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聿茂教授和西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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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北伐战争后ꎬ 我国初步终

结了军阀割据的局面ꎬ 国计民生有个暂短的

发展阶段ꎮ 这时期的博物馆有比较显著的发

展ꎬ 达到旧中国的高潮ꎬ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６ 年ꎬ 平

均每年增长 ２９％ꎮ[１] １９２９ 年ꎬ 杭州举办了大

型 “西湖博览会”ꎬ 很多海内外知名工矿企

业、 科研单位和文化艺术部门都送展品参加ꎮ
博览会分 “八馆二所”ꎬ 其中博物馆设水产

部、 植物部、 动物部、 昆虫部、 (广西) 瑶山

部、 矿产部及动物园等ꎮ 博览会闭幕后ꎬ 当

局决定成立 “西湖博物馆”ꎬ 以长期收藏有科

学价值的地矿、 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ꎮ
西湖博物馆于 １９２９ 年创建ꎬ 是今天浙江

省博物馆的前身ꎬ 如今已衍生成三座国家一

级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自然博物馆、
中国丝绸博物馆)ꎮ 缅怀创业前辈ꎬ 在困难甚

至战乱的日子里ꎬ 他们殚精竭虑、 不畏艰险

地建设、 保护博物馆ꎮ 其中对浙江博物馆事

业贡献最大的当属著名博物馆学家、 动物学

家、 教育家董聿茂先生ꎮ

图 １　 １９２９ 年西湖博览会

一、 投身博苑　 夯实基业

董聿茂 (１８９７ － １９９０) 出生在浙江奉化

山区一个农民家庭ꎬ 在宁波中学读书时聆听

孙中山先生演讲ꎬ 增强了他 “科教救国” 的

信念ꎮ 中学毕业后ꎬ 他在乡村教书两年ꎮ 靠

积蓄的薪水和亲友的帮助ꎬ １９１９ 年他踏上负

笈东瀛之路ꎬ 专攻海洋动物学ꎬ 于 １９３０ 年获

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ꎮ 当时许多在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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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目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迹象日益明显ꎬ
纷纷归国报效ꎮ 董聿茂先生乘海轮回到阔别

十一载的祖国ꎬ 受聘于浙江大学任教ꎬ 又应

西湖博物馆首任馆长陈屺怀 (１８７２－１９４３ꎬ 教

育家、 文学家) 的邀请ꎬ 担任西湖博物馆技

师兼自然科学部主任ꎮ

图 ２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董聿茂

(右一) 在福州鼓山科考

当时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收藏品只有

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很少几块矿物标本和一

个鲸头骨标本ꎮ 董聿茂先生带回国一批采自

日本和台湾的标本ꎬ 这些标本成为西湖博物

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ꎮ 他决心尽快

地改变这一状况ꎬ 立即率领职员北上青岛ꎬ
南下福建、 台湾、 广东、 广西、 海南ꎬ 深入

祖国大西北ꎬ 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和牦牛、
羚羊等大型动物标本ꎬ 极大地丰富了西湖博

物馆自然类藏品ꎮ １９３３ 年ꎬ 董聿茂被聘为西

湖博物馆馆长ꎮ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ꎬ 当时我国博物馆事

业在经济上、 技术上明显处于落后状况ꎮ 为

了把西湖博物馆办成国内一流博物馆ꎬ 董聿

茂先生主要在藏品建设、 学术建设、 人才队

伍建设三个方面为西湖博物馆早期建设做出

了卓越贡献ꎬ 并为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ꎮ
在藏品建设方面ꎬ 西湖博物馆继续在国

内广泛采集和征集标本的同时ꎬ 与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博物馆开展了动物标本交换ꎮ 比如ꎬ
鸭嘴兽、 袋鼠、 鸸鹋、 大极乐鸟、 湾鳄、 泥

