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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藏品
管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李 慧（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四川  绵阳  621000）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以下简称“地震纪念馆”）
作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精神家园重建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于2010年12月开工，2013年5月向社会公
众开放，至今已运营8年，业已成为展示和传播中国正能量
的窗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开展防灾
减灾教育培训的基地和推进地震相关科学研究的机构。地
震纪念馆藏品从无到有，并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藏品体
系，形成了“5·12汶川特大地震资料库”，藏品得到了妥善
保管，藏品管理工作历经保藏、保管、典藏、管理的跨越式
发展。

一、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藏品管理工作实践
（一）找准征集定位，逐步完善藏品体系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藏品征集工作经历了三

个阶段，即抢救性征集阶段（2008年5月至2012年）、补充
征集阶段（2013—2017年）、长期征集阶段（2017年至今），
为契合汶川特大地震主题，藏品征集工作以汶川特大地震
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中地震灾难、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发
展振兴等4个重要事件节点为具体收集方向，选取具有典
型纪念意义和重要价值的地震文献实物资料。截至目前，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馆藏地震文献、实物、照片、视

频等近72万件（套），其中地震实物10万余件，相关照片、
视频60余万份。

（二）逐步建立藏品管理制度体系
自地震纪念馆成立以来，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兄弟场馆

的指导、帮助支持下，纪念馆藏品管理人员在亲身实践和
努力探索中，重点考虑了场馆和藏品的性质，在国内现有
通用的藏品管理制度框架下，注意到了现代地震文物、资
料的属性，逐渐形成了适合纪念馆藏品管理工作的方式办
法，建立了涉及入藏标准、工作流程、岗位职责、征集、捐
赠、库房管理、藏品养护等20余项制度。

（三）优化提升藏品保存环境
在地震纪念馆建筑施工时期，征集、调拨和接受捐赠

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文物、资料均存放在租用的办公楼
内，保管条件差。随着纪念馆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工作人
员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工程车辆、交通工具等大型藏品放
置在室外区域，搭建了棚架保护；并建有专门文物库房，
分类分库管理，藏品按质地存入9个库房（其中1个为资
料库房）。库房配备了各类柜架，部分柜架底部安装隔震装
置。地震纪念馆藏品因其形制特殊，有文件、报纸、旗帜等
易整理存放的，也有地震中受损的摩托车、电视机、挂牌、

摘要：现代地震文物资料是当代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物证，在我国属于新的文物类别。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

馆保存的汶川特大地震见证物数量最多、种类最全。文章梳理了地震纪念馆藏品管理工作，剖析了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并积极探寻合理有效的方法，以期科学地解决当前藏品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藏品管理质量和效率

的提升，更好地利用藏品，实现教育、传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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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椅、牌匾等，这些地震藏品不仅体积大，外形更是多种多
样，对地震纪念馆的文物安置，也是个很大的挑战。管理
人员多次调整了现有库房藏品的存放位置，把体积大小、重
量、保护要求等作为重点考虑因素，以“保护第一、上小下大、
上轻下重”为原则，制定对小件藏品封装以囊匣存放、大件异
形藏品通过调整柜架高度放在柜架底部，珍贵文物专柜保存
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保管措施。电子资料统一存放在专用硬
盘，存放于专柜，由专人管理。

（四）探索开展藏品分类、建档
在地震纪念馆建设时期，藏品管理工作仅属于保藏范

畴，待纪念馆开馆后，才开始藏品整理工作。纪念馆利用全
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这一契机，加快了馆内藏品建档
的进程，建立了藏品信息管理系统，但是藏品分类是难点。
地震藏品按照存在形态划分，可以简单分为实物和电子资
料两类。实物类地震藏品基本都是现代化产物，其材质种
类繁多，有单一材质的，也有现代复合材料制成的，如受损
的电冰箱就是由彩色预涂钢板、软质聚氯乙烯、塑料、PVC
等各部件、多种质地的材料制成的，在按材质分库时存在
难点。因此地震纪念馆以便于库房保护为出发点，以质地
为基本大类，对同一材质统一存放，多种材质的单体藏品
以最容易受影响材质为存放依据，实物类藏品划分为纸
质、棉麻纤维质、竹木质、金属及其他无机质、其他有机质
等六大类。

