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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Schemes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Museum

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訓主要有兩大管道：正式專業學位

與 非 正 式 專 業 培 訓 課 程。 在 英 國， 英 國 博 物 館 學 會

( Mu s e u m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U K ) 扮 演 重 要 關 鍵 角 色， 幾 乎 每

個月都會安排非正式的專業培訓課程，鼓勵博物館人

參加，各博物館都編列預算協助支付課程費用並給予

公假前往；在正式專業學位方面，各大學提供博物館

學相關學位給有興趣的學生或是博物館人修讀，在課

程修習完成後可以獲得認證，如果再完成論文則可獲

得碩士學位文憑。

國內在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訓上長久以來已經累積豐碩

的成果與巨大的能量，不論是大學正式學位的授予或

非正式專業培訓課程的舉辦，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博

物館人，目前在華文世界中可以說是領頭羊的地位，

也吸引來自兩岸三地博物館人共襄盛舉。

本期簡訊的主題聚焦在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訓，邀請四

篇各具特色的專文，兩篇是特定的專業培訓、兩篇是

特定人才的培訓。其中〈亮不亮有關係！〉由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院長耿鳳英娓娓道出十多年來，

歷次邀請日本專家前來協助博物館展示照明專業的用

心，且整體提升國內在展示照明的效果；〈博物館人

談文保〉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處長岩素芬說

明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的文物保存與修復的專業的定

義與發展，從國內、外在此一專業的培訓方式提出建

言；〈博物館未來式〉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

意展業經營學系教授林詠能分享如何為博物館年輕一

代規劃出 Mu s e 共識營系列課程，以及歷年來的成果；

〈藏富於民〉則是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科長鄧

倚欣從在地做起推動民間參與的博物館專業──市民

研究員──的寶貴經驗。

四篇專文顯示出國內在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訓的成效，

不但在數量上不斷增加、在類型上也日趨多元，參與

者更從博物館從業人員、學生、藝文工作者到一般有

興趣的市民都有機會來加入。我們樂見博物館在專業

人才培訓深耕在地、更與國際接軌，提升國內外博物

館專業人才的知能與服務品質，讓博物館可以精益求

精。

曾信傑／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所長

客 座 主 編 序 :

精 益 求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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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鳳英／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教授暨文博學院院長

照明是博物館不可或缺的視覺要件，從參觀行為來看，

人、物、空間與光都是影響觀眾觀看的重要因素。「讓

光線來作設計」是貝聿銘的名言，許多建築與設計大師

也都曾提及：「物件（建築）如果沒有光的輔助，是不

具或無法擁有生命力」；由此可知，光對於看與被看是

何等的重要。有光才有亮，有亮才有觀看的可能性，因

此博物館展示照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1。

研究者在十多年前就觀察到國內博物館界在照明規劃與

設計上，長久以來都欠缺專業人才，也並不十分重視此

一專業，大部分還是藉助館內的工程或是水電相關技術

人員來協助。因此，常造成展示照明上的缺憾，無法達

到空間與物件呈現的最佳效果，館方也很少編列經費挹

注於展覽照明設計的需求，十分可惜。另一方面，由於

筆者在日本留學期間參觀博物館時，對於展場中的照明

效果常感到驚豔與好奇，每每會在展出文物前停留許久，

從中觀察其佈光微妙之處，有時甚至會尋問館方人員協

助解惑，但往往無法得到正確的解答，甚為遺憾。不過

也因此促使筆者在留學時，拜訪了許多照明研究機構，

希望進一步瞭解日本是如何創造博物館中的光照環境？

如何訓練博物館的學藝員去判斷與選擇正確的照明燈

具？幸運地，當時獲得不少機構的協助，包括日本展示

協會、照明協會、東京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東京藝大）、

東京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東博）及松下電工等，學習

到不少關於日本博物館照明的寶貴經驗及豐富的資訊。

有鑑於此，筆者即在學成歸國後，在博物館展示課程中

亮 不 亮 有 關 係 ！  

博 物 館 展 示 照 明 需 要 長 期 專 業 人 才 培 育

加入照明相關內容，鼓勵學生進階地瞭解照明在博物館

展示的重要性。後來因為授課學生畢業後於職場上的需

求反映，以及筆者在國內各個博物館的演講中，有太多

針對博物館現場照明提出的問題急需得到回覆，因此，

自 2008 年筆者開始著手辦理「博物館照明工作坊」。每

次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主辦資助約 10 萬元左右的經費，

其餘費用則大部分由筆者自行籌措，甚至也邀請博物館

共同協助辦理，方得補足財力與物力辦理。在兩年一次

為期 3 天的工作坊，以邀請日本業師、館員及學者前來

授課為主；工作坊前兩天為照明專業講座，大約錄取 120

人左右，最後一天是展場的實作教學，最多僅能錄取 30

人，但由於參與者的一再要求下，常會增加到 40 人左右。

辦理至今已有 5 屆 12 年，其中曾因經費短缺沒能如期辦

理，因此停辦過了一次。

辦理工作坊的這十幾年來，由於頻繁地與日本博物館照

明相關產、官、學聯繫的關係，更進一步瞭解到日本博

物館與學界關係密切，例如：東京藝大每年會定期於七

月至八月期間，開設學藝員培育課程，內容包含有展示

照明實作的工作坊。也因此，更加讓筆者堅信臺灣亦需

要有這樣場域，提供給博物館更多協助與需求的平台，

進行照明專業的交流及人才的培育與養成。在過去辦理

5 屆工作坊的過程，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

美術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奇美

博物館合作辦理，邀請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薩摩亞登教授、

東京國立博物館木下史青研究員與博物館照明實務工作

者青木繁佳與松下電工專業照明師前來授課與指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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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學員除了來自全臺各地，也有自澎湖、金門以及中

國等地，也有學員反應熱烈而持續參加，甚至有非常多

的學員一再地詢問是否可以來校聽課，或建議可以收費

方式持續辦理等，這些都是對工作坊肯定的正面回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第一屆辦理博物館展示照明工作

坊至今，更見證了國內博物館或美術館在展示照明的進

步，常不時可以看到博物館天光板的燈具，運用工作坊

教授的加工照明輔具得到改良，這也讓筆者好生感動。

在博物館的展場中，照明所扮演的角色不單只是為了看

清物件，還兼具有氣氛的營造、空間的區隔、主從的強

調，對於物件更具有魔法的戲劇張力。但是由於國內博

物館目前在展示照明專業仍在起步階段，相關專業人員

並不多，機具與觀念都仍待加強的狀況下，期待博物館

都能正視此一專業的市場需求，並關注在博物館照明的

人才培育，提供多元進修的機會，不論是在正式的專業

學位課程或非正式的工作坊與講座，都將有助於提升國

內博物館展示在照明上的整體水準。筆者希望藉由舉辦

照明工作坊達到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更多博物館專業人

士對於展示照明的興趣，一起戮力改善現有的博物館的

照明環境，提升展示照明的水平，讓觀眾在博物館展示

廳中不僅是看得見、更要看清楚、看得真切，能夠感受

展場環境氛圍之美、感動於展示內容的善；最終在提供

觀眾一處容易親近、舒適、有趣、更能從操作中學習的

場域，達到友善的博物館光環境之最佳體驗。

1  筆者於 2007 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的研討會論文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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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影響博物館文物典藏的「相關因素」皆攸關其存