魭、 日本大鲵、 勘察加拟石蟹等珍贵国外标

本是这一时期通过国际交换得来的ꎮ 而当时

浙江人都知道杭州有个西湖博物馆ꎬ 凡是稀

奇、 不认识的物品ꎬ 就送来请专家鉴定或送

博物馆收藏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西湖博物馆既

树立了很好的口碑ꎬ 又丰富了收藏ꎬ 还获得

了一批珍贵文物ꎮ

图 ３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第一号

在学术建设方面ꎬ 董聿茂先生自从担任

馆长即创办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 年

刊ꎬ 西湖博物馆学术研究也由此发端ꎮ 盛莘

夫 (１８９６ －１９６６ꎬ 地质学家、 地层古生物学

家) 在担任西湖博物馆地矿组主任期间发表

了 «浙江下奥陶纪三叶虫化石» «浙江地质

纪要» 等颇具影响的论文ꎬ 并为日后撰写享

誉国际的专著 «中国奥陶系划分和对比» 打

下了基础ꎮ 朱元鼎 (１８９６－１９８６ꎬ 中国鱼类学

主要奠基人和水产教育家) 在西湖博物馆工

作期间撰写并出版了 «西湖鱼类志»ꎮ 而施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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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１９１１－１９３９ꎬ 考古学家、 良渚文化的发现

者) 的 «良渚» 学术报告则是在全面抗战爆

发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由杭州辗转送到上海

“孤岛”ꎬ 由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ꎬ 同时委

托寓居上海的学者卫聚贤帮助校对ꎮ «良渚»
学术报告成为抗战期间在上海出版的最后一

批中国学术著作之一ꎬ 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的精神ꎮ
由于董聿茂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卓有成效

的工作ꎬ 短短几年就使西湖博物馆的藏品和

展品迅速充实起来ꎬ 并达到十分可观的程度ꎻ
与此同时ꎬ 西湖博物馆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

研究论文和专著ꎮ 由此ꎬ 西湖博物馆名声鹊

起ꎬ 成为当时全国著名博物馆之一ꎮ
董聿茂先生坚持勤俭办馆ꎮ 当年ꎬ 浙江

省教育厅每年为西湖博物馆拨经费 ２０００ 大

洋ꎮ 这笔钱除支付聘用的 ２０ 余职工的工资、
常年性标本调查采集和标本制作、 行政后勤

管理费用开支之外ꎬ 还要节省出一部分用于

购置仪器设备ꎬ 而他在添置仪器设备方面却

从不吝啬ꎬ 显微镜、 解剖镜、 照相机、 幻灯

机等工具都是蔡司、 莱卡等品牌ꎬ 有些仪器

一直使用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还是完好的ꎮ
１９３５ 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ꎬ 董

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ꎬ 并参加

庚子赔款分配ꎬ 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ꎬ
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

展厅———动物陈列室ꎮ 同年ꎬ 与秉志、 寿振

黄、 朱洗、 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中国

动物学会并创办学术刊物 «中国动物学杂

志»ꎬ 即今 «动物学报» 前身ꎮ
董聿茂先生从不怨天尤人ꎬ 同事们也未

曾听到他发过牢骚ꎮ 他诚恳负责、 克勤克俭ꎬ
一心为公ꎬ 有国内外尊贵客人来访ꎬ 都是亲

自导引讲解展品ꎮ １９５６ 年工资改革时ꎬ 浙江

省教育厅将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张宗祥、 浙江

图 ４　 用 １９３５ 年庚子赔款得到的经费建造的

新式展厅———动物陈列室

省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ꎮ 董先生

却十分谦虚地说: “阆公 (张宗祥) 是国学

大师ꎬ 他当教育厅长时我还在中学读书ꎬ 不

可与他并座ꎮ” 只肯拿二级工资ꎮ 平时上班中

午带饭ꎬ 保持他在日本求学时清苦的生活方

式ꎮ 相反ꎬ 员工出色完成工作使他满意ꎬ 高

兴之余他会大方地请客ꎮ 对于公家物件ꎬ 他

总是告诫要处处爱惜ꎬ 经费用在刀刃上ꎮ 老

一代职员在他的影响下ꎬ 一把解剖刀、 一支

毛刷都会反复使用多年ꎬ 而且代代移交下去ꎮ

二、 有教无类　 作育人才

在董聿茂先生的主持下ꎬ 西湖博物馆引

进了一批国内著名学者ꎬ 如钟观光 (１８６８ －
１９４０ꎬ 植物学家ꎬ 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