电子资料均为与5·12汶川特大地震相关的影像视频、
数码照片和电子文档等类别，也包含近年来征集的口述史

资料。目前，限于人力和物力等原因，尚未开展系统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

（五）多维度进行藏品保护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一直非常重视和努力开展文

物藏品的保护工作，除了日常养护外，通过实施可移动文
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在展厅、库房、展柜内均安装了环境监
测终端，搭建了藏品环境监测平台，可实时查看环境数据。
对库房灯光和展柜灯光进行了改造，添置了环境调控设
备，进行了文物消杀，配备了囊匣，对展柜均进行密封性改
造，且配置了吸附材料和除湿剂，打造稳定、洁净的藏品保
存环境。在一普结束后，地震纪念馆完成了藏品管理系统
的搭建工作，库管人员可通过系统操作，完成藏品管理各
环节的处理。现在藏品数据库已对外开放，观众可在纪念
馆官网查看藏品信息，还可进行模糊检索查询。

二、藏品管理工作的困境
（一）藏品档案规范化不足
地震纪念馆藏品档案囿于历史遗留问题和工作人员责

任心、业务技能水平等因素，规范化不足。例如：部分藏品
缺失征集凭证、捐赠凭证等，电子藏品清单中文物的来源信
息也没有登记；藏品编目描述过于简单、笼统，仅有时间、用
途、材质等信息；藏品定名不规范，随意性大，同一种藏品
不同登记者定名方式不同、藏品命名不能体现藏品的详细
特征；对于近现代文物资料来讲，原始背景资料同藏品本身
一样重要，但当前仍存在原始资料缺失的情况，影响对藏品
历史价值、教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判断。

图一  大件藏品存放 图二  有机质藏品存入无酸纸囊匣，柜架张贴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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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品家底不清
地震纪念馆有近一半藏品是由省内各文博单位拨交

的，但不同收藏单位藏品信息登记标准不统一、计量方
法不同，受限于纪念馆目前的人力、物力、时间、藏品管
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对拨交文物资料数据还需要进一步
盘核；纪念馆开馆后，于2016年又 启动了一次范围的征
集工作，在此次征集工作过程中，存在藏品信息收 集不
全的情况；关于地震灾难、抗震救灾、灾 后重建等各相
关内容藏品数量不明确，不利于今后进行学术研究、陈
列展览和活化利用。今后管理者应加大人力投入，摸清
藏品资源状况。

（三）藏品分类过于简单
地震纪念馆藏品数量大，种类多，内容宽泛，不易进

行科学系统分类。目前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依据存在
形式和材质对藏品进行分类，虽然方便了日常养护和环境
调控等，但并不清楚陈列展览内容相关的各类藏品情况，
没有考虑到日后藏品利用和展示等因素。

（四）电子资料暂无有效整理办法
一是地震纪念馆缺少能体现现有电子资料特点的数

量统计方式，例如视频资料仅按个数统计，却无时长统计。
二是电子资料现划分为电子文档、音频、视频、照片等，未
根据内容分类，无法判断资料结构和内容缺失情况。三是
缺少高效率的检索方式。例如近年来很多电视媒体、机关
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到地震纪念馆查找资料，查找过程
多依靠电脑检索，但因资料检索信息保存不全，分类不细
致，导致查找效率低。四是人工整理效率低，由于资金有
限，未能使用有效科技手段实现电子资料整理。

（五）藏品保护工作部分内容存在争议
地震灾难现场的见证物，多为污损物，在保护工作中

是否需要清洁和修复还存在争议。例如地震发生后，第一
时间在灾难现场采集的书包、鞋子、衣服、门牌等，当前已
进行过消毒杀菌，对少量纸质文物进行了环氧乙烷杀菌，
见证物本体上还留存有未清洗干净的泥沙、血渍、汗渍或
污垢等，变形或残损的小型陶瓷器、金属器和塑料制品等
未作修复。工作人员和部分专家对污损见证物是否应予以
清洗持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污损是地震灾难现场见证物藏
品信息的组成部分，清洗后文物信息将不完整，因此建议
不清洗，只作消毒杀菌处理；另一种认为可进行适当处理，
减少有害菌、虫蠧等对文物本体的伤害，避免造成库房环
境污染，便于长期保存和利用。对于地震中损坏的物品，工
作人员和专家多倾向于不作修复，但亦有建言可修复一些
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文物。

