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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西部博物馆于 １９４３ 年底由中国西部科学院等学术单位发起筹备ꎬ １９４４ 年底在

北碚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ꎮ 中国西部博物馆在筹建和运行期间始终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ꎬ

但依靠社会各界的积极捐赠和持续支持ꎬ 不仅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建设ꎬ 还逐步丰富了展品

种类和数量ꎮ 相比之下ꎬ 重庆科学馆虽然早在 １９４１ 年便动议筹建ꎬ 但由于资金匮乏ꎬ 建设

进度受阻ꎬ 最终未能正式落成ꎮ 中国西部博物馆和重庆科学馆为何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经费不足是两者都面临的问题ꎬ 背后建设者的不同态度和努力或许是形成天壤之别的真正

原因ꎮ

【关键词】 中国西部博物馆ꎻ 重庆科学馆ꎻ 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ꎻ 经费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ꎬ 大后方的重庆北碚地

区迁进许多学术机关ꎬ 成为战时的学术与科学

中心ꎮ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ꎬ 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

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经济部中央

地质调查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中

央工业试验所、 矿冶研究所、 农林部中央农业

实验所、 中央林业 试 验 所、 中 央 畜 牧 实 验 所、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国立江苏医学院、 中

国地理研究所和中国西部科学院共同倡议成立

一家自然科学博物馆[１] ꎬ 并在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北碚科学陈列馆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确

定馆名为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 [２] ꎮ 卢作孚等

主办方积极请求拨款与捐款ꎬ 同时将中国西部

科学院惠宇楼捐赠作为博物馆陈列大楼ꎮ 博物

馆于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开工建设ꎬ 历时仅 ６ 个月就建

成所需的办公室、 实验室、 图书室等ꎻ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宣布正式成

立[３] ꎬ 并于次日向公众开放ꎮ 该馆于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更名为 “北碚科学博物馆” [３] ꎬ ８ 月ꎬ 该馆设

计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重新改回 “中国西部科学

博物馆” 的原名[４] ꎮ 最后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

定名为 “中国西部博物馆” [３] ꎮ (本文行文统一

采用这一名称)ꎮ

对于中国西部博物馆ꎬ 近年来学界已有若干

研究ꎮ 徐玲探讨了中国西部博物馆在抗战时期

成立的历史背景、 经营模式和理念ꎬ 以及它在

普及科学知识、 推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和意义[５] ꎮ 侯江介绍了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创建

历程、 宗旨、 展览内容及其在科学教育和普及

方面的贡献ꎬ 以及它在中国博物馆事业中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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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位和意义[６] ꎮ 周继超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西

部 博 物 馆 的 成 立、 机 构 设 置、 组 织 架 构 和 成

就[７] ꎮ 对于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创始人卢作孚ꎬ

也已有专门研究ꎮ 如侯江讲述了卢作孚作为中

国博物馆科学教育的先行者ꎬ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至

４０ 年代通过创办和推动包括成都市立通俗教育

馆、 峡区博物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以及

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内的多个博物馆的建设和发

展ꎬ 实践其教育救国和科学强国的理念[８] ꎮ 张

文立介绍了卢作孚在中国早期博物馆实践中的

重要角色ꎬ 包括他在民众教育、 乡村建设运动

以及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博物馆建设中的积极探

索和贡献[９] ꎮ

事实上ꎬ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重庆科学馆

(文献中有称重庆科学馆、 重庆市科学馆ꎬ 本

文统一为重庆科学馆) 也在筹建ꎬ 建设目的同

样是普及科学常识以及促进科学学术研究ꎬ 其

与中国西部博物馆都处于战时西南大后方ꎬ 却

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与在 １９４４ 年迅速建成

的中国西部博物馆相对比ꎬ １９４１ 年就在动议建

设的重庆科学馆因经费不足而搁浅ꎮ 目前少有

学者把 重 庆 科 学 馆 作 为 个 案 开 展 博 物 馆 史 研

究ꎮ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重庆

市档案馆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馆藏档案等资料ꎬ 从经费的视角切入ꎬ 对中国

西部博 物 馆 和 重 庆 科 学 馆 的 发 展 道 路 做 对 比

研究ꎮ

一、 中国西部博物馆的经费筹措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至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是 中 国 西 部