世年限，由此可見執行文物保存維護人員的專業及培

訓至關重要。所謂「相關因素」，在國際間常以加拿

大預防性保存專家 R o b e r t  Wa l l e r 提出的十項風險來檢

視，分別是溫度、相對濕度、照明、汙染物、有害生

物、水、火、物理性力量、博物館員的典藏管理、竊

盜。上述涉及層面較廣，故本文縮小範圍，暫不討論

建築結構維護、防盜、防火以及防水之人員培訓，相

關人員亦有其訓練之管道。

狹義而言，文保人員指的是文物修護師 (c o n s e r v a t o r)，

但是再擴大一點範圍，執行藏品管理、文物預防性保

存、文物科學分析任務之相關人員亦可算之。就其專

業知能分別說明如下：

1 . 藏品管理 (c o l l e c t i o n  m a n a g e m e n t )：具備相關法令（如

文化資產保存法、博物館法、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

產 不 動 產 管 理 要 點、 國 寶 及 重 要 古 物 運 出 入 處 理 辦

法、文物運出入申請辦法、瀕臨絕種動植物運輸入管

理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文物徵集、文物捐

贈證明、登錄、編目、掛牌、文物權利盤點、資料庫

管理、文物檢視、普查、分級、盤點、攝影、持拿、

包裝材料與方式、庫房典藏方式（如櫃架規劃）、運

送規劃管理、司法免扣押、國家賠償制度、藝術品綜

合保險、布卸展、緊急災難文物搶救等知能。

2 . 文物預防性保存 ( p r e v e n t i v e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具備溫濕

岩素芬／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處長 

度、汙染物、照明、昆蟲、黴菌等影響文物作用機制，

並設定準則、偵測與處理等問題知能。

3 . 文 物 修 護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 具 備 相 關 法 令、 文 物 修 護

倫理、修護材料、文物修護技能、藝術史、工藝史、

文物科學分析、攝影、緊急災難文物搶救與處理等知

能。  

4 .  文物科學分析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c i e n c e )：具備相關法令，

各類材質物理與化學性質、年代，以適當之科學儀器

分析研究，提供歷史、文物保存維護等之參考；另相

關儀器運用與研發、文物劣化機制研究等知能。

博物館文保人員的養成

無論是博物館藏品管理或是文物修護、預防性保存、

文物科學分析都是源自西方之專業學門，我國目前發

展的趨勢也較偏向西方國家的培育體系，例如藏品管

理的課程常開設於博物館研究所課程之中，往往只是

一門課程或幾門課，日後於工作每次案例或進修課程

中精進。預防性保存、文物科學分析則常開設在文物

修護學程之中。

文物修護、預防性保存、科學分析的門檻比較高，須

由整個研究所學習的時間來完成。目前西方國家在文

物 修 護 大 都 多 依 材 質 進 行 專 業 訓 練， 主 要 類 別 有 紙

質、織品、繪畫、器物等四類修護師的類別，但是仍

博物館人談文保：

博物館文保人員的專業與培訓

有更細的分類諸如東方繪畫、西方紙質、圖書、攝影、

油畫、壁畫、考古類、民族學類、戶外雕塑、石質、

玻 璃、 陶 瓷、 漆 器、 木 質、 家 具、 金 屬、 時 基 (t i m e -

b a s e d ) 媒材、複合媒材等。

近年來預防性保存漸受重視，其專業除了必須瞭解文

物損壞的各項原因及作用機制，但更重要的是能在不

佳 的 大 環 境 下 控 制 微 環 境 溫 濕 度 並 能 符 合 標 準， 如

何 使 用 及 管 理 溫 濕 度 紀 錄 器； 如 何 選 擇 燈 具 及 控 制

照 明， 並 能 兼 顧 展 覽 品 質 達 到 文 物 保 護 的 目 的； 如

何 管 理 展 場 及 展 櫃 用 材， 確 保 文 物 不 會 因 空 氣 汙 染

物 而 造 成 損 壞； 認 識 有 害 生 物 並 防 止 生 物 對 於 文 物

的 威 脅， 如 何 固 定 文 物 防 止 地 震 受 損 等。 目 前 國 外

有 些 博 物 館 已 開 始 聘 用 專 業 預 防 性 保 存 師 ( p r e v e n t i v e  

c o n s e r v a t o r)，可見其重要性！因預防性保存涉及許多

不同專業，亦需瞭解儀器、藥劑的市場發展與運用，

若由文物修護師兼之，囿於修護師的專長偏向藝術而

非科學，對於預防性保存的發展較不容易，仍需專業

分 工， 並 可 以 再 區 分 為 有 害 生 物 防 治 及 環 境 防 治 兩

類。

科 學 分 析 的 工 作 屬 性 在 於 解 答 文 物 的 材 質 種 類 及 現

況、工藝技法、損壞機制、製造者、製造時間及地點

等問題，不過因研究課題多為考古、歷史、材料、文

物保存等相關方面，並須對於儀器分析原理及運用深

入瞭解甚至自行研發儀器，尤其取樣少或非破壞之高

精 密 分 析 儀 器， 保 存 科 學 家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c i e n t i s t )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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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需要的時間較長，門檻最高，有時甚至必須再細分

各類材質、或光學、影像分析等專業類別。通常博物

館較難有員額聘用各類保存科學家，除非大型博物館

或 國 家 級 的 研 究 中 心， 如： 法 國 博 物 館 研 究 和 修 復

中 心 (C e n t e r  f o r  R e s e a r c h  a n d  R e s t o r a t i o n  o f  M u s e u m s  o f  

Fr a n c e ,  C 2 R M F ) 或日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等。

