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遗骸是博物馆中最为敏感的一类展示
对象。很多观众在回忆小时候参观此类展品时，
将人类遗骸视为一种“刺激”。

“死亡”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一个具
有禁忌性的话题。部分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在展
示上缺少周密的考虑，难以让观众懂得尊重逝者
的意义。因此，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不仅需要科
学的阐释方法，也需要能够体现对其尊重的展示
手法。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
中，人类遗骸及宗教圣物被称为是“敏感的文化
物品”，因此在征集中需要十分慎重：“应只在其
能得到安全存放和有尊严对待的前提下才能进
行征集。这项工作必须符合职业标准，并符合该
物品产自的或来自地区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
的利益和信仰。”对于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的研
究，“必须符合专业标准，并考虑已知的物品出处
地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对于
其展陈：“必须符合专业标准，必须符合其已知出
处地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其
展陈方式必须是得体的，且尊重所有人认同的人
类尊严。”

人类遗体的称呼

目前中国博物馆对于人类遗体说明牌与展
览说明多以“尸体”称呼，如“且末男尸”、“明代
女尸”以及“内有不腐尸陈列，请观众慎重选择
参观”。

医学上将脑死亡者或无呼吸、心跳的死者称
尸体。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尸体”既可以用于
指代死亡后的人，也可以用于指代动物；但“遗
体”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死亡后的人。而中国古
人对于“遗体”有着特殊的理解，春秋战国时期人
们将自己的身体称为是父母的“遗体”，如《吕氏
春秋·孝行览》记载：“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
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吴卸耀、李文韬

指出“遗体”从隋唐五代时期起，在原有的基础上
另外产生了关于逝者尸体的含义。

“遗体”相对“尸体”而言，更能体现出中国人
对于死者的尊重，也成为更具有人文关怀的表
述方式。“尸体”更偏重于人或动物死亡后的客
观存在，但是中国古代湿尸得以保存的因素，除
了由于其独特的保存环境与地质条件外，古人
对其进行的精心保护也十分关键，这其中无疑
包含着由于死亡而对于后人带来的悲痛。而在
现代社会的表述中，也使用“死婴遗体处理办
法”“遗体捐献者”“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
的称谓与表述，因此，在博物馆职业道德的语境
中，笔者认为遗体要比尸体更能够体现出对于
死者的尊重。

古代人类遗体的展示

中国古人是不愿意将其遗体进行展示的，不
论是河南南阳西汉郁平太守冯孺人墓铭文“千岁
不发”，还是山东苍山城东汉元嘉元年（151）画像
石墓铭文“长就幽寞则决绝，闭扩之后不复发”，
都反映出墓主人及其子女的意愿。但很多古代人
类遗体是在城市基础建设中发现的，其完整性可
以让现代人感受到古人对于生命的珍视，因其具
有一定的生命教育意义成为博物馆展示的对象。

考古人员在发现古代人类遗体后，一般都会
将其所包含的纺织品剥离下来，由于气候因素，
在新疆的博物馆将人类遗体和纺织品一同保存。
但对于人类遗骸不能赤裸地展示，应该尽可能地
使用同时出土的服饰形制，至少制作一件相同
的、颜色考究的衣服进行遮盖。湖南博物院对辛
追夫人遗体的展示，使用枕头与一整块从胸部至
膝部的白布进行遮盖，连云港市博物馆也采取同
样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博物馆对于人类
遗骸的尊重。

某博物馆近年对遗骸的展示中，并没有使用
任何织物进行敏感部位的遮挡；而在完成升级改

造后使用条状织物对于躯干进行了部分遮挡，反
映出博物馆意识到应该对于人类遗体保持尊重。
博物馆对于人类遗体进行赤裸或者暴露大部分
肢体的做法，会引起观众对于死亡的恐惧，可能
担心自己死后也会遭遇同样的对待。

博物馆也需要在场馆建设的时候，将对人类
遗体的展示纳入规划。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在湖南
博物院新馆的建筑设计中，保证观众在瞻仰辛追
夫人遗体时，可以有三分钟的停留时间，有助于
整理自己的情绪并形成一种肃穆的氛围。因此，
在博物馆职业道德的语境中，对于古代人类遗骸
展示的空间设计十分重要。