者)、 寿振黄 (１８９９－１９６４ꎬ 鱼类学家ꎬ 鸟类

学家ꎬ 兽类学家ꎬ 中国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开

拓者之一)、 盛莘夫、 朱元鼎等人ꎮ 钟观光担

任自然科学部主任ꎬ 带领员工在我国东南部

山区大量采集植物标本ꎬ 创办了浙江大学植

物标本室和农学院植物园ꎬ 这是我国近代的

第一个植物园ꎬ 同时建立了西湖博物馆植物

标本室ꎮ
董聿茂先生还十分重视培养馆内年轻人ꎬ

使其成长为有特长的专业人才ꎮ 董聿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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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动物学家ꎬ 但对地质、 矿产、 植物以至

历史、 考古等都一视同仁ꎮ 当年ꎬ 施昕更 ２０
多岁ꎬ 仅在职业学校的艺徒班读书一年ꎬ 是

西湖博物馆地矿组练习生ꎬ 但他对家乡良渚

的黑色陶片觉得奇怪ꎮ 董聿茂先生支持施昕

更进行蒐集研究ꎮ 施昕更最终成为良渚遗址

的第一个发现者ꎬ 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

的先驱ꎮ 北大考古系主任严文明教授断言:
“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ꎮ 原故宫

博物院院长张忠培题词: 良诸文明是中华文

明的一个源头ꎮ[２]

１９４１ 年ꎬ 董聿茂受聘担任浙江大学教

授ꎬ 同时继续到博物馆兼任职务ꎬ 开展研究

工作ꎮ 此后 ６０ 年ꎬ 董聿茂先生长期任教浙江

大学ꎬ 桃李满天下ꎬ 如曾在博物馆工作的王

复振、 郁永侁等ꎻ 有博物馆培养、 后来当大

学教授的王开基、 毛节荣等ꎻ 还有参加博物

馆工作后在董聿茂馆长教导下成长为博物馆

专家并选定了博物馆为其终身事业的康美业、
魏丰、 钟国仪、 钱惠馨等ꎮ 董聿茂先生的许

多学生都是生物界的学术权威或知名教授ꎬ
这些人虽未成为博物馆工作人员ꎬ 但受董聿

茂先生的影响或托付ꎬ 在事业上、 舆论上全

心全意地支持博物馆ꎮ 建国初期ꎬ 董聿茂先

生的许多学生成为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ꎬ
他们在各届会议上都提案建设博物馆ꎮ 浙江

省海洋所动物学家陈永寿研究员回忆道: “先
生德高望重ꎬ 平易近人ꎬ 严于律己、 宽以待

人ꎬ 在学术界极受同行尊敬ꎬ 和老一辈科学

家有深厚的友谊ꎮ 遵照先生教诲ꎬ 在海洋科

技事业上做了一点成就和贡献ꎬ 只能算报答

恩师的培养”ꎮ[３]

三、 力主内迁　 坚持抗战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 淞沪抗战爆发ꎮ １１
月 ５ 日ꎬ 日军杭州湾登陆ꎻ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上海

沦入敌手ꎻ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 南京沦陷ꎻ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日军发起杭州战役ꎻ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杭州

沦陷ꎮ
当时浙江省教育厅不关心博物馆和图书

馆内迁ꎬ 董聿茂先生和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

陈训慈先生均是知名的学界泰斗ꎬ 两位馆长

千方百计自谋办法把 “国宝” 级物品 (浙江

图书馆 «四库全书» ) 抢运出去ꎬ 把西湖博

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向富阳、 永康迁移ꎬ 以免

落入日寇之手ꎮ 当时为避战火ꎬ ３ 万余件珍

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ꎬ 却遭过路

日军放火焚烧殆尽ꎮ 董聿茂先生和职员们义

无反顾地将可以搬动的文物、 标本、 资料和

仪器尽可能带走ꎬ 决不留给日寇ꎮ 开始ꎬ 博

物馆有 １０ 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ꎬ 经由富阳、
兰溪ꎬ 到了永康就只剩 ４ 人ꎮ 从水路过陆路ꎬ
步步转运ꎬ 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ꎬ 历尽艰难ꎬ
１９４０ 年底到达丽水三岩寺ꎮ 董先生得知奉化