以日本為例，主要是培育傳統書畫修護人才，並透過

國寶修護連盟推動證照制度，確保該項修護專業的品

質與傳承；在博物館藏品管理方面則是透過學藝員的

訓練課程，學習藏品保存的意義、劣化 / 損壞的原因、

防治措施、保存科學在博物館中的作用、文物修護、

藏品持拿、展示、收納及長期保存的方法；此外，文

物持拿包裝是透過財團法人日本博物館協會代辦「美

術品梱包輸送技能取得士」認定考試。

國內文保人才現況

目前國內已有博物館學研究所、文物保存維護研究所

及理工學系開設相關課程培育各項文保人員，在專業

系所修習課程畢業後，有機會得以進入博物館或相關

職 場 就 業。 近 2 0 年 來 國 內 文 保 專 業 雖 受 到 重 視， 但

就業市場相較狹小，博物館的相關名額並不多，部分

人員可能因就業不順而轉行；媒體報導所謂的修護人

才不足所指應是古蹟方面，古蹟修護人才又通常指的

是傳統匠師，與博物館文保人員有所不同。事實上，

國內文保人員並非不足而是各項專業人力不均，例如

目前以紙質及油畫修護居多，其他類別都較少。

再者，文保畢業生的素質是否都能有保證 ? 而進入職

場是否還能繼續執行文保工作累積專業經驗？或會因

行政業務繁忙而無法發揮？而無文保基礎者入館後是

否有機會接受訓練？這些都是當前國內文保專業人才

所面臨的問題，也有待社會環境與組織內部尋求解決

之道。

結語

博物館營運所涉及的專業眾多，人才培育是永續經營

的基石，尤其文物保存人才培育更是要深謀遠慮、按

部就班。個人以為人才培育的管道：其一是透過正式

的學校教育，養成文保需要之各類專業人才，從學校

教育開始，扎下根基；其二則是透過不定期、不同主

題的訓練課程或工作坊。如果有就業後才開始接觸文

保工作的人員，尤其在藏品管理或策展專業，或許可

以密集培訓方式，快速建立專業的知能，例如：日本

東 京 文 化 財 研 究 所 自 1 9 8 4 年 以 來， 每 年 暑 假 會 辦 理

兩 週 的「 博 物 館 • 美 術 館 等 保 存 担 当 学 芸 員 研 修 」

課程，2 0 位學員是經由各縣教育委員會招募的，也不

失為一種人才培育方式。

文保人員在工作中仍要不斷研發或經由參加國內外相

關的學術研討會、工作坊等汲取新知以求精進。目前

透過網路可以查詢的專業網站及學術文章不在少數，

也是提升專業的管道。此外國內每年都有博物館或學

校 會 辦 理 文 保 相 關 課 程、 工 作 坊， 若 能 整 合 規 劃 辦

理，避免主題分散、資源重複，或許可以建立一個專

業交流平台、學會、或組織，提供文保人員交換訊息、

經驗分享以及學習精進的管道！  

整體而言，博物館應爭取更多聘用文保人員的機會，

讓文保人員經由實務操作提升專業素養，從而帶領實

習生或新進人員，提供理論印證與技術演練機會，亦

能教學相長，使我國文保事業薪火相傳、與日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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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隨著出生率下降，各國均面臨著少子化、高齡化

的問題，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亦在

進行博物館從業人員調查時，發現年輕的從業人口數

相對少，顯示我國博物館從業人員正面臨老化的問題。

如何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博物館專業，並推展我國博

物館學術研究、提高服務品質及增進博物館專業能力，

培育新一代博物館從業人員與相關學系學生，使我國

博物館維持競爭力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同時，在數位科技進步飛快的時代，博物館人從過去

只需關注博物館本身到現在以觀眾的參觀經驗為服務

核心，所需要的能力不再只侷限於單一專業，而是更

多元的知能與素養，甚至必須瞭解時下各方面的趨勢

脈動，才不至於與觀眾脫節。例如近年來非常熱門的

A R、VR、A I 人工智慧、沈浸式體驗、大數據分析、行

動學習……等，這些科技也都進一步地被運用在博物

館之中，帶給觀眾嶄新的參觀體驗。這些都是傳統博

物館人所面臨的挑戰，觀眾在進步，博物館人也需要

與時俱進，帶領博物館一同成長前進，如何能夠不斷

充實自我，學習瞭解這些新趨勢，並加以應用在實務

工作中，已經是當代博物館人的一大議題。

有鑑於此，本會自 2017 年開始，由時任理事長張譽騰

發起，推動博物館青年專業人才常態性之培育計畫，

針對本會 40 歲以下博物館從業人員與博物館學研究所

相關系所學生，進行各項專業能力之培育與傳承。由

本會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訓委員會辦理第一屆「Muse 共

識營」，期望透過在博物館界服務多年的前輩們分享，

傳承寶貴經驗，深化參與者之博物館專業知能，並在

不同世代間的交流。讓擁有多年經驗的前輩與有著創

新思維的後進，共同激盪出博物館更多的火花，也拉

近世代間的距離，彼此都能夠從對方身上學習；同時，

連結全臺公私立博物館、地方文化館的青年從業人員，

成為彼此的夥伴，跨館連結、資源共享。

2017 年舉辦的首場 Muse 共識營以「共創博物館的嶄新

未來」為主題，透過在博物館界工作多年的資深專家

進行專題演講，啟發新一代博物館人瞭解博物館的意

義與價值，並看見博物館的過去到現在的演變進而到

未來願景，以及該如何創新思考；並且以「博物館中

的詮釋與溝通」、「博物館人的未來」、「博物館與

科技應用」、「博物館人才專業養成」、「友善平權

的博物館」為主題，各進行一場工作坊，由講師先帶

出議題，再藉由講師與學員間的互動討論，在沒有標

準答案下，共同激盪出多元的成果。最後以綜合座談

由講師們與學員彼此對話，討論博物館人共同的未來，

凝聚新一代博物館人對博物館的共識，並形塑我國博

物館事業的共同願景。本次活動廣受參與人員好評，

也有 38 名有志投身於博物館的青年因此共識營加入本

會會員，為本會注入新血，增添年輕的博物館生力軍。

共識營舉辦後，發現各縣市博物館從業人員其實都需

要相關專業培訓課程，尤其是資源相對缺乏的地區。

對於一些中南部的小型博物館或地方文化館來說，到

許家瑋／專任助理

    林詠能／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展業經營學系教授

博 物 館 未 來 式 ：

從 M u s e 共 識 營 看 博 物 館 人 才 培 訓

圖 1 Muse 共識營花絮

圖 2 Muse 共識營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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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皆可加入，目前社團中有 483 位成員，也成為除了

實體活動外，線上虛擬的博物館人交流平台。

眾所皆知，博物館的寶貴資源除了館藏之外，專業人

才亦是，培訓一位專業的博物館從業人員並與館所一

同成長實屬不易，要能培訓並留下專業人才需挹注更

多心力。本會為國內關心博物館人士及同好所組成之

專業社群組織，更應該站在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訓的第

一線。辦理「Muse 共識營」這樣的活動是一個開始，

期待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優秀的青年學子對於博物

館更加瞭解，進一步認同，並願意投身於博物館專業。

期望藉由創建這樣的交流平台，促進臺灣博物館界人

才長期且多元的發展，為國內博物館從業人員的專業

性共同努力。

*   Muse 共識營舉辦主題：
年  度  主題            

2017 共創博物館的嶄新未來     

 策展實務
2018  觀眾調查    社群行銷經營
 Goog le Ana l y ti cs 分析
 博物館企劃（南藝）
2019  博物館展示（南藝）
 中國文物策展
 文物保存

臺北上課著實有些困難，因此為服務中南部博物館相

關從業人員與學生，自 2018 年開始，本會與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合作，舉辦中南