三、几点思考
博物馆藏品是人类发展和自然变化的可靠物证，是博

物馆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的基础和核心。为了做好地震纪念
馆藏品管理工作，深入研究和有效利用，笔者有以下几点
思考。

（一）进一步加强对藏品的整理，摸清“家底”
博物馆在保存和使用藏品时，应当了解馆内藏品的内

容、现状、位置、价值以及它们的作用。近年来，虽然地震
纪念馆在持续进行藏品整理工作，且通过了全国第一次可
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加快了整理和摸清“家底”的进度，但
仍有大量的资料未能整理。摸清“家底”，了解馆藏情况，
根据摸排结果及时调整阶段性藏品征集范围和征集内容
重点，有助于创建有特色的、系统的、全面的纪念馆收藏体
系，能为后续加大文物保护技术投入和人力的投入提供策
略依据。

（二）进一步加强藏品基础研究，为保护和利用提供
学术支撑

5·12汶川特大地震藏品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藏品类型有很多不能划入一普类别中，也有一些新的种
类。在对馆藏进行梳理时，实物类藏品要考虑到便于保护、
便于检索、便于排架、便于利用、便于编制分类目录。可以
将现有藏品资料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以存在形态进行划
分，第二层以材质进行划分，第三层以内容进行划分，第四
层为原用途，如此分层叠进；对于电子资料，可以先以时间
节点划分，再以原用途划分，如图三所示（仅以部分内容进
行详细分类举例）。

通过藏品分类研究，再进一步发掘藏品的文化内涵和
精神价值，才能推进藏品保护和利用。

（三）借助智囊团队，加强藏品现状的科学评估并编
制保护方案

文保计划是博物馆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
建立藏品保护的科学方案，以及为决定预防性和抢救性保
护工作的优先顺序提供制度框架①。5·12汶川特大地震纪
念馆目前尚缺少能对藏品现状作出准确判断的专业技术
人员，因此，可邀请文保专家对藏品保存状况进行检查、
检测、分析，评估保存环境，提出操作性强的保护方案，
对馆内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指导藏品清洁养护、预防
性环境调控和基础性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尽可能延长藏品
寿命。

（四）加强藏品的信息化管理和数字化保护
一是在现有藏品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著录

标准和规范，设置多个有效的索引项，更方便地进行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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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更新、维护和检索，提高兼容性和共享性，方便查
阅。二是对珍贵文物和亟须保护的藏品进行二维或三维
信息采集，如PVC材质的规划宣传展板，入藏前长期悬挂
在室外，已出现褪色、字迹图片模糊情况，展板本体也已风
化，此类信息亟须采集，避免灭失。三是关于电子资料的
管理，亟须聘请数字软件开发团队，发挥电子资料信息特
性，开发专用软件，用于电子资料的整理和利用。

（五）文物库房扩容，提升保存环境
地震纪念馆藏品数量大，通过近年来的规范化整理、

上架后，现有文物库房已有些局促，且随着藏品征集工作
的持续进行，库房扩容势在必行，可以从库房空间改造、柜
架改造和囊匣使用等多个方面进行。此外，充分利用预防
性保护项目成果，增加展厅和库房环境调控设备，采取及
时有效的环境调控措施，也可以避免这些展品直接暴露在
温度和湿度参数波动较大的空间中。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形成了较为良好

的藏品管理工作格局，对其他灾难相关博物馆保存和展示
集体记忆、传承保护红色资源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在新
时代、新形势、新变革下，地震纪念馆藏品管理工作所面临
的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必须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加大
管理和保护力度，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升专业技能，规范
藏品管理标准和操作规程，深挖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为
藏品的永久保存和持续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英）蒂莫西·阿姆布罗斯，克里斯平·佩恩：《博物馆基础》，郭卉，译，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第3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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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藏品分类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