博物馆筹集博物馆开办费的阶段ꎮ 总的来看ꎬ

中国西部 博 物 馆 的 收 入 包 括 官 方 拨 款、 非 官

方捐款 ( 见表 １、 表 ２ ) 以及其他杂 项 收 入ꎬ

这 主 要 包 括 民 生 补 助 木 刻 工 料 费 及 利 息 发

放 [ １０] ꎮ 然而ꎬ 当时支出项目较多ꎬ 如开办费

包括筑造建 筑、 修 缮 标 本 模 型、 制 造 陈 列 柜

等 ( 见表 ３) ꎮ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５ 年ꎬ 中国西部博物馆筹备会

共召开了 ９ 次会议ꎬ 主要讨论的内容包括经费预

算、 博物馆工作人员职务分配、 博物馆展品的

征集与布置等问题ꎮ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北碚

科学陈列馆筹备会第一次会议ꎬ 李乐元作报告ꎬ

提及陈列馆开办费十月底拟具预算共计 １４３４６７０

元ꎬ 已 包 括 惠 宇 修 缮 费、 办 公 室 建 筑 费 及 陈

列[２] ꎮ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 日ꎬ 卢作孚在北碚科学陈

列馆筹备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报告ꎬ 提到 “开办

费一百四十余万元已会同翁部长请准ꎬ 孔副院

长由行政院拟发款 １００ 万元ꎬ 其余亦已向有关事

业劝募足款ꎬ 现因科学院全部移出惠宇ꎬ 须加

建实验室等项ꎬ 约计需增加经费 １００ 万元ꎬ 即全

预算总额在 ２５０ 万元左右尚待筹募” [１１] ꎮ

表 １　 中国西部博物馆开办费拨款收入明细表[３]

拨款年月 拨款机关 金额 (国币)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北碚管理局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 行政院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 四川省政府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农林部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经济部 ３２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战时生产局 ８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教育部 ３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２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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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西部博物馆开办费捐款收入明细表[３]

捐款年月 捐款机关 金额 (国币)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民生实业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天府矿业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大明纺织染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民安保险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资源煤矿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嘉阳煤矿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威远煤矿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卢作孚先生 １０８６８８ ４９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 交通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中央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中国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中央信托局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邮政储金汇业局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农民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金城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嘉陵文化基金会 １７７０９８５ ５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甘肃油矿局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北碚教育基金会 ７６１１５０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卢作孚王莱山查济民三先生 ５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４７１０８２３ ９９

表 ３　 中国西部博物馆开办支出明细表[１５]

支出项目 金额 备注

材料 ２００４８６０ ５ 建造楼房二栋平房三栋及惠宇修缮费

工食 １９０４２９８ １
设备 １６７６８１４ ７ 标本陈列柜等

印刷 １２８６７０ 印制中国地图及登记卡片等

标本制造费 １０４３０９３ ５ 农林工矿医药卫生等标本模型费

图表制造费 １９３１３９ 绘制医药卫生等图表费

职工薪津 ４９９９６４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职工米贴 ５２８４３２
利息支出 ９４１７８７ ３７
招待费 ２８４５２８
旅运费 ５５０８５７ ０５ 标本模型运费及因公去渝旅费等

文具纸张 １２２４３４
邮电费 １２２２４ ３
杂项 ８００２０６ ６５ 广告费税捐及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前职工薪金

总计 １０６９１３０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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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第四次筹备会议记

录ꎬ 行政院批准发款的 １００ 万元尚未领到ꎬ 但支

出已超过 １００ 万元ꎬ 大部分支出由民生公司借垫

付[１２] ꎮ 到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底ꎬ 预算又一次增加: 因

为米价高涨ꎬ 承包工程的工人工资必须增加 １０

万元ꎬ 而且第一次及第二次预算均未纳入建筑

以外的开支ꎬ 如纸张、 工作人员薪资等ꎬ 这次

预算 总 额 修 改 为 ３６１９２４０ 元[１３] ꎮ 到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ꎬ 行政院拨发了 １００ 万元ꎬ 加上北碚管理局在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拨款 １０ 万元ꎬ 此时政府拨款为 １１０