部場次共識營「博物館企劃小小兵」，以博物館人員

最常遇到的「企劃書撰寫」為主題，透過專題演講及

工作坊實務操作，引導從業人員將實務工作困境帶入

課程時做，改善書寫企劃書時所遭遇之困難，提升其

在此之專業知能及撰寫能力，並能夠透過將此技巧運

用於實務工作中，得以爭取更多資源以促進館舍發展

品質。該次課程活動亦大獲好評，集結來自全臺北中

南各地的公、私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從業人員及學

生，透過此活動彼此認識交流，除了發現更多跨館所

的合作的潛能外，也可認識其他館所在運作時所遭遇

到的困難與特色，這樣的交流互動是一般講座較無法

達成的效果。

事實上，Muse 共識營每年規劃不同培訓主題，如：博

物館價值、策展實務、教育推廣、觀眾研究、數位行

銷、營運企劃等議題，邀請國內外專業講師分享。截

至 2019 年 12 月已辦理 9 場，因希望學員之間及與講師

能夠有密切的交流，每場錄取人次均維持在 40 人上下，

目前總參與人次約 360 人左右。在每場次活動結束後，

也會根據學員回饋進行相關調整。例如：有學員提到

是否可於 Facebook 設立社團，以利活動結束後交流。

為此本會也於 Facebook 設立了「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專業人才培訓委員會 & 博物館視聽多媒體委員會」社

團 1，本社團只要是喜愛、對博物館有興趣者經過審核

1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專業人才培訓委員會 & 博物館視聽多媒體委員
會」臉書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18532658376641/

圖 3 Muse 共識營花絮

圖 4 Muse 共識營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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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從 1980 年代起順應國際興起的新博物館趨勢，頓

時國家級博物館、美術館、縣市文化中心特色館或地

方小型展示館雨後春筍般成立，見證了博物館事業的

蓬勃發展。1990 年代之後更因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推

動，加速促成各縣市成立特色館或主題館等展演設施，

後來也衍生出地方文化館計畫，讓國內的博物館發展

邁入興盛期。

嘉義市立博物館（以下簡稱嘉博館）便在這樣的時空

背 景 下 成 立， 於 1998 年 開 始 籌 建，2004 年 正 式 啟 用

的嘉博館，設立時是嘉義地區唯一具規模的綜合型多

功能博物館。當初建館時以「嘉義人關心嘉義事」為

宗旨，展示內容以嘉義的地質及化石等自然景觀為主

題，由文化局轄下博物館科統籌管理。館舍營運至今

已 進 入 第 15 年，15 年 象 徵 一 個 舊 階 段 的 結 束， 也 是

開啟另一個新階段的大門。2020 年是嘉博館重要的一

年，嘉博館長期以來面臨人力資源不足、建館定位不

清、蒐藏政策不明、無專業人員等問題。15 年後，我

們開始思索該如何走下一階段的路。

因應 2015 年博物館法通過後，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

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中提出的館舍分類，嘉博館是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轄下的地方文化館中，較符合博物

館法定義的博物館，同時也是最有條件成為帶動嘉義

地方學建構的核心館。當初建館時所提的宗旨與主題

雖扣合著希望讓市民認識自己故鄉的目標，但隨著時

代的變遷，觀眾對於博物館的認知與需求已有所改變，

過去以地質、化石為主的展示內容，主題單一較無法

呈現嘉義市的全貌。藉由重新檢視後，於 2016 年召開

多次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同時透過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團隊的協助下，重新釐清

嘉博館的定位，提出以轉型為嘉義市的城市博物館為

目標，期望嘉博館能成為市民及外地人認識嘉義市在

地文化的重要據點。因此，嘉博館開始啟動轉型的各

種準備工作，從硬體的展示更新到軟體營運規劃都必

須進行調整。

重新定位為嘉義市的城市博物館，也幫助館方檢視一

個地方型的博物館的重要的任務，即是與城市共融，

應該成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節點，並以強調

作為市民的博物館為主要訴求。嘉義市的城市博物館

不應該是一個只由官方單向知識建構的博物館，更要

納入市民的思維與動能，形成公眾參與及嘉義人的博

物館。在開始思考如何與生活在這個城市中的人及物

有所連結時，館方在 2017 年開始啟動「市民文物徵集」

及「市民研究員培訓」計畫。

市民研究員是一種翻轉過去學術研究及菁英博物館展

示思維，主要概念源於 1970 年代，在日本的地方型博

物館被實施，用以凝聚在地社群、探究在地議題，促

使博物館打開公共場域與建構地域研究兩個面向，藉

由市民研究員的參與機制與當地居民有所連結。這種

與市民合作進行地方研究的參與型態，對應到嘉博館

的城市博物館理念，促成了第一屆市民研究員的招募。

鄧倚欣／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科長

藏 富 於 民 ：

嘉 義 市 立 博 物 館 的 市 民 參 與 及 人 才 培 訓

圖 1  嘉義市立博物館

圖 2  2 0 1 9 年嘉博館市民研究員招生海報

圖 3  2 0 1 9 市民研究員專業課程林志峰老師
與各組學員進行討論

圖 4  嘉博館市民研究員課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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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管道，希望改變過去嘉義市民較少參與博物館

事務的情況，建立市民對博物館的信任感，並促成未

來市民參與博物館事業及博物館與市民之間的協作，

透過市民找尋地方能量及建構良好互動機制。

現 正 閉 館 整 修 中 的 嘉 博 館 預 計 於 2020 年 重 新 開 館，

除了展示內容因應轉型為城市博物館而進行全面更新

外，對應城市博物館概念所提出並即將邁入第三年操

作的市民研究員培訓計畫，在這樣的機制下所培訓出

來的市民研究員可以為博物館帶來什麼樣的契機 ? 如

同黃貞燕所提醒，應該利用這樣的機會思考博物館的

公共價值為何？對於市民研究員這樣的非典型人力如

何為博物館所用？我們認為這樣的機制其實是為市民

參與博物館事業提供一個平台，人才培訓並不是真的

要培養出多厲害的研究員，而是透過培訓過程讓這群

市民研究員可獨立、可組織出民間參與博物館事業的

能力。這些雖然都需要時間的發酵，然而短期內可以

確 定 的 是 未 來 嘉 博 館 將 持 續 以 這 群 市 民 研 究 員 為 基

礎，透過他們的參與，實踐作為城市博物館的公共參

與，並在未來重新開館的空間中，不定期呈現由市民

研究員共同參與策畫的展覽或教育推廣活動，透過拋

出城市新的議題，從社會行動的角度帶領市民關心嘉

義事，藏富於民，讓嘉博館成為一座具市民觀點的城

市博物館。

嘉博館的市民研究員目前已招收二屆，參訓者來自各

行各業，包含大學生、退休公教職員、中醫師及玻璃

設計師等，年齡層橫跨 18 歲至 85 歲，第一屆有 30 人

參訓，27 人結訓；第二屆則有 42 人參訓，38 位完成培

訓。這些被授證為嘉博館的市民研究員，第一屆學員

在結訓時提出的成果包括以「嘉義三鐵」、「森鐵駕

駛員」、「嘉義舊監百年風華」、「舊屋力：懷舊小館」

及「VR 呈現嘉義觀光地圖」五個主題的專題研究，充

分體現出在不同專業背景及領域的市民研究員們，各

自對「嘉」鄉的獨特解讀，豐富嘉博館之典藏研究及

展示教育之內容與題材。另第二屆的市民研究員共同

策劃《愛上嘉義市博物館的一百種方法》特展，以市

民觀點介紹嘉義市六間博物館，透過淺顯易懂的展演

方式及教育活動傳達給觀眾，期望與市民朋友分享嘉

義市博物館群與城市文史之關係。

對於嘉博館這樣一個地方型的博物館，我們提出的市

民研究員培訓計畫，最初目的確實如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博物館研究所黃貞燕於〈日本的「市民學藝員」，