老家已沦陷ꎬ 他叫来外甥康美业先生ꎬ 负责

保护动物标本ꎬ 同时学习采集与剥制ꎮ 康美

业在战火中成长为博物馆专业技师ꎮ 翌年夏ꎬ
日机连日轰炸丽水水陆运输要道ꎬ 据康美业

先生回忆: “我们都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ꎬ 博

物馆财物和行李等分装几条船ꎬ 停在大水门

外码头ꎬ 准备动身那天ꎬ 又遭日机空袭ꎮ 我

连忙拉了董馆长躲进山洞里ꎬ 只听见洞外一

阵阵震耳的爆炸声ꎬ 山上石块崩落、 尘土飞

扬ꎮ 约一刻钟后日机才离去ꎮ 我们跨越残房

碎瓦ꎬ 穿过火海赶到码头ꎬ 见许多船被炸ꎮ
一条船上躺着个船夫ꎬ 被炸断双腿ꎬ 鲜血淋

漓ꎬ 痛苦呻吟ꎮ 董馆长忙上前讯问ꎬ 给他一

些钱ꎬ 叮嘱速去医院包扎治疗终于在对

岸一棵树下找到了夫人和孩子ꎬ 但我们有一

条船已炸得支离破碎ꎬ 上面有董馆长从日本

带回的书籍和文稿ꎬ 大多还在燃烧着ꎬ 其余

也散落溪水中ꎮ 董馆长痛心不已ꎬ 那惆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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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态ꎬ 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ꎮ 董馆长懊丧地

请渔民帮助捞起那些残湿书稿ꎬ 摊晒处

理”ꎮ[４]