宗教类藏品原生意义

2005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古都北
京·历史文化篇”对外开放，隋唐部分展示了出土
于北京房山区石经山云居寺雷音洞的佛舍利金
属盛具及石质套函，但未展出作为宗教信仰的骨
舍利。

舍利是梵文 Sarira 的音译，唐人称其为“佛
骨”，即释迦牟尼的遗骨。那么，首都博物馆为什
么没有对其进行展示，首都博物馆原馆长韩永
解释道：“首都博物馆基本陈列，是向观众介绍
北京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艺术的情况和成
就。因此，对于隋唐时期云居寺佛舍利函的展
示，是侧重于物质文化，而不是宗教。虽然五重
函套和舍利是以整体的形式出土的，但是由于
舍利属于《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
则》中的‘人类遗骸与宗教圣物’，所以我们就必
须要审慎对待。

“我们要规避观众可能对舍利产生的宗教信
仰方面的曲解，或者是不够尊重，所以选择只展
示函套，因为函套可以反映隋代北京地区石刻工
艺的制作水平。此外，舍利是佛教徒顶礼膜拜的
信物，但基本陈列并没有充足的空间对其进行展
示。因此，我们觉得如果不能够还原它的宗教性，

那么对它而言是不够尊重的。如果从宗教圣物的
角度展示舍利，那么应该将其还原到宗教场所
中，那才是它的原生意义。展示藏品原本使命及
其用途，也是博物馆职业道德中的要求；而对于
人类遗骸与宗教圣物，我们必须要对它予以充分
的尊重。”韩永说道。

于薇在《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
养》中指出，舍利在古代社会并非总是被秘藏
在塔里面，它经常被拿出来、被观看；而当它被
展示、参与到一定的仪式中，就与更广阔的政
治意图与城市空间产生关联。因此，博物馆在
展示作为宗教圣物的人类遗骸时，既要考虑其
原生意义，又要显示对其的尊重。而在当下“博
物馆热”的氛围中，观众参观的火爆场面在一
定程度上也牺牲了博物馆部分欣赏教育的立
场。对于怀着“逛庙会”心态的观众来说，不论
是宗教圣物还是人类遗骸，也显得与其他藏品
并无差异。

博物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
的象征。现代文明的核心就是尊重人，对人的基
本权利的尊重。美国杜兰大学哲学系教授奥利
弗·森森(Oliver Sensen)观察到：在过去的半个
多世纪中，人类尊严的概念在政治学与哲学领
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世界各国都把它视作
国家宪法与政治宣言的基石，并将其视成人权
的根据。

目前一些探讨古代人类遗体展示的文章，是
基于中国传统礼教文化语境下、对死者的恐惧而
引发的“崇敬”，而非现代文明意义对人完整意义
的尊重。在现代法律中，人在死亡后丧失了权利
能力，但其遗体不同于一般的物，因为其寄托了
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凝结了近亲属对于死者的个
人感情。《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
中对于人类遗体的叙述，也正是基于各国法律所
根植的基本人性，即承认尊重是现代文明的重要
条件。中国博物馆对于人类遗骸的征集、收藏展
示与研究中，需要处处体现出对于祖先的尊重，

从而引导社会公序良俗，并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
的伦理观念与对于生命的尊重。

随着我国确诊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人数越来
越多，博物馆与孤独症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被
探讨。在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包容性、孤独症群体
的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构建孤独症友好型博物
馆已成一个发展态势。除了以孤独症群体为主的
教育活动开展数量稀少外，博物馆的部分环境也
成为阻挡孤独症观众脚步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
经常被忽略。从如何改善博物馆环境和开展教育
活动两个方面出发，讨论如何构建孤独症友好型
博物馆，以期为博物馆提供改进方向，创造更具
包容性的社会环境。