為什麼？做什麼？〉 1    一文中所提到，主要是為了要解

決博物館人力不足、開放公民參與等課題所提出的方

案。畢竟在人力及財力都不足的狀態下，我們必須思

考如何強化博物館永續經營的能量。藉由市民研究員

進行地方知識的蒐集與調查，確實可稍稍彌補館所研

究人力不足及強化在地知識的連結。當然，僅有兩年

的操作，尚不足以提出什麼定論，但我們試圖藉此建

構出市民參與博物館事業的機制，增加市民參與博館

圖 5  2 0 1 9 年嘉義市市民研究員成果發表及授證典禮

圖 6  《愛上嘉義市博物館的一百種方法》特展

圖 7  《愛上嘉義市博物館的一百種方法》特展

1    全文檢自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官網：
https://www.cam.org.tw/notice20190525/

圖 8  《愛上嘉義市博物館的一百種方法》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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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在 白 色 恐 怖 時 期， 有 許 多 地 方 曾 大 量 逮 捕、 審

訊、關押政治犯，這些中華民國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

系統性侵害人權的場所，現今被指認為不義遺址。在

一 些 既 有 的 討 論 中， 常 使 用「Ne g a t i v e  H e r i t a g e」 一

詞 指 涉 不 義 遺 址 1， 其 內 涵 可 概 括 為「 可 彰 顯 負 面 教

訓與紀念集體記憶的地方」（黃龍興， 2 0 1 1）。隨著

都市更新、產權易手，許多建物改頭換面，以另一種

嶄新的姿態展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彷彿過往的

不正義像煙霧般飄散在空中。

要記憶這些場所的故事，不只是與遺忘進行鬥爭，還

要面對「撕裂族群」的質疑⸺在不義遺址的空間中

同時涉及加害者與受難者，容易挑動不同陣營的敏感

神經。尤其是當部分的人的記憶仍停留在緬懷、崇拜

過往的強人統治時，該如何推動社會面對不義遺址內

迫 害 人 權 的 創 傷，Av i s h a i  M a r g a l i t（2 0 0 0） 認 為 當 社

會中不同群體對同一個標的享有的詮釋與記憶發生衝

突時，社會必須進行立基於歷史事實上的對話，找尋

自身與標的過往的連結，才有可能從這個狀態脫離，

創造共享的記憶（ s h a r e d  m e m o r y）。也就是說，雖然

對話是困難、卻是必要的 2。

隨著法規制定、政府組織成立與歷史研究的翻新，有

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工作者以自身的專業開啟對話，

本屆展覽《請你跟我走一趟⸺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

紀念物示範設計展》，是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

稱 人 權 館 ） 徵 集 1 2 組 具 備 社 群 行 銷、 影 視 傳 播、 公

葉芊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學生

在 不 義 遺 址 中 開 展 對 話 ：

請 你 跟 我 走 一 趟 ─ 不 義 遺 址 空 間 歷 史 推 廣 企 劃 示 範 展

共教育與視覺藝術等不同專業的年輕世代創作者，從

推廣的角度出發構思不義遺址的概念，讓大眾藉由日

常的物件找尋與不義遺址的共鳴。

從生活中尋找共鳴的展品概念

蔡明岳、邱睦容〈遺址的所在〉以臺南美術館為例，

使用導覽互動系統將不義遺址的歷史空間疊加在建物

現況之上；另一件作品則走入教育現場，是王河洛、

應元宜的〈新生〉以桌遊的形式提供課堂寓教於樂的

機會；施懿容、劉思慧的〈不義巧克力〉則以食物為

誘餌，當大眾吃下看似不規則形狀的巧克力後，不解

於其特別苦澀的滋味，細讀包裝上的說明後，才會發

現其背後意涵。這些作品對使用者而言進用性高，在

既有的物件上發揮巧思，具有話題的延續性。

另外，陳米靖〈不可承受之輕〉在錢幣的正、反兩面

標示不義遺址的過去與現在的模樣，由於貨幣的高度

流通性使得推廣受眾幾乎涵蓋所有人，且結合臺幣改

版的議題，處理不義遺址的同時，提供了一個移除印

有蔣氏錢幣的威權象徵物方案，雖然實踐門檻高，卻

是一件極具倡議性質與企圖心的作品。

推廣：由內而外

對於創作者來說，查找不義遺址的史實是一項艱鉅的

挑戰。因此，徵件團隊規劃了由相關領域的學者、政

圖 1  施懿容、劉思慧〈不義巧克力〉

圖 2  王河洛、應元宜〈新生〉

圖 3  陳米靖〈不可承受之輕〉

圖 4 共學工作坊創作者戶外踏查六張犁墓區。

圖 5  創作者走訪景美人權園區。

圖 6 創作者走訪刑警總隊拘留所。

⽂／葉芊均   國⽴臺灣大學社會系學生
圖／葉芊均（圖1, 3）
         國家人權博物館（圖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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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政治受難者前輩陳列於 2 0 2 0 年 1 月 1 7 日開展當天觀看展覽作品。

後重新塑造對那些場所的記憶，我們才能更加確定轉

型正義可以邁向何方。

治受難者前輩與創作者進行兩個多月的共學工作坊，

並在臺北、高雄兩地實地踏查不義遺址。歷史踏查一

方面厚實了相關史料的背景；另一方面，徵件計畫透

過淡化獎金制度的方式降低團隊的競爭性質，為的是

營造創作者彼此激盪、交流想法的環境，有助於產生

共學的效益。因此，推廣不只是「向外」對群眾闡述

理念，同時在創作者之間亦「向內發酵」，讓不義遺

址在不同領域的創意之下有了不同面貌的同時，也增

進了各界對於歷史空間的認識。此外，人權館的補助

計畫將有助於創作者們實現展覽作品，除了持續創造

社會對於不義遺址的討論，也提高創作者投入該主題

的動機。

面對過往，進而開啟對話

過去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這個展覽中的一切在臺灣

社會被視為禁忌，然而，我們有幸在漸漸擁抱民主的

島上，看見越來越多的創作者得以公開談論類似的主

題。此次的展覽作品擴大了我們對嚴肅歷史事件的想

像， 從 日 常 出 發 的 作 品， 讓 大 眾 得 以 和 自 身 經 驗 連

結、進而反思習以為常的事物與既定的記憶，以及我

們該如何面對曾發生過不義事件的場所。

身處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我們，應更加意識到，這些

空間曾經是臺灣威權歷史的一環，當我們指認出這些

在都市不斷更新後面目全非的不義遺址，理解不義如

何形成後，得以藉由閱讀威權的過往、進行社會對話

1 黃龍興，2011。於負面遺產中重構創傷記憶 - 從奧斯維辛博物館到景
美人權文化園區。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十七期，頁：73-88。 
2 黃舒楣，2019。「威權空間處理與空間景觀再造論壇」書面意見。發
表於 2019 年 2 月 16 日台灣教授協會講座「威權空間處理與空間景觀
再 造 論 壇 」， 檢 自：https://issuu.com/taup1990/docs/__________________ 