万元ꎮ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中国西部博物馆第七次筹备

会议上ꎬ 预算又一次更新ꎬ 开办费两次预算共

５５７６６６０ ００ 元ꎬ 已收款为 ５１００３５９ ７２ 元ꎬ 尚差

４７６３０７ ２８ 元[１４] ꎮ

在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第九次筹备会议上ꎬ 卢作孚

宣布中国西部博物馆自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建立以来ꎬ

陈列内容丰富ꎬ 获得各方好评ꎮ 而基金的募集ꎬ

他已经与翁文灏商洽近日与北碚各相关经济机

关及地区士绅分别接洽ꎬ 决定向重庆北碚各相

关企业以及乡绅进一步募集资金ꎮ 募集将在理

事会成立后进行ꎬ 同时由各个学科专家组成设

计委员会负责展馆的陈列设计与后续资金筹集ꎬ

从而保证后续的可持续发展ꎮ 李乐元汇报了收

支情况: 自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全部 开 办 费 计 收 入 为 ７１９７４６８ ８８ 元ꎬ 支 出 为

１０６９１３０９ １７ 元ꎬ 尚 差 ３４９３８４０ ２９ 元[１５] ꎮ ７１９

万元收入包括拨款收入 ２２０ 万元ꎬ 捐款收入 ４７１

万元ꎬ 以及杂项收入 ２８ 万ꎮ 其中ꎬ 拨款 ２２０ 万

元来自 ７ 家政府单位ꎬ 拨款数额 ８ 万元至 １００ 万

元不等ꎬ 其中行政院拨款最多ꎬ 为 １００ 万元ꎬ 占

了总拨款的近一半ꎻ 捐赠收入 ４７１ 万中ꎬ 嘉陵文

化基金会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捐赠 １７７ 万元ꎬ 占总捐

赠收入约 １ / ３ꎮ 此外ꎬ 民生实业公司、 天府矿业

公司、 大明纺织染公司以及交通银行、 中央银

行等机构均捐赠 １０ 万元ꎮ 还有一些个人捐赠ꎬ

其中卢作孚曾两次捐赠ꎬ 第一次是在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捐款 １０ 万余元ꎬ 第二次是联合王莱山先生和

查济民先生共捐赠 ５０ 万元ꎮ

二、 中国西部博物馆的运行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７)

在筹备告一段落后ꎬ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举行了中

国西部博物馆理事会第一次会议ꎬ 明确宣布将

继续募集基金ꎬ 总预期达到 ２０００ 万元ꎬ 其中一

部分用于还债[１６] ꎮ 由于战时经济不景气ꎬ 中国

西部博物馆采取开源节流的方式ꎬ 紧急情况时

节省电灯费及减少员工薪资ꎬ 导致出现职员紧

缺[１６] ꎮ 理事会建议现在处于物价高涨期ꎬ 将现

有基金尽量利用扩充设备ꎬ 以后物价稳定后另

行募集资金[１７] ꎮ

卢作孚积极地与社会各领域高层人士书信往

来ꎬ 请求捐赠经费与陈列展品ꎮ 从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到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总计收到捐款 ６６１５ 万 (见表 ４)ꎮ

其中ꎬ 天府煤矿公司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捐款 ３ 次ꎬ 共计 ２３００ 万元ꎬ 卢

