成为展现农大百年变迁的记忆库、图书馆文化藏品与设施的保护区，百年农大文

化精髓的传承者，百年农大文明的传播人，学校开展自主教育的重要载体。 

本项目研究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分析、访谈、实物展示、历史资料呈现方式等理

论与实物相结合方法进行研究，以山西农业大学亭兰图书馆博物馆化建设为案例，

对高校博物馆建设与教育实践活动展开探讨，以期对博物馆建设与教育功能实践产

生影响。 

本项目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一种空间体验，要解决的关键点是让历史与实物在

博物馆空间建设中有机融合，并让物品在空间中鲜活生动起来，使教育达到自主性、

互动性、体验性的目标，而铭贤典籍博物馆建设本身也最终成为山西农大铭贤历史

的补充与充实。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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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亭兰图书馆建筑为框架，容纳学校百年历史积淀 

亭兰图书馆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独特的民国建筑艺术风格不但

具备较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它是见证山西农业大学特别是图书馆发展的重要载体，

是时代的缩影，体现了学校的历史和文化双重价值，它承载着农大及其图书馆百年

历史积淀，其延伸出文化价值、教育价值、旅游价值不可估量，所以，通过合理开

发规划，不但能展示校园建筑艺术特点，

而且还可以促使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研

究、评价、欣赏和借鉴民国建筑，并从中

汲取相关设计理念、设计元素，展现当时

建筑设计艺术的多元性、技术性和先进性，

达到艺术教育的目的。 

 

2.1.1 亭兰图书馆的选址理念。根据美国设计师墨菲1931年3月修订铭贤学校修

订方案中，将亭兰图书馆规划于内圈中轴线左，在原花园中心。原有的“花园”是

校园景色秀丽之处，是整个平面的放射中心和校园入口，能由此通达各个部分,完

全符合现代图书馆选址理念，其建筑及其选址理念可以成为图书馆建设活的教科

书。 

 
图 2  铭贤学校校园设计图 Copyright©Oberlin College Archives 

图 1 亭兰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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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亭兰图书馆建筑特点。亭兰图书馆是典型的西方近代折衷式的建筑，其建筑

的主要特点是其平面特点建筑呈十字形，这种十字型平面是西方教会建筑常用手

法。亭兰图书馆呈十字一长一短的拉丁十字型平面，这种平面最能体现教会大学建

筑的风貌。

 

其立面特点是采用勒脚、墙身、檐部建筑“三段式”划分方式，整个建筑立面

分为中段与左右两翼，布局对称，横三段，竖三段，强调建筑中轴线。其装饰艺术

特征为砖柱做建筑装饰，砖柱可划分立面，突出墙面，它可起到保护墙体和装饰墙

面的作用，砖柱与窗户凹凸的反差增加了建筑对比关系。 

  

图3 亭兰图书馆外观Copyright©Oberlin College Archives；李钟履《山西铭贤学

校图书馆概况图书馆学季刊，1936，13( 3) 

图 4 亭兰图书馆剖面图 

图 5 亭兰图书馆外观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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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顶面装饰特点，造型用歇山顶，屋面曲线优美。民国时期，因为受欧洲雕刻

艺术的影响，牛腿做建筑装饰元素。亭兰图书馆牛腿木雕制作精细，刻画入微，艺

术内容题材表现明显，用琴棋书画、梅兰竹菊等颇具文人画风的内容。在亭兰图书

馆一期的改造工程中，内部天花使用藻（凿）井，体现民国内部装饰特点。门窗及

窗框有装饰图案。 

 

  

  

 

2.2 以铭贤留存典籍为内容，展现学校百年历史遗产 

徐云平在他《论典籍博物馆展品阐释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中总结了张志清

对文献典籍的内涵特点三个认识：首先是典籍文本中蕴含的思想内容，知识体系；

其次是文献版本的流传过程；再次是文献典籍的物理特征所反映出的时代文化和艺

术特点
[8]
。 

铭贤学校成立伊始，就开始建立图书馆（室），百年发展中，给后人留存下一

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古籍及民国文献，这些文献演绎着图书馆历史记录。如大量的

愚斋藏书、和刻本、满铁资料即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特别是满铁资料，

图 6 亭兰图书馆外部与内部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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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收藏量达142册之多，内容多涉及当时中国的经济、资源、农业、贸易等诸多