（ 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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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 年 7 月 26 日開 館 的「 谷 口 吉 郎 • 吉 生 紀 念  金

澤建築館」座落於金澤市中心，距離金澤車站約 15 分

鐘車程，由日本享譽盛名現代主義建築師父子谷口吉

郎（Yoshiro Tanig uchi） 與 谷 口 吉 生（Yoshio Tanig uichi）

的老家原址所建，是日本繼 2011 年於愛媛縣今治市大

三 島 成 立 的 伊 東 豐 雄 建 築 博 物 館（Toyo Ito Museum of  

Architecture），以及 2013 年位於直島本村的安藤忠雄博

物館（Ando Museum）成立之後，是第三座以建築師名

義成立的建築博物館。

谷口吉郎（1904-1979）曾設計過許多知名文化機構，如：

東宮御所、東京国立博物館東洋館、東京国立近代美術

館等，其長子谷口吉生（1937-）同樣曾設計過豬熊弦一

郎現代美術館、紐約現代美術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平成

知 新 館（2013 年）等知名建 築 作品 1。在 諸多 作品中，

如何在現代建築中融入傳統日式禪學文化，一直是谷口

建築師父子的設計特色，尤其同樣位於金澤市的「鈴木

大拙博物館」（圖 1）是紀念日本金澤當地著名禪宗大

師與禪學權威鈴木大拙（1870-1966），博物館空間成為

深化鈴木大拙的東西方禪學思想境界的基地。谷口吉生

在建築設計上試圖展現大拙禪宗寧靜的精神境界，由一

條清水模長廊連接出口處、展示廳和沉思空間，走廊兩

邊則是入口花園和水境之庭，帶領每一位參觀者享受充

滿禪意的空間環境，也延續到後期金澤建築館的設計風

格。

「谷口吉郎 • 吉生記念金澤建築館」展示出生於金澤的

谷口吉郎及其子谷口吉生所製作的建築模型及設計圖稿

等珍貴文物的建築博物館。自 2019 年 7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策畫開館記念特別展「『純淨的設計』金澤

長大的建築師谷口吉郎的世界」（「清らかな意匠」金

沢が育んだ建築家 • 谷口吉郎の世界），以簡明的展

名強調建築師與金澤在地深厚的淵源關係，讓北陸金澤

地區除了由妹島和世（Ka zuyo Sejima）與西澤立衛（Ry ue 

Nishiz aw a）所設計的 21 世紀美術館外，增添一座由本地

建築師的故居改建而成的建築博物館，為當地的文化觀

光產業及豐富的江戶、明治時期及大正昭和近代與現代

建築群注入新的活力，讓原本圍繞舊古城幹道發展的都

市構造也逐漸形塑出傳統與創新混合的多樣性城市景

觀。

畢 業 於 哈 佛 大 學 的 谷 口 吉 生 於 1964 年 曾 在 美 國 短 暫

為 包 浩 斯（Bauhaus）建 築 先 鋒 沃 特．格 羅 佩 斯（Wa lter  

Gropius）工作，深受其重視建築造型與實用機能設計風

格影響。在金澤建築館的設計手法上，谷口吉生維持一

貫具有現代主義極簡的線條及矩型切割的風格，運用大

面玻璃創造空間穿透感，並傳承父親谷口吉郎日式禪學

詩意設計理念，融合清水混擬土、鋼構、木梯、金屬及

水池元素等，創造清雅純粹的簡潔設計風格（圖 2）。

金澤建築館的現代主義建築設計風格源自 1860 年代，如

1851 年以鋼鐵為骨架、玻璃為主要建材的倫敦萬國工業

博覽會水晶宮（The Cr ysta l  Pa lace），和 1889 年鏤空結構

鐵塔的巴黎艾菲爾鐵塔（La Tour Eif f el）為代表作品。歷

趙欣怡／國立臺灣美術館副研究員

金 澤 建 築 館 所 見 所 想 ：

融 合 傳 統 與 現 代 建 築 之 純 粹 空 間 美 學

圖 1  鈴木大拙博物館

圖 2  金澤建築館外觀（圖片來源／谷口吉郎・吉生記念  金沢建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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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道空間「側緣」；和風別館也重現了為日式建築中作

為房屋隔間用的拉門「幛子」；傳統和室內用來擺置珍

貴的書籍、茶具或藝術品「凹間」3，以及用稻草製作的

「疊蓆」（榻榻米）同時出現於和風別館與茶室中（圖

10）。

由此可見，金澤建築館試圖由外而內展現融合東西方建

築風格與特色，在富有禪意元素與現代建築設計風格框

架中，完整移植東宮御所的「迎賓館赤坂離宮」和風別

館與茶室空間構造，挑戰建築博物館除了模型、文件與

照片的展覽形式，如何在現代主義空間中創造另一個具

有歷史時空背景的真實空間，讓觀眾更加深刻體會谷口

吉郎與谷口吉生對於歷史與現代交融之建築設計理念與

禪學空間思維的傳承與永續。

日本是亞洲積極設立建築博物館的國家之一，除了陸續

由建築師個人名義成立的建築博物館，展出建築師的設

計作品相關素材，也強調與在地環境發展的密切關係。

更於 2016 年由日本建築保存協會提出於東京都品川區

設 立「 建 築倉庫」（Archi-Depot），第一間以展 示及收

藏「建築模型」的新型態博物館，完整呈現日本國內外

知名建築設計師與事務所的作品。

除亞洲地區，歐美地區同樣於 70 年代後陸續成立建築

文化機構，包含加拿大蒙特婁建築中心（Canad ian Centre 

f or  Architecture,  CCA）、 美 國 華 盛 頓 國 家 建 築 博 物 館

（Nationa l  Bui ld ing Museum）、法國巴黎建築與文化遺產

圖 4 地下一層特展室  

圖 6 地上一層服務台及賣店與咖啡廳

經 1919 年至 1933 年國立包浩斯學校倡導的注重建築造

型與實用機能合而為一的建築風格，發展出強調功能性

和理性的「型隨機能」建築設計概念。

金澤建築館是地下一層、地上兩層的現代建築，地下室

設計成兩間特展室（圖 4、圖 5），目前展出以呼應建築

風格的黑白基調特展，共展出建築師年表、設計圖稿、

建築模型、實景照片，以及紀錄影片等展示內容。建築

館一樓則為入口、服務台、賣店及咖啡廳（圖 6），長型

廊道設計大面玻璃讓陽光自館外街道灑入。尤其金澤建

築館運用去裝飾化的機能主義觀點設計，以垂直正交幾

何構造簡化形式表現，在建築立面運用大面簡潔的鋼骨

結構與鐵建帷幕搭配以大面積落地玻璃作為空間穿透的

主要介質，讓一樓接近民眾生活的博物館文化設施功能

與大街融合，創造視覺上建築量體的輕盈效果。

二樓則為常設展區，除了兩個小型常設展室，最具特色

則為依實際尺寸比例完整移植並重建由谷口吉郎 1974

年為「東宮御所」重新整修所設計迎賓館赤坂離宮「和

風別館游心亭」（圖 7）與「茶室」（圖 8）2，細膩再現

當時空間設計尺度、材質及氛圍，連結戶外水庭（圖 9）

展現湖面如鏡的禪學風格，在現代建築中試圖融合傳統

皇室歷史建築特色，創造多元時空的展示設計情境。

尤其金澤建築館純粹、簡潔與素雅的清水模、水池與植

栽形塑禪意風格，呼應室內傳統日式建築特色，如水庭

與和風別館間的展示廊道如同連接屋內外到庭園間的
圖 5 地下一層特展室

圖 3 金澤建築館開館特展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谷口吉郎・吉生記念  金沢建築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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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等。而紐約現