我国孤独症的发病率正在快速上涨，截至
2022年，我国就有超1000万的孤独症谱系障碍人
群，其中有200多万是12岁以下儿童。由于多种原
因，大部分的孤独症群体很难走进博物馆，除了他
们有参观博物馆的权利外，孤独症患者可以从博物
馆中获得什么、博物馆可以为孤独症群体提供什么
样的资源，这两方面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核心。

博物馆与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

孤独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治愈的情感情绪
障碍，但是通过早期的教育干预可以很大程度地
改善。基本的干预方法从教育模式来看基本可分
为教导式、自然式、发展式和一些其他辅助干预
方法。不管是哪种方法，核心都是教导和改善患
者的社交技能和沟通能力。相比于课堂那种被动
接受的教学模式，博物馆可以通过改善设施和举
办教育活动等方式，为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提供
相对自然的体验、学习氛围，创造一个天然的互
动环境，增加其潜在的社交机会，将在课堂上学
习到的技能应用于实际场景中。

一般来说，参观博物馆对孤独症群体来说是
一种积极的体验，因为博物馆可以提供多种学习
方式。只有更多的博物馆分享关于孤独症的知
识，这一群体也就越有机会生活在一个被欢迎和
接受的环境中，同时，依托博物馆越来越大的影
响力，积极引导社会风气，开展孤独症群体的教
育活动也是博物馆的义务。孤独症群体作为博物
馆的潜在观众，如何激发他们参观的热情是当今
博物馆的一大挑战，且有利于提升博物馆的知
名度，增强社会包容度。

然而时至今日，很多孤独症人士及其家庭仍
被阻拦在博物馆的大门外，这是因为博物馆的部
分环境会让孤独症人群感到不适。在正常的参观
时间内，灯光、拥挤的人群、嘈杂的声音等都可能
会引起患者的焦虑甚至情绪崩溃。还有一个主要
的问题是，博物馆对于孤独症群体的重视程度还
不足，开展的针对性教育活动太少，更没有形成
常态化，远远无法满足大量孤独症人群的需求。
下文主要从改善博物馆环境和开展教育活动两
个方面讨论如何构建孤独症友好型博物馆。

孤独症友好型的博物馆环境

孤独症的特征表现在每个个体上都不完全
相同，并不是所有孤独症谱系人士的行为特征在
博物馆都同样引人注目，部分孤独症儿童和成人
参观博物馆不会有太大问题，但还有部分参观者
需要特殊的条件。了解哪些环节会刺激到孤独症
群体，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博物馆环境中的风险。

孤独症谱系人士可能会对声音、灯光、人群
等因素有不良反应，这些因素可能是噪音、打鼓

的声音、机器发出的声响，也可能是屏幕上闪烁
的灯光、拥挤的人群。为了应对有可能产生的突
发情况，博物馆可以设立一个低感官房间，以供
孤独症患者在感到不适时调节情绪，房间里设置
较暗的灯光、舒适的座椅，并准备一些厚重的毯
子等。在展厅里设立图片化的指路标志、可以（不
能）触摸、请勿攀爬、安静等提示标语，有利于集
中孤独症参观者的注意力，帮助他们理解标语的
意思。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儿童博物馆在这方面有
很好的尝试，他们会设定感官友好日，在特定的
周一举办孤独症青少年专属的活动，工作人员会
提前进入博物馆，关掉灯光、减少多余的声音、停
止分散注意力的动作，此外还增加了标注，帮助
观众确定不要攀爬的东西以及展品之间的入口。

除了对整体环境的调整之外，还可以通过提
供其他特殊工具来帮助孤独症人群更好地参观
博物馆。可改善的方向包括线上和线下。

线上资源 博物馆可以利用线上资源，在官
方网站上设置独立版块，发布本馆为孤独症谱系
人群提供的资源；为孤独症观众推荐更适宜参观
的时间段；发布相关活动的资讯，每个活动的详
情页应有活动的说明及流程介绍。

在大都会博物馆网站的游客导览版块有专
门为孤独症观众设计的指南，用来帮助孤独症儿
童和成人了解博物馆为其提供的资源和提示，包
括活动日历、注意事项、多种社交故事、视觉清
单、感官友好地图和互动地图，体现了博物馆持
有的开放、包容、欢迎的态度。