作孚领导的民生实业公司捐款两次ꎬ 共计 ２１２５

余万元ꎬ 两者相加就占了总捐款约 ２ / ３ꎬ 此外ꎬ

捐款单位还有江合煤矿公司、 民安保险公司、

渝鑫钢铁厂等多家公司ꎬ 以及中央银行、 中国

银行等银行ꎬ 还有一些个人也慷慨解囊ꎬ 如赵

壁光先生、 李佐成先生和王尔昌先生[１８] ꎮ

这些捐款除了用于还债外ꎬ 剩余存在银行ꎬ

以供给之后日常开支ꎮ 除此之外ꎬ 当时中国许

多著名学术机关参与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建设ꎬ

不仅捐赠藏品用于陈列ꎬ 而且参与场馆的设计

与布置ꎬ 这样减少了展品部分的开支ꎮ 如抗战

胜利后ꎬ 许多机构返回东部地区ꎬ 西部博物馆

专门请求将难以搬运的模型、 标本与图表赠送

陈列ꎬ 或者请求复制模型以及拟定展品的陈列

计划ꎬ 以利于未来 展 品 的 征 集 与 制 造ꎮ 最 终ꎬ

中国西部博物馆以较低的经费获得丰富陈列品ꎬ

使得 馆 内 展 品 内 容 充 实、 种 类 丰 富 且 设 备

齐全[１９] ꎮ

　 　 三、 重庆科学馆的筹建与经济状况

(１９４１—１９４８)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ꎬ 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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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国西部博物馆基金捐款收入明细表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３]

捐款年月 捐款机关 金额 (国币)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江合煤矿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民安保险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渝鑫钢铁厂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天府煤矿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赵壁光先生 ５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中央银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交通银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中国农民银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邮政储金汇业局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民生实业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大明纺织染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李佐成先生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北碚教育基金会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王尔昌先生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民生实业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天府煤矿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民生实业公司 １１２５１１４０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渝鑫钢铁厂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天府煤矿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６１５１１４０

科学馆的统一规程ꎬ “要求各省至少设立科学馆

一所ꎬ 甚至在人口多ꎬ 经费充足的地方可以设置

数所ꎮ” [２０]在同年 ９ 月的 «省市立科学馆工作大

纲» 中ꎬ 教育部明确指出科学馆的预期目标是普

及民众科学知识ꎬ 辅助学校科学教育ꎬ 并且在此

基础上促进科学研究ꎬ 提高文化水准ꎬ 发展国民

生计ꎬ 并规定科学馆的展览部需要 “ (１) 分别征

集ꎬ 制备或选购我国有关科学史实ꎬ 中外科学图

画表册ꎬ 机件仪器ꎬ 标本ꎬ 模型器材及科学教育

用品ꎬ 职业用品ꎬ 科学玩具并展览之ꎻ (２) 适应

时机举办各种中心展览ꎬ 如国防科学展览ꎻ (３)

举办科学实验表演或科学示范工作” 等[２０]ꎮ 虽然

教育部向各省教育局下发了修建科学馆的命令与

要求ꎬ 但是重庆市战时财政困难ꎬ 没有专门设立

开办科学馆的经费ꎬ 因此在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ꎬ 重庆市

政府决定次年经费稍微充足之后ꎬ 再计划筹备设

立科学馆ꎬ 当前的普及教育工作暂时由重庆市立

民众教育馆承担[２１]ꎮ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ꎬ 教育部敦促各省市教育局尽快

成立科学馆ꎬ “其仍在筹备中ꎬ 则需于本年度内

正式成立ꎬ 不可再延迟ꎮ 情形特殊的ꎬ 也需要立

即开始筹备ꎮ” [２０]同年 ３ 月ꎬ 教育部特地要求重庆

市教育局在 “所属性质相近之教高级学校内ꎬ 附

设科学馆一所”ꎬ 并要求次年必须单独设立科学

馆ꎬ 且要在一个月内收到筹备说明[２１]ꎮ

同一时期ꎬ １９４４ 年 ２－４ 月ꎬ 国民政府资源委

员会在重庆举办了工矿产品展览会ꎬ 影响很大ꎬ

有识之士认为展出的实物、 图表、 模型等应长期

陈列ꎬ 所以在重庆建立一所科学馆以作为陈列场

所的想法被提上日程[２２]ꎮ 但经费依旧是一个棘手

的问题ꎮ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陈立夫向行政院呈

报ꎬ “决定设立重庆科学馆ꎬ 关于经费一项ꎬ 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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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二千万元ꎬ 由地方政府筹九百万元ꎬ 教育部

及市政府一百万元ꎬ 其他捐助两百万ꎬ 其余七百

万ꎬ 请求中央补助”ꎮ[２３]坊间也开始流传科学馆即

将建设的消息[２４]ꎬ 如 «大公报» 刊登了 “已由贺

市长耀组邀集有关机关首长及各学术团体负责人

作初步商议该馆或将在大田湾建立ꎬ 建筑经

费暂定两千万元”ꎮ[２５]