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 t,  MO M A）更早

在 1932 年開館初期即成立全球第一個建築與設計策展

部門，積極策畫現代到後現代等建築風潮展覽，並收藏

具有社會事件與時代意義的文化產物。

反觀臺灣建築史上也有許多重要建築師，大學建築科系

所及民間相關單位長期辦理建築展覽，加上近年各縣市

積極設立的美術館及博物館，也有許多建築由國際知名

建築師承攬設計。因此，此時值得思考臺灣未來是否能

透過國家建築博物館的設立，強化建築作為串連藝術美

學與空間感知的社會價值，讓建築設計過程所衍生的檔

案、手稿與模型成為重要的國家建築文化記憶資產。

1 谷口建築展實行委員會，2014。「谷口吉郎 .• 谷口吉生作品展─金
澤孕育的兩位建築師」展覽圖錄。金澤市：谷口建築展實行委員會。
2「和風別館」主和室為舖有 47 疊榻榻米的廣間，招待賓客享用和食時，
可操作中央沉降式地板，將桌子變成下挖式座位。桌子還可收納至地
板下，成為全面榻榻米和室，以舉辦和服、插花鑑賞或表演日本舞踊
等活動。「茶室」內側的床之間，掛有大德寺管長揮毫之掛軸。其前
方為四疊半之榻榻米茶席，可讓賓客欣賞點茶過程，或接受茶道招待。
（ 檢自：https://www.geihinkan.go.jp/zh-tw/akasaka/japanese_annex/ ）
3 傳統和室裡一處內凹的空間，通常設於座敷內，組成要件包括床之柱、
床板、床框、床脇、天袋、地袋，以及付書院。床之柱代表房屋的格局，
官階身分越高，床柱使用的木頭就越珍貴；床脇位在床之柱左右一側，
被稱為「違棚」，有兩段式的棚架，通常用來放置書籍、茶具和藝術品；
天袋、地袋意指上下儲藏格；付書院為床之柱左側外凸的窗台空間，
整個形式稱為「書院造」，是武士時期流行的設計風格。（ 檢自：《和
風老屋旅行散策：尋訪日式建築，走入老台灣的時代記憶、懷舊聚落、
生活情境》 ）

圖 8 地上二層「茶室」

圖 9 地上二層常設展室外水庭

圖 7 地上二層迎賓館赤坂離宮「和風別館游心亭」

圖 10 和風別館凹間與疊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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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與 文 化 遺 產 展 覽 會（Museums + Herita ge Show）

為英國最大的文化活動之一，旨在建立專業交流、促

進創新想法與發展合作機會，並提供博物館、美術館、

文化遺產與景點等關鍵決策者更多的支持與資訊。假

倫敦奧林匹亞展覽會場舉行，吸引眾多來自英國及歐

洲各地之專業人士和參展商齊聚一堂，為文化人匯集

了最新的技術服務、想法見解和潮流趨勢，並頒發博

物館與文化遺產相關獎項，表彰各領域如：年度創新、

年度保存修復計畫、年度行銷活動及年度常設展等卓

越的文化單位及個人，堪稱博物館、美術館、遺產景

點及文化部門一年一度的重要盛會。

本次展覽會共分為：展覽攤商、主題講座、館際合作、

大師演示、專家諮詢、展售及飲食區等部分。160 多家

文化供應商和顧問於「展覽攤商區」提供專業產品及

服務，涵蓋文物修復、典藏設備、虛擬科技、檔案數

位化、藏品運輸及保險等領域，並透過「大師演示」

的活動，讓參展商於攤位上展演其最新技術，如：博

物館體驗中的觸覺科技、270 度觀眾沉浸式投影專案、

數位化資產管理技術，與著作權政策的制定及實踐等，

有興趣的機構與人員得以利用此機會諮詢業界。此外，

展場內舉辦 50 多場免費座談，邀請 90 多位專家實踐者

共同聚焦於「最新趨勢」、「吸引新觀眾」、「瞭解

你的訪客」、「展覽設計與詮釋」、「藏品管理」、「教

育學習」、「販售及買賣」，以及「人、資金與策略」

等 8 個不同主題作分享及討論。

郭怡汝／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生

點 亮 文 化 景 觀 ：

英 國 博 物 館 與 文 化 遺 產 展 覽 會 紀 實

趨勢焦點

「 最 新 趨 勢 」 整 體 上 仍 著 重 數 位 科 技， 特 別 強 調 互

動 參 與。 首 場 即 由 科 學 博 物 館 集 團（S ci ence Museum 

Group）以〈重新想像 S T E M 課程的參與〉作為開場，

分享如何以解謎性質的《Tota l  Darkness》網路遊戲，用

非正式的科學學習方式幫助孩子們自我反思，並認識

日常技巧如何有助於推動 S T E M 課程。本主題亦邀請

相關業界講授其與世界各地博物館合作之成功案例，

如 Streamcolors 工作室結合虛擬引擎之 3D 即時遊戲技

術，以較低成本的方式於博物館內創造跨平台且軟體

相 容 的 沉 浸 式 互 動 體 驗；Sacha Cow ard 及 John S ear 兩

位遊戲設計師則分享了目前各博物館嘗試結合密室逃

脫風潮以吸引觀眾，卻面臨鉅額費用、人力及空間不

足的困境，並現場與聽眾演示簡單實用且花費低廉的

脫逃遊戲，打破密室逃脫需要隔間與大量道具才能營

造氣氛的既定印象，並成功形塑「無牆化」的遊戲方

式，現已運用於北京與英國等博物館作為教育活動。

其 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數 據 專 家 James Morle y 和 慈 善 組 織

Voc a l Eyes 的講演，前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服役人員的

互動地圖〈A Street  Near You〉作開放數據，分享如何在

3 天內吸引近 25 萬的網路群眾共同參與之過程和影響，

以及文化機構如何複製這種成功經驗。後者為致力視

障團體平等享有接觸藝術文化權利的慈善組織，其執

行長 Matthe w Cock 介紹了該組織如何協助文化單位開

發並錄製視障語音導覽，降低博物館的「視覺障礙」。

另外也分享了其倫敦塔專案，以帶有情緒及戲劇張力

THE 27TH MUSEUMS + HERITAGE SHOW

i l luminating

SHOW PREVIEW
15-16 MAY 2019 OLYMPIA LONDON
Register today for your FREE pass at
show.museumsandheritage.com/register 