方面，部分资料为本馆所独有。如《昭和十四年度農家經濟調查報告豐潤縣宣莊鎮

米廠村》、《包頭の蔬菜園藝農業に於ける灌溉——包頭東河村實態調查報告》、《北

满市場に於けゐ蔬菜及果實》均为就当时中国特定地区所做的详尽的农业调查报

告。本项目意以典籍文献内容反映的是历史记录、从典籍收藏的版本推演其思想传

播的过程及技艺的传承、从装帧形式与印刷技艺体现其文化艺术特点和时代印记。

鉴于此，收藏与研究价值从而体现，文献典籍史料包含的收藏与研究价值、文化与

历史价值，影响了农大几代人并继续扮演着它在社会影响中的角色。 

藏书章是图书收藏者用以标明图书所有权和个性爱好的一种印迹。藏书章是在

中国随着纸质书的出现，印章艺术的发展以及图书典藏活动兴起而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它是图书编目和艺术结合的图书更迭变迁史。山西农业大学曾使用过六个校名，

而校名的每次变更都会从藏书章中体现，小小

藏书章记录了学校及图书馆的发展变化。我们

在文献整理过程中，整理出50多枚馆藏印鉴，

将这些馆藏印鉴按时间顺序排列，就是学校历

史发展沿革，同时在整理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

百年来学校辗转办学的艰辛。 

 

图 7  馆藏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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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亭兰图书馆设施为基础，呈现学校百年技艺传承。 

走进亭兰图书馆，从建筑风格、内部设计到内部家具设施与物品，都透着浓浓

的历史的厚重感，每一个细节都保留着岁月的痕迹，有人称亭兰图书馆为有灵魂的

建筑。 

稳重大气的核桃木质地的目录柜，目录进化的历史；厚重的借阅台、阅览桌椅、

条几、圆几型休闲座散发出着幽光，静默地守望着图书馆百年岁月，一部百年流通

史；刻有“容貌必端庄衣冠必肃整，步履必安祥居处必正静”“正尔之容”文字的

镜子与护栏台阶，进入此处的人不由地驻足凝神，他们应该能够感受着百年来或络

绎不绝或门可罗雀的来来往往的学子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去；古朴的铁质书

架传达着铭贤历史上农工专业技艺的传承；一台打字机与油印机记忆了旧时的编目

时光，一部图书馆编目史。从亭兰图书馆家具设施去诠释亭兰图书馆所表达出的图

书馆功能的先进性与人性化，进入其中的人能够感受图书馆的包容性。 

 

 

  

图8 1936年初创时原生亭兰图书馆（李钟履，图书馆学季刊，1936.Vol.10.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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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铭贤老照片为线索，记忆学校百年精神风华 

此外通过老照片寻觅恢复学校百年记忆。校园老照片是学校文化思想留存，它

有物质的意义，也有精神的内容。照片上留下的记忆延长着学校百年的记忆人生和

历史印痕，巩固着学校文化的生命积淀，是过往岁月年华实实在在的载体，我们视

它为一种珍贵的校园精神，就会永远守卫着它。铭贤老照片系列包括：校园风景图

表达学校设计理念、校园建筑图呈现学校建筑语言、校园人物图折射学校发端、祝

辞图反映学校建校初期的社会地位、校门更迭图片整个是一部学校变迁史。 

图9  图书馆旧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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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铭贤典籍博物馆空间策划及其展示手段的研究 

以物为媒，博物馆要开启一个人与物交流，人与人交流，人与时空交流的关系

模式，抽象意义上说，博物馆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对于观众来说，具体地说是一

个场所，一个通过物的展示、藏品鉴赏、展览等行为进行探索、学习、研究且受教

育的多功能的场所，这个场所务必要符合物、人及其交流的特质，所以，空间的策

划及其藏品的展示手段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以及在其教育影响的体现中尤其重要。 

亭兰图书馆从设计初始建馆以来到目前一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已经经历了

近百年时间。1993年，二代图书馆投入使用后，亭兰图书馆一直作为特藏馆继续

发挥它的作用。2005年第三代新馆建成，亭兰图书馆又增加了新的功能，作为特

藏馆增加了捐赠图书的管理。历年来，图书馆非常重视保留和利用老馆舍及原有设

施，2012-2013年间开始对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亭兰图书馆设施进行修缮，以旧