在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结束后ꎬ

资源委员会将各参展单位取回后剩余的展品赠送

给重庆市政府ꎬ 市政府科员林嘉瑜等人从 ４ 月 ２６

日开始接收资源委员会赠送的模型ꎬ “大小计有

三百件 (每件重量有的在一千公斤以上) ” [２６]ꎮ

重庆市政府暂时垫付 １５ 万ꎬ 用于在求精中学内暂

时搭建芦棚以存放工矿产品展览会展品ꎬ 由职员

与警卫共同负责展品保管[２１]ꎮ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 重庆科学馆第一次筹备会

议在重庆市政府举行ꎮ 会议报告 “委座批 ‘补助

费暂从缓议’ꎬ 但事关本市民众教育ꎬ 仍拟继续

进行ꎬ 另筹款交付”ꎬ 以及市政府已经垫付 １５ 万

元保管藏品ꎮ 经讨论ꎬ 在重庆科学馆成立之前暂

称为 “重庆科学馆筹备委员会”ꎬ 并请贺耀组市

长担任主任委员ꎮ 关于经费的方案原本是: 建筑

费六百万元ꎬ 设备费七百万元ꎬ 由交通部、 经济

部、 教育部各担负一百五十万元ꎬ 其余 (即八百

五十万元) 由地方筹措ꎮ 但经过讨论ꎬ 费用分配

有了一些变化: “设备费七百万元ꎬ 由地方筹措ꎮ

建筑费六百万元ꎬ 由交经二部各担负一百五十万

元ꎬ 教育部担负一百万元ꎬ 市政府担负两百万元ꎬ

并由市政府先行垫款开工ꎮ” [２７]ꎮ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ꎬ 科学馆馆址图案已经设计完

成ꎬ 但经费问题没有解决ꎬ 使得重庆科学馆建设

滞缓[２１]ꎮ 这时ꎬ 中国西部博物馆已经在紧锣密鼓

地筹备ꎬ 翁文灏和卢作孚在 ８ 月 ２３ 日联名向贺耀

祖写信ꎬ 希望他 “惠允将资委会移送重庆市政府

之工矿模型标本等件以一部分暂移北碚西部科学

博物馆陈列” [２８]ꎮ 李乐元也曾向重庆市政府商借

工矿展览会的陈列品ꎬ 但前述负责交接工作的林

嘉瑜认为剩余展品并不齐全ꎬ 具备价值的部分已

然被各厂收取ꎬ 且模型的重量较大ꎬ 在来回运送

路途中可能造成更多的损失ꎬ 此外ꎬ 运送费用昂

贵ꎬ 因此向贺耀祖市长建议等重庆科学馆建成后

再将多余展品转赠中国西部博物馆[２９]ꎮ 贺耀祖也

依此回复了翁文灏和卢作孚ꎬ “拟待此间科学馆

建筑完工ꎬ 全部整理ꎬ 再图交换陈列ꎮ” [３０]

由于物价上升ꎬ 科学馆的建设预算在 １９４５ 年

已经上升为一亿数千万元[３１]ꎮ 同时ꎬ 展品模型没

有受到良好的保管ꎬ 许多因环境潮湿而霉烂ꎬ 或

者因为多次的运输颠簸而破损[３２]ꎮ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ꎬ

重庆市教育局呈报教育部称 “本市科学馆早已着

手筹备ꎬ 因限于经费迄今未完成ꎬ １９４７ 年度经费

又经市政府剔除ꎬ 实无法进行ꎬ 待经费有着ꎬ 自

当积极筹备ꎮ” [２１]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北碚管理局

局长卢子英致函重庆市市长张伯常ꎬ 希望能将这

批模型转交中国西部博物馆 “加工修理陈列展

览” [３３]ꎬ 但重庆市政府以 “本市新辟北区公园ꎬ

明年即修建科学馆ꎬ 仪器模型亟待整理用备陈

列” 为由再一次拒绝[３４]ꎬ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创

办者卢作孚随后 １１ 月 ２５ 日亦致信重庆市政府请

求此事[３５]ꎮ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上旬ꎬ 卢子英再向重庆市政府申

请将这批模型、 仪器全部移交西部博物馆ꎮ 或许

由于重庆科学馆建设希望渺茫ꎬ 重庆市政府这次

认为 “是项展品为抗战时期全国工业矿业及科学

之成绩表现ꎬ 深具重大价值ꎮ 本府以其有关民间

科学知识之宣扬ꎬ 自可遗赠贵局中国西部博物馆

加工修理陈列ꎬ 以增地方文化”ꎬ 并请北碚管理

局派人来办理接收手续[３６]ꎮ 北碚管理局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回复将派李爵如办理展品点交[３７]ꎮ ４ 月ꎬ