当年ꎬ 逃难没有目的地ꎬ 依江而上ꎬ 边

走边看房子ꎮ １９４１ 年辗转流亡到松阳南洲

村ꎬ 找到了一家大户房子ꎬ 落脚下来ꎮ 当时

董聿茂先生在浙江大学分校教书ꎬ 不拿博物

馆薪水ꎮ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辗转迁徙ꎬ 但

董聿茂先生对博物馆工作一丝不苟ꎬ 对下属

严格要求ꎬ 要求职员看专业书ꎬ 每次来都要

检查标本制作ꎮ 大家在董聿茂先生的带领下

采集蝴蝶标本ꎬ 自己做猎枪子弹ꎬ 有条件时

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展出给群众看ꎮ 在松

阳ꎬ 省教育厅竟下令停办博物馆ꎬ 职员每人

发三个月的工资就地解散ꎬ 文物标本移交县

民众教育馆ꎮ 当时金华已沦陷ꎬ 松阳危在旦

夕ꎮ 若照指令办理ꎬ 则无异于将博物馆留给

日寇ꎬ 将成千古罪人ꎮ 董聿茂先生为保存珍

贵文物标本ꎬ 决定自己出资带到龙泉ꎬ 到浙

大分校所在地ꎬ 租几间民房存放ꎬ 继续开展

标本采集和科学研究ꎮ 省教育厅没有给予任

何资金ꎬ 董聿茂先生用浙江大学发给他的工

资支付安置博物馆标本、 仪器的房租等费用ꎬ
负担很重ꎬ 由此度过艰苦的抗战岁月ꎮ

日寇占据沪杭后ꎬ 到处搜罗文物、 财宝

和其它各种资源ꎬ 在上海成立一个 “中支建

设资料整理事务所” (伪上海自然科学研究

所) 来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

标本实物ꎮ 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博士是董聿茂

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时的同事ꎬ 主管这

方面事务ꎬ 知道董聿茂先生在龙泉生活很困

难ꎬ 几番邀请他回杭州担任伪馆长ꎮ 董聿茂

先生是位爱国者ꎬ 宁愿挨饿也不肯投敌求荣ꎮ
１９４３ 年时局明显好转ꎬ 省教育厅得知博物馆

文物标本仍由董聿茂先生保管ꎬ 准备再恢复

西湖博物馆ꎮ 董聿茂先生视博物馆重于自己

生命ꎬ 但绝无私心ꎬ 推荐浙江大学生物系教

授金维坚为馆长ꎬ 全部财物交还给博物馆ꎬ
馆址选在龙泉东兴街民众教育馆ꎬ[５]仍称 “浙
江省立西湖博物馆”ꎮ

抗日战争胜利后ꎬ 西湖博物馆迁回杭州

西湖边原址ꎬ 由浙江大学教授潘锡九接任馆

长ꎮ 毛昭晰教授在回忆中写道: “董聿茂教授

在抗战中内迁保护文物标本的艰难历程ꎬ 是

西湖博物馆史上最感人、 最光辉的一页ꎮ 董

聿茂和钟国仪等先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ꎬ 是

我们这些后辈永远不应该忘记的ꎮ” [６]

四、 因势利导　 聚沙成塔

抗战时期ꎬ 西湖博物馆受到致命破坏ꎬ
以至藏品数量甚少ꎬ 也未配备足够数量的专

业人员ꎬ 从而一蹶不振ꎬ 直至解放后才逐渐

改变这种状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浙江省政府于

１９５１ 年聘请董聿茂先生再次出任西湖博物馆

馆长ꎮ １９５３ 年西湖博物馆更名为浙江省博物

馆ꎮ 浙江省博物馆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历史

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ꎬ 它扎根于祖国人民之

中ꎬ 没有殖民地的色彩ꎬ 在风雨飘零的岁月

里经历苦难历程ꎮ
当时文化方面经费有限ꎬ 董聿茂先生凭

其社会知名度ꎬ 借助有关部门财力出资办展

览ꎮ 其中影响较大的如浙江省博物馆与浙江

省水产局合办的 “水产展览”ꎬ 宣传海洋知识

和新中国水产事业是双方共同的任务ꎬ 浙江

省水产局不仅出经费还派人加入调查ꎬ 出海

采集标本都可利用渔轮便利ꎮ 当时展览设计

制作一个海洋电动渔场分布图要用几千只手

电筒的小电珠ꎬ 制作费力ꎬ 虽笨拙但观众看

了却觉得稀罕ꎻ １９５８ 年展出的 “中国浙江省

蚕丝展览”ꎬ 被誉为 “中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

象征”ꎬ[７]董聿茂先生在陈列室布置一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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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蚕室ꎬ 两位蚕花姑娘正在养蚕ꎮ 那时

候国内还少见人体模型ꎬ 消息传播到浙西农

村竟然家喻户晓ꎬ 每年春秋农民进城ꎬ 纷至

沓来必到博物馆看蚕花姑娘ꎮ 捷克斯洛伐克

文化部部长来杭州参观ꎬ 对这个陈列室很感

兴趣ꎬ 在中捷文化交流协议上指定要求复制

整个陈列到捷克展出ꎬ 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局

拨款展览费用一万元给浙江博物馆ꎬ 要求次

年赴捷克展出ꎮ “中国浙江省蚕丝展览” 准备

工作完成后运到北京ꎬ 在故宫神武门楼上预

展ꎬ 审核通过后赴布拉格、 布拉迪斯拉发两

个城市和波兰克拉科夫展出ꎬ 反应甚佳ꎬ 这

是浙江省第一个成功出国的展览ꎮ

图 ５　 １９５０ 年西湖博物馆创立 ２１ 周年纪念合影

(第一排右三为董聿茂先生)