网络及电子设备的发达使得很多资源得以电
子化，这让孤独症家庭可以提前熟悉博物馆及他们
准备参加的项目，在家规划自己的博物馆行程，帮
助孤独症儿童及成人明确这趟出行的具体流程，可
以很好地减少焦虑，降低出现意外的风险。

线下资源 目前在博物馆已有应用的辅助
工具种类多样，除了纸质版的线上资源，比如感
官友好地图、社交故事、视觉清单、信息表等之
外，还包括耳塞、墨镜、沙漏这种小道具。这类辅
助工具主要是帮助孤独症观众规避和应对博物
馆某些特殊环境可能带来的不适。国外有博物馆
为来参观的孤独症谱系人士配备感官手提袋，协
助他们拥有更舒适的参观体验。

感官手提袋可以为孤独症观众提供更加灵
活的参观体验，这种远距离的互动模式会带来更
加自在、舒适的参观过程，内含的工具会吸引观
众的兴趣，促进他们自主学习，以手提袋或背包
的形式出现也更加容易携带。

开展以孤独症为主体的教育活动

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与其他人群一样，也有
参观展览、参加博物馆活动、与家人在博物馆度过
愉快时光的需求。阻挡他们脚步的，除了一些环境
因素之外，博物馆为他们提供的活动机会较少是
重要原因。因为孤独症的特殊性，通过举办教育活
动等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谱系人群，相较于直接
参观，可以带给他们更舒适的体验。

活动类型 目前博物馆开展的以孤独症为
主题的教育活动大致可分为参观类和实践类。

参观类，就是寻找时段为孤独症观众单独开
放，并将博物馆的环境进行适当调整，一般为预
约制。对于那些可能无法适应博物馆日常环境的
孤独症人士，定期策划参观项目是一个很好的选
择，博物馆邀请他们在特定的时间进行参观。在

这个时间段，可以保证较为安静且空旷的环境，
并且调节灯光明暗在适宜的范围内，这样让孤独
症家庭也能够享受博物馆体验。

实践类教育活动依托博物馆的建筑及藏品
等有利条件，以提高孤独症患者的能力为核心目
的，不同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由于对孤独症
患者的干预，年龄越小的个体干预效果越好，所
以一般实践类的活动主要受众为未成年人。

还有在活动的过程中帮助孤独症群体学习
和实践技能，提供干预帮助的项目。活动一般根
据孤独症群体的特点设立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提
高社交技能、提升专注度、提高想象力、识别他人
面部表情和情绪等。杰克逊维尔当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Jacksonville) 每
年都会举办“彩虹艺术家”活动，通过与学校的教
学相结合，将课堂转化为现实世界，目标是提高
社交能力；鼓励情绪调节和运动技能；减少焦虑，
增加注意力、自信、自尊和创造性地自我表达；提
高抽象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提高视觉空间技能。

活动设计 当前国内博物馆以孤独症为主
体开展的教育活动还非常匮乏，大都是针对特殊
纪念日举办的单次活动，并未形成常态化和规模
化，远远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孤独症群体，目前
仅有中国港口博物馆设立了孤独症儿童开放日，
自2020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专门向孤
独症儿童开放，定期提供特别服务。而国外已有
很多博物馆进行了丰富的实践，并已形成较为完
善的活动流程。我国博物馆在设计活动时可吸收
国外现有经验，并与本地特色相结合。

首先要进行活动前准备，在举办活动之前要
明确，博物馆不是医院，工作人员在接受培训之
前也不一定具备专业知识，所以教育活动应在保
障安全、提供娱乐实践机会的基础上，再考虑培
养参与者的社交、沟通等技能。为此可以邀请相
关机构的专业人员，或与特殊教育机构合作，对
馆内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对于工作人员的培训是
必要的，博物馆可以和相关机构或医院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在培训时让工作人员了解孤独症患
者的行为、语言等特征，学习相处方法，以及如何
正确处理突发问题，有充足的耐心和包容的态度
是最重要的品质。