李爵如与重庆市政府展品点交张俊奇最终办理了

交接手续ꎬ 清点展品并制作名册ꎮ 北碚管理局负

责接收与清点展品ꎬ 转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进一

步修理后陈列[３８]ꎮ

四、 余论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成立的中国西部博物馆成为中

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自然科学博物馆ꎬ 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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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科学馆虽然 １９４１ 年就开始计划筹建ꎬ 却一直没

有开工建设ꎮ 同处重庆一城ꎬ 两者的命运迥然不

同ꎬ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ꎮ

博物馆的筹建运营ꎬ 经费是首先需要解决的

问题ꎮ 关于当时政府对科学馆的投入力度ꎬ 我们

可以选取一个时间截面ꎬ 做一简单对比: 由前文

可知ꎬ １９４４ 年ꎬ 政府 (北碚管理局、 行政院、 四

川省政府和农林部) 对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拨款是

１５０ 万元 (见表 １)ꎬ 该年 ５ 月 １８ 日重庆科学馆第

一次筹备会议上提出的重庆科学馆建设总额是

１３００ 万元ꎮ 国立中央图书馆也位于重庆ꎬ 它作为

国家图书馆ꎬ 经费充足稳定ꎬ 在 １９４４ 年的经费是

１２８７７４０ 元[３９]ꎬ 即政府在当年对中国西部博物馆

的拨款约等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年度经费ꎬ 而重

庆科学馆建设经费大概是该图书馆年度经费的 １０

倍———由此可看出当局对重庆科学馆的重视程度ꎮ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工资记录更为感性地了

解经费的规模ꎮ 竺可桢时任浙江大学校长ꎬ 工资

水平较高ꎬ 据竺可桢在 １９４４ 年的记录: “五月十

六日收本月薪金 ６８０ 元ꎬ 研究费、 煤水费 ５０ 元ꎬ

特别 办 公 费 １５００ 元ꎬ 扣 印 花 ７ ６０ꎬ 所 得 税

３１ １０ꎬ 教 授 会 费 ２０ 元ꎬ 共 扣 ５８ ７０ꎬ 实 得

２６５１ ３０” [４０]ꎬ 做一简单换算ꎬ 重庆科学馆的预计

建设经费约为竺可桢月收入的 ４９００ 倍ꎮ

通过梳理了中国西部博物馆和重庆科学馆在

经费筹措上的计划以及实际收支情况ꎬ 本文认为

实际经费差异导致两家博物馆走向了截然不同的

道路———一个产生并发展ꎬ 一个待孕而未出ꎮ 重

庆科学馆是教育部屡次催促下被动筹办的ꎬ 教育

部以及相关部门虽然制定了较高的建设经费ꎬ 却

始终没有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ꎬ 建设计划最终在

提出 ７ 年后被迫彻底放弃ꎮ 而中国西部博物馆的

建设虽也遭遇了物价上升及经费不足的问题ꎬ 但

卢作孚等以其自身的威望ꎬ 与同事李乐元等人一

道ꎬ 积极寻求各方的帮助和支持ꎬ 如对于 １９４４ 年

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的展品ꎬ 他与朋友同事坚持

不懈地向重庆市政府争取ꎬ 最终使这批原本计划

入藏重庆科学馆的展品成为中国西部博物馆的馆

藏ꎮ 或许ꎬ 经费的缺乏是博物馆建设中普遍遇到

的问题ꎬ 但在具有远大志向的 “博物馆人” 的坚

持不懈努力之下ꎬ 阻力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ꎬ

最终促成博物馆的建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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