补旧，恢复其原貌。根据功能的划分，在不破坏图书馆外在建筑样貌的基础上对其

内部结构的进行民国格调的设计与规划，旧有的设备重新焕发新彩，内部空间更加

实用宽敞。在空间设计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完成了图书馆博物馆化的第

一期改造。在将来的建设中，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3.1  空间划分在充分考虑原有设计格局的基础上，利用原有设施，根据典籍博物

馆职能、藏品类型进行策划设计。空间中，物品展示、展览策划、文献研究以及建

构性学习场地及环境需要考虑其物—人—事--理的关联性、逻辑性，让观众能够沿

着物证、信息、知识、思想这样的逻辑递进，在文化空间中获得知识，得到交流与

对话，并且为历史记忆与知识重构预留适当的位置与接口，让历史与文化在此空间

中再积累。 除了要考虑典籍保护空间及展示空间，更要考虑馆内相对独立的教育

空间的规划，如供读者使用的学习中心、供观众互动的创客空间、古籍研究中心等

根据不同目标观众分众化教育要求的各种空间与设施设备，以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

体验要求。 

3.2 博物馆的学习与教育形式，最主要的就是展览，而展览的建筑及其形象，展厅

的风格及其展示形式都具有教育与教化的意义。现阶段，博物馆传统展示方式在物

品展示中是比较主流方式。随着网络与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运用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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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教育与数字化呈现环节，成为建设创新与教育创新的主流应用。移动应用与社

交媒体正在改变博物馆与观众及全球社区间的互动方式；增强现实技术与开放内容

将成为博物馆教育中广泛应用的技术手段，观众通过现代技术会更轻松便捷地获得

资源；物联网的兴起，自然用户界面的技术手段在博物馆的应用将会使互动变得更

为直观。技术的运用使得博物馆更像是实验室，更像是创客空间，观众在空间中得

到的是体验，是经验，更是知识积累。 

4 结论与建议 

项目的主要特色及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典籍博物馆应地而生。亭兰图书馆作

为原生图书馆，其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藏品，依托原有建筑格局，汇集铭贤时期

遗存下来的设施、典藏，充分根据馆舍原有布局与原有藏品特点设计，既利用了文

化遗产，加强图书馆文化元素与博物馆展示职能，展现学校历史与文化变迁，又达

到保护传播的目的，藉以传播传统文化，创建文化传播家园，一举几得；第二、典

籍博物馆应运而生。恰逢此时国家大力提倡公共文化机构建设以实现其教育传承职

能作用，以传播文化文明精神精髓，典籍博物馆的建设顺应技术发展与文化大发展

要求。第三、将原有建筑、设施、典籍，集成于一个空间，表达历史积淀，凸显传

播与传承的统一 ，应用与服务的结合，真正实现博物馆中的图书馆，图书馆中的

博物馆。 

5 项目成果 

本项目结果以本报告形式提出铭贤典籍博物馆建设方案，为铭贤博物馆建设提

供建设性建议并影响现有的实践；同时充分发挥博物馆文化服务机构的教育职能，

在提高农科学生人文文化素养及其创新能力方面发挥其影响力；通过项目研究培养

一批专业研究人员，提高研究能力与执行能力。 

在研究基础上，已经完成了一篇研究论文《从馆藏章回溯山西农大图书馆的

110年》，刊载于晋图学刊2018年第1期。论文通过对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50 多

枚馆藏章进行整理，梳理了跨越三个世纪、历经六个时期从草创时期的铭贤学堂到

目前图书馆的发展，展示了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的110 年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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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了铭贤时期图书馆的发展特点，馆藏章的文史价值，为山西农业大学历史

填补了空白，也为藏书章文化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近年来，山西农业大学多方挖掘铭贤历史并对铭贤史进行研究，图书馆可结合

学校的研究，进行文献与档案的整理与挖掘，并整合建设特色书库，使之成为铭贤

博物的一部分。 

如果可以，我愿意坐在这里，晨钟暮鼓，一卷书便是一个黄昏，一杯茶便是一

个春夏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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