浙江杭州有 “丝绸之府” 之称ꎬ 丝绸工

学院院长、 省丝绸管理局局长朱新予 (１９０２－
１９８７ꎬ 蚕丝专家、 纺织教育家) 是董聿茂先

生的好朋友ꎬ 大力主张在博物馆里办一个丝

绸馆ꎮ １９９２ 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于杭州玉皇山

麓建成开放ꎬ 完成了朱新予教授的遗愿ꎮ 此

外ꎬ 还有 “国际友谊” “林业” “民间美术工

艺品” 等展览都收获良好效果ꎬ 增加了藏品

又扩大了影响ꎮ 把博物馆与国民经济、 社会

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ꎬ 利用所有条件把博物

馆办得好一些ꎬ 深得广大群众喜爱ꎬ 这是董

聿茂先生办博物馆的成功诀窍之一ꎮ

图 ６　 中国丝绸博物馆

１９５８ 年ꎬ 董聿茂先生辞去浙江省博物馆

馆长职务ꎬ 任杭州大学教授ꎬ 从事教学和研

究ꎬ 培养了许多动物学人才ꎬ 但从未放弃为

博物馆事业操心ꎬ 在连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

期间ꎬ 每次会上都提议建设博物馆ꎮ 虽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董聿茂先生不再担任博物馆

职务ꎬ 但一直是浙江博物馆协会理事ꎮ 董聿

茂先生是中国甲壳动物研究的奠基人之一ꎬ
编著的 «东海深海甲壳动物» 填补了中国深

海甲壳动物研究的空白ꎬ 还主编了中国第一

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 «浙江动

物志»ꎬ 为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创建和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ꎮ
不论是在博物馆任职ꎬ 还是在大学执教、

科研ꎬ 董聿茂先生始终在与自然标本打交道ꎮ
他认为浙江环境优越、 海洋和陆地生物资源

丰富ꎬ 必须办一座自然博物馆ꎮ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ꎬ
浙江省博物馆自然部分立出单独建制ꎬ 成立

了浙江自然博物馆ꎬ 董聿茂先生夙愿终于得

以实现ꎮ
１９９０ 年元旦前夕ꎬ 浙江自然博物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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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浙江自然博物馆展厅

去董聿茂先生寓所拜望ꎬ 老人正在感冒发烧ꎬ
夫人叮嘱不要多说话ꎬ 岂知董聿茂先生第一

句话就问博物馆库房建设ꎮ 当得知 ３６００ｍ２的

标本楼已经完工ꎬ 不久即可把标本资料全搬

进去ꎬ 董聿茂先生非常高兴ꎬ 还滔滔不绝地

指导应如何管理各种不同标本实物ꎬ 叮嘱资

料必须完整地建立档案ꎮ 几天后ꎬ 令人尊敬

的董聿茂先生便溘然长逝了ꎮ
董聿茂先生一生在患难中度过ꎬ 时局动

荡、 颠沛流离ꎬ 犹一心一意蒐集并保护藏品ꎬ
筹办博物馆ꎬ 孜孜不倦地教育人才ꎬ 倡导临

危不惧、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ꎮ
董聿茂先生是个意志坚定的爱国者ꎬ 抗

战时不怕威胁ꎬ 不受利诱ꎬ 保护博物馆毫不

动摇ꎮ 他始终不渝地和人民站在一起ꎬ 热爱

党、 热爱国家ꎬ 其精神一直传留给几代博物

馆人ꎮ
岁月荏苒ꎬ 改革开放 ３０ 年来ꎬ 我国经济

社会获得长足发展ꎬ 众多博物馆在各地如雨

后春笋般建立起来ꎬ 仅杭州一地就有各类博

物馆 ８５ 座ꎮ[８] 今天的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自

然博物馆、 中国丝绸博物馆三座国家一级博

物馆ꎬ 均凝聚着董聿茂先生的心血与汗水ꎬ
成为他毕生事业与抱负的纪念碑ꎮ 董聿茂先

生长期秉持 “以学办馆” 的理念ꎬ 并在博物

馆藏品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 学术建设等方

面结出了累累硕果ꎬ 为浙江省博物馆的繁荣

发展奠定了基础ꎬ 并为博物馆事业今后的发

展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ꎮ
董聿茂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ꎬ 更是一

位爱国者和开拓者ꎬ 他的精神将永存于世上ꎬ
永远激励着我们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是董聿

茂先生诞辰 １２０ 周年ꎮ 谨以此文ꎬ 纪念和缅

怀这位为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和中国博物馆事

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先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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