对于活动的设计，先要明确活动的类型和目
标，然后匹配适合的干预手段，活动全程有专业
的诊疗人员和干预老师陪同。参观类活动一般是
为孤独症观众提供特别的参观时间，提供一个安
全友好的环境、一个行为不会被批判或误解的环
境，且对于年龄不设限，在预约时可以对各年龄
段进行分类，适当扩大人数。

对于博物馆来说，经过定期培训的员工整体
水平可能也无法与专业人员相媲美，在进行干预
教育时效果会不够理想，对此博物馆可以考虑雇
佣全职的专业诊疗人员或老师，也可以雇佣孤独
症患者工作，可以更好地理解孤独症观众。

构建孤独症友好型博物馆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应作为各博物馆计划内的长远目标，博物馆
为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可及
的入口，构建一个友好的环境，可以提升整个社
会对这一群体的包容度和关注度；对于孤独症群
体来说，博物馆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练习并
掌握参观博物馆的经验，增加潜在的社交机会，
创造适合孤独症孩子学习、练习和掌握社交技能
的场景，帮助孩子寻找兴趣点，提升家庭成员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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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孤独症友好博物馆的思路
严铭玥 范佳翎

对博物馆展示古代人类遗骸的思考
于奇赫 韩永

■拓展阅读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
准则》被公认为是博物馆及其从业者的
底线，它清晰地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发展
的新形势和新要求。1986 年 11 月 4 日在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第十五届
全体大会一致通过，2001 年和 2004 经过
两次修订。从 2020 年 5月开始，国际博协
道德委员会开始了第三次修订工作，并
原计划 2022 年提交最终版新《准则》，供
国际博协布拉格大会审议。目前，国际博
协道德委员会正在广泛征集全球博物馆
工作者的修订意见。

《准则》中与本文相关的概念：
2.5，敏感的文化物品
对人类遗骸及宗教圣物，应只在其

能得到安全存放和有尊严对待的前提下
才能进行征集。这项工作必须符合职业
标准，并符合该物品产自的或来自地区
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

3.7，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
对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的研究，必

须符合专业标准，并考虑已知的物品出
处地的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
信仰。

4.3，敏感材料的展陈
人类遗骸和宗教圣物的展陈必须符

合专业标准，必须符合其已知出处地的
社区、族群或宗教群体的利益和信仰。
其展陈方式必须是得体的，且尊重所有
人认同的人类尊严。

九代诗人八代穷，郎君十
代衍家风。

懒牛尚逊蜗牛贵，三范凭
开一范雄。

这首诗是近代著名爱国
实 业 家 、教 育 家 张 謇 先 生
1924年写给其挚友范当世儿
子范罕的，范罕即诗中的“蜗
牛”。张謇的诗不仅赞许了范
罕，更推崇了南通一个名家辈
出的范氏诗文世家。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文
化因时代的不同，呈现着不同
的历史特征。随着经济文化中
心的南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
加剧，世家大族从汉唐时代与政权结合的贵
族门阀过渡到明清时代更为贴近乡土的文化
家族。虽孟子有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
历史证明一个家族如能与政权、功名若即若
离、渐行渐远，则更能保存延续其精神血脉，
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内在动力也许就可以从
家族文化的研究中发现端倪。

南通自明代以来，文风日盛，历代文人留
下经卷翰墨无数，以诗书传世名门望族有“司
寇一门俱善诗”的陈氏家族，“十世衣冠数卷
诗”的李氏家族等，其中代有才俊、延绵至今
的布衣世家——范氏家族则独领风骚。

范氏文化世家从晚明到当代延续了 400
余年13代，遗留了丰厚的诗文著述，其声名早
已超出了南通地域，而远播海内外，历来备受
文坛关注和赞誉。然而对这一家族文化的学
术性研究则起步比较晚，且不充分。21世纪以
来，在范氏第 13 代、著名书画家范曾的推动
下，有关范氏家族研究机构成立，出版了《南
通范氏诗文世家》等文献集，推进了研究的开
展。这期间，南通大学文学院陈晓峰教授是这
一轮学术研究的中坚，她主持完成了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明清文学视野中的通州范氏家
族研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而她的新
著《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可谓
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

