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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空间在社区美育中的作用与实践——以广州南汉

二陵博物馆为例
雷鸣 刘鹏宇

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广东省广州市，510000；

摘要：本文探讨博物馆如何通过空间功能规划实现与社会互动推动社区美育的发展，以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为例

展开分析。通过社会参与理论及列斐伏尔（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从文化展示、互动体验、社区活动及中

介连接四大空间类型切入，分析其如何通过在地化叙事、参与式学习，促进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与审美素养提升。

研究显示，博物馆通过包容性设计、技术赋能与在地合作机制，实现了社区美育的深度嵌入。最后，提出基于空

间实践的社区美育策略，为同类文化机构的空间设计与社区联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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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美育逐渐成为平衡文化传承

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其

功能已从单一的文物展示转向多元化的社会教育载体。

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作为华南地区首个以南汉文化为

核心的遗址类博物馆，自 2019 年 5 月开放以来，通过

空间设计与社区参与实践，成功推动本地居民文化认同

与历史文化、审美教育。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

理论（Lefebvre, 1974）与社区美育的需求，系统分析

其空间构成与社区美育的协同机制，旨在为博物馆的社

区功能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1 理论背景

1.1 社区美育与空间生产理论

社区(community)一词源自拉丁文 communis。美国

研究社区营造的专家梅堤西(P. Mattessich)认为社区

是“居住在地理上可以清楚界定的同一区的一群人，他

们彼此之间， 以及他们生活之间形成社会的和心理的

联系”
[1]
。美育是人的心灵对美的感受的重要孕育，是

有关民族文化精神传承过程中关于人格健全、素质完善

和行为利他性的重要教育。
[2]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

在1974年 6月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1次会议上将博物馆

定义为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博物

馆通过收集、保存、研究人类与环境的证据，提供展览、

教育和学习的场所。博物馆是社区地域概念上的社会主

体之一，是社区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博物馆美育是社

会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艺术教育、终身教育的

重要载体，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践行力量。博物馆

美育对社区成员审美能力的提高、综合素养的提升、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
列斐

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不仅是物理容

器，更是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的产物（Lefebvre, 1974）。

博物馆通过空间实践将文化符号、教育功能与社区需求

结合，形成兼具象征性与功能性的“第三空间”，成为

社区美育的重要载体。因此社区美育可以通过文化资源

与公共空间的协同，培养居民的审美能力与社区归属感。

1.2 博物馆空间的社区功能分类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其社区功能的分类需植

根于社会学、空间理论与教育学交叉视角。列斐伏尔（L

efebvre）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不仅是物

理容器，更是社会关系与权力实践的产物。因此，博物

馆的社区美育功能可视为一种“空间的社会化文化生产

与传播”，通过功能分区实现文化、艺术的传递、社会

参与和社区认同构建。同时，普特南（Putnam）的“社

会资本理论”指出，社会网络、信任与互惠规范是社区

凝聚力的核心，而博物馆通过构建美育与交流空间可成

为社会资本参与文化的孵化器。

博物馆内的公共服务空间是与博物馆环境紧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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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独特空间，满足参观者的多样化需求并提供多种服

务。这些空间在保持公共性的同时，为博物馆的运营发

展提供物质和经济条件，促进服务型社会的发展。这也

是全球博物馆逐渐认识到公共服务空间的重要性并不

断增加其比例的原因。另外，博物馆的公共服务空间可

以发挥城市发展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作用，随着产业结

构和消费文化的持续变化，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

些空间的创建对城市空间开发至关重要，为服务型社会

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图1南汉二陵博物馆通过

具有异质特性的公共服务空间，能够有效满足当地社区

参观者的观展、研学、美育等需求。此外，公共服务空

间为该博物馆的品牌塑造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图 1.南汉二陵博物馆功能布局与参观路线图（图片来源