这部著作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眼于范
氏家族文化脉络的传承、演进、成就和整体精
神文化特征，注重分析形成家族文化传承的
时势造就和地域涵育。著者将通州范氏置身
历史洪流之中，动态考察其成员境遇心态、处
世方式、文学审美的演变轨迹，对这一家族文
化进行了更加完整的解读诠释。著者以其深
厚学术功力、治史方法对范氏家族及成员的
著述文集、散佚手稿和文献别录进行了追踪
考证，对家族渊源、世系传承和交游流传也做
了细致梳理，不仅学术上有更深更广的突破，
同时更能引导读者于行文细节处见微知著，
得窥家族文化全貌。

范氏家族文学血脉的流淌也并非波澜不
兴，而是在世事纷扰的明末清初及清末形成
了两个波峰，即第二、三代的范凤翼、范国禄
父子及第十代的范当世，他们是这个诗文家
族的杰出代表。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及
学界声名，才迎来了各界对范氏家族文化的
瞩目及认可。《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

研究》的下篇，正是将研究的
重点聚焦于范凤翼、范国禄
和范当世三人。

范氏家族文学成就最高
者无疑是范当世。他是晚清

“同光体”诗派的代表，又传
承了“桐城—湘乡”一脉学
问，他在世时已得到时贤大
儒的推崇，而在当代更得到
学人的关注研究。陈晓峰教
授基于学术史的把握，另辟
蹊径，从个案的整体考察入
手，开拓诸多新的领域，如著
述版本与文献整理，诗学思
想与艺术，杜诗影响与悼亡

文学，交游与婚姻的文学解读等，从多方面进
一步提炼了范氏诗文的妙造精微，从中透射
出晚清文坛的曲折流变。范当世一生身世坎
坷，经历内忧外患，其诗文“涕泪中皆天地民
物”，忧患天下、悲悯苍生的家族传统和人文
情怀也在本书中得到深刻解读，从中我们更
能体会到作者的准确评价：“范氏以文学的方
式获得了生存的意义和精神的慰藉，实现了
对现实苦难的超越和升华。”

范氏家族早期范凤翼、范国禄父子的文
坛声名、诗文交往四百年来史志载录不绝，然
而关于他们的丰厚著述及文学成就，尚未能
纳入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视野。特别是范
国禄，其著作门类齐备，内容庞杂，涉及诸多
领域，而曾刊刻行世者却多湮灭无存，稿本、
抄本传世者多为海内孤存，沉晦多年，散佚各
地。著者往来全国各大图书馆对范氏父子现
存著述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综合史志档案、别
集家乘等材料，考辨源流、发微精义，从父子
两人的著述版本、生平起落、诗文创作、结社
交游、情怀操守等方面全方位进行学术阐述，
让读者能够从中深刻体味明末清初时代风云
中的家族文学机变。

除此之外，读者通过此书不仅清晰地领
略范氏诗文世家的文脉源流和呈现形态，还
能得到关于南通传统社会生态和地域文化特
征的认知和启发。关于这一方面，陈教授有着
深入的思考，她指出，范氏成员不仅承载了具
体多元的地域文化内涵，还以文学声望和榜
样力量推动了通州艺文的繁荣，他们通过交
游结社，诗文唱和，带来通州文人群体的崛
起，“在极具审美的人文场域中，营造了浓厚
的地域文学氛围，以完成对现实和自我的表
达，广袤朴素的乡土具有了审美的意义。”“通
州一方水土作为社集现场与背景，更成为精
神渊薮和文学资源，生成了独具特色的江海
人文景观，演变为通州的文学记忆和文化坐
标”。范氏家族不仅艺文传世，同时还投身到
通州文学文献的辑录和保存之中，为地域文
化传承作出了特殊贡献。

因此，此书提供给学术界和读者群的资
讯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为研究传统士林文学
提供了家族视角，更描绘出家学源流与地域
文化的多元立体的文学图景。相信作者今后
的研究一定会为明清文学及南通文化贡献更
多的学术成果。

家族文化研究的立体图景
——读《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赵明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