博物馆官网网址）

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空间功能包含了服务中心、展览

空间、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图书馆、演讲厅，博物馆在

上述空间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常设展览、特展以及公众考

古活动、研学活动实现服务当地居民与周边居民的公共

教育功能，通过对表1列斐伏尔的三重辩证法构成分析，

可以提取出空间成产的类型有“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

“空间再现：认知的空间”， “再现的空间：体验的

空间”三大类型。对应博物馆空间中的展览空间和公共

服务空间。依据空间成产的类型可以进一步划分社区美

育导向的博物馆空间类型为文化展示空间（感知、认知）、

互动体验空间（体验）、社区活动空间（体验）、中介

连接空间四种（表2）。本文主要讨论前三种空间在社

区美育中的实践。

表 1.列斐伏尔的三重辩证法构成

马克思的资
本循环

黑格尔的辩
证法与异化

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

空间生产 空间历史

生产：价值
普遍性：（绝
对）精神

空间实践：感
知的空间

绝对空间：具
体空间

市场与交换：
交换价值

特殊性：外
化、异化

空间再现：认
知的空间

抽象空间

消费：使用价
值

个别性：外
化的扬弃

再现的空间：
体验的空间

矛盾空间

表 2.结合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实践，社区美育导向的博物馆空间可分

为四类

1.3 社区活动空间：馆校参与的美育模式

博物馆中的社区活动空间作为教育空间，提供了直

接学习和体验当地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对社会空间

（公共空间）类型的分析，教育空间具有目的性、活动

性、认知性和交流性，旨在通过多样化的体验为参观者

创造价值，并通过社会互动和沟通构建共同生活的空间。

参观者通过体验活动认知空间，并通过交流形成社会联

系，构建了多样化的空间。参观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紧

密的环境和开放的空间。还有，社区居民通过脱离日常

劳动和学习新知识的愉悦感，间接地体验和认知空间。

因此，教育空间通过参观者的实践和体验，特别是通过

教育活动的参与，构建了社会互动和愉悦的空间。参观

者自发参与并形成社会联系，提供了社交美育活动的场

所。

南汉二陵博物馆与广州美术学院建立了馆校共建

的合作模式，图 4的“寻迹羊城少儿美育展”将少儿美

育与博物馆教育相结合，为孩子们组织了三期探究式导

赏研学、一期考古工地写生研学和一场“羊城文物会说

话”志愿宣讲。社区的儿童带着对文物与考古工作的理

解投入了美术创作。历时三个多月，完成了共计 15 份

绘本和 19 份手工书作品，美育展览在南汉二陵博物馆

公众考古活动中心阅览室展出。公共服务空间在这里承

载了“认识文物、走近考古，游学、创作、演绎，美术

作品展”等美育的需求。美育活动培养了儿童的历史文

化认知、兴趣爱好，情感认知等能力，同时参与活动的

社区儿童也用想象力、创造力，也让博物馆的文物焕发

活力、让历史更有魅力，形成了相互促进的效能。

1.4 基于空间实践的社区美育策略

通过上述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社区美育活动，结合列

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可以将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空间实

践解构为三重维度的社区美育策略建议（表 3），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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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空间层面，在原有常设展览维持在地历史文化传播

的同时可以采取居民参与策展的策略结合美育工作坊

的形式，实现通过参与式实践创新博物馆美育的模式；

其次在表征层面，通过展览叙事与建筑空间叙事，形成

以物质文化承载物为文化视觉系统的地域身份认同。最

后，博物馆中的中介连接空间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其他

文化机构、教育机构以文化集市等形式，孵化社区的非

正式社会网络，促进社区居民的美育交流：

表 3基于空间实践的社区美育策略

空间层次 实践内容 社区美育策略

实践空间
居民参与策展、

工坊实操
通过身体实践深化文化认知，形

成“做中学”的美育模式

表征空间
展览叙事、建筑

符号
构建“南汉—岭南—海洋”文化象
征体系，强化地域身份认同

生活空间
庭院社交、市集

交易
孵化非正式社会网络，促进社区
关系从“弱连接”向“强连接”转化

2 结论

博物馆通过空间实践将文化符号、教育功能与社区

需求结合，形成兼具象征性与功能性的“第三空间”，

成为社区美育的重要载体。南汉二陵博物馆通过空间设

计将社区美育嵌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其经验表明，

博物馆需通过包容性设计、技术赋能与在地合作机制，

实现文化资源的社会化再生产。未来通过开发“数字分

身”系统，允许居民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活动、虚拟参观，

缓解物理空间压力，与本地企业合作开发联名文创，提

升社会资本参与的活力，另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量化

空间效能，并探索多元主体协同机制，通过博物馆展览

的公共服务构建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居民及社会大众福

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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