圖 1 2019 年英國博物館與文化遺產展覽會官方海報

圖 2 專家諮詢

圖 3 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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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展覽小型演講

的語音導覽，結合觸覺地圖，為年輕族群的遊客帶來

新的體驗方式。

其他主題講座亦有諸多精彩內容及案例分享，部分座

談者也於會後至「專家諮詢」專區提供協助。該區旨

在建立思想、靈感與實用建議交流的大熔爐，讓每個

帶著問題來的與會人員都能獲得答案離開。8 個該領域

的主要組織與專家（如：英格蘭藝術委員會、英國藏

品信託等），都在此提供一對一的免費諮詢服務，展

覽會期間人潮絡繹不絕，獲得廣大迴響。

此外，今年度展覽會不同以往之處為增設了一小時的

「VE:For um」館際合作論壇，免費開放予從事文化和

遺產景點工作的專業人士報名參加。該論壇為致力於

創建和加強觀眾、訪客及客戶體驗的組織單位建立一

合作網絡平台，無論是成功的案例，或是不盡人意的

經驗，都有機會得以解決或是發展出新的想法，與會

成員們都可以從中學習受益，並獲得寶貴的資訊。

小結

總體來說，正如 Brig ht White 創意設計顧問公司的董事

Chris  Wa l ker 所言，今年科技攤商的增加，我們所看到

的是博物館部門朝向數位敘事的轉變。本次許多座談

都涉及數位科技項目，顯示了當前的趨勢及前景，如

互動科技深化多元觀眾參與度，沉浸式虛擬實境與擴

增實境等，都成為了遊客體驗的主流。另外，開放數

據打造共享歷史、數位時代的社群行銷策略、吸引新

年輕族群觀眾，與博物館擁抱創業思維等都是本次的

主軸，得以看見英國博物館與文化遺產界群策群力的

力量與前景，值得吾人參考與借鑑。

圖 7 專家課程與樣品演示  

圖 4  展覽現場

圖 5 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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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琤雯／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

日本的京都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京博）始設立於明治 3 0

年（1 8 9 7 年），前身為帝國京都博物館，在明治維新時期

的脫亞入歐時空背景之下，日本傳統文化與眾多文物（日

文稱「文化財」）面臨危機，因此該博物館創建的目的為

保存京都的各個神社、寺院與公私立部門所屬之文物並提

供展示的空間，因為各個機構的存放環境不一定是最適合

文物的保存環境，京博便在此需求下誕生，而讓博物館來

保管寺院、神社及各機構所藏之文化財，並從中發展出保

護文化財等措施及募集基金的方法。

京都國立博物館館藏與寄存藏品（日文稱「寄託品」）類

別數量 1

下列表 1 具體量化京博逐年新增之藏品，該館將寺院、神

社等機構及公私立部門個人所藏之寄存藏品皆納入管理並

為其提供保存管理環境。並建立完善的「寄託」（日本稱

法，我國博物館多稱為「寄存」制度，支持博物館在原收

藏機構或原個人藏家的允許與理解之下，向一般觀眾公開

展覽，使得大眾認識博物館保存管理與文化財傳承的重要

性。以京博而言，館藏一萬四千多件藏品當中，約莫超過

六千多件為寄存品，來源多半為神社、寺院等收藏機構寄

存放於博物館，接近館藏總數的一半比重相當高。

京都國立博物館文化財修復室

京博擁有文化財保存修復室，筆者曾有幸參觀過器物修復

室與繪畫修復室，據京博工作人員說明，京博文化財修復

從 日 本 京 都 國 立 博 物 館 紀 念 品 商 店 ：

探 索 館 藏 文 化 財 保 護 基 金 募 集 方 法

室以修復京博館藏文物及寄存於京博的文化財為主要修復

項目，若京都地區的寺院、神社現址所存之大型文化財需

要維護或修復，則也需要從寺院、神社現存地，將文化財

搬回博物館內進行修復。搬運是一件非常細部從頭規劃的

事情，往往需要一至兩三年來逐步細項討論，若大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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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社寺文化財實地調查（圖片來源  ／京都國立博物館紙本簡介）

財可拆解，則盡可能地找尋古法拆解方式，以不破壞文化

財的方式拆解組裝，若有需要則以先製作仿真模型來模擬

搬運拆解規劃是否可行且安全，才會進行文化財的搬運計

畫。修復文化財的前中後，也都是保留修復前後的紀錄，

以方便後人需要進行修復的參考。以現在的待修復的件數

來 衡 量， 文 化 財 修 復 確 實 需 要 大 量 的 金 錢 與 人 力 上 的 資

助。

京都國立博物館紀念品商店商品與文化財保護基金

京博館舍區域內共有兩個紀念品商店，分別位於平成知新

館（2 0 1 4 年 開 館 ） 出 入 口 處 與 南 門 售 票 口 處 旁。 京 博 館

內未開放拍照攝影且平成知新館內紀念品商店也未擺設文

化財保護基金周邊商品，故以南門紀念品商店做為舉例。

一進入南門紀念品商店，映入眼簾即是自成一區專屬的文

化財保護基金商品。京博為文化財保護基金創立專屬代言

吉祥物，取材來自京博藏品，並為其設計說明名字由來、

個性與職業，在京博各大文宣、教育推廣等活動以及紀念

品商店中露面使得觀眾熟悉認識，使民眾在接觸之餘形成

連結意象，初步讓博物館文化財保護的概念與博物館教育

活動等連結在一起，並塑造出京博在文化財傳承上扮演守

護的角色。

而 在 京 博 南 門 紀 念 品 商 店 內 獨 立 一 區 的 文 化 財 保 護 基 金

商品，商品主要分為以下幾類：一以文化財保護基金創立

專屬代言吉祥物周邊商品，以竹虎圖的周邊文具等為例，

開發出各式生活用品與文具，且皆以吉祥物代言人（文內

指「竹虎」）來做醒目的意象傳達；二是與京都各式各樣

老舖匠師職人合作開發新與舊融合之商品，以紙扇及胡粉

（繪具顏料）為例，紙扇為京都地區製扇老舖坂田文助商

店製作，該店於 1 8 0 8 年創立，曾於 1 9 2 5 年為萬國博覽會

製作商品，而扇子的印製花樣，則取材自京都西陣織的多

種樣板，利用唐代紙製作方式、奈良時代日本的傳統花樣，

以及和紙、雲母加上胡粉而製作成紙扇。而胡粉則為繪具

顏色，是呈現出古都的代表色。三是傳遞保存維護概念的

商品，例如紙史料保存用封套為例，製作出可讓民眾帶回

家自行拆裝使用的紙質保存維護套，以現代紙類常見產品

作為考量，像是原稿、信紙、新聞雜誌等，讓民眾看到此

類商品，想起自己也可能有想保存的重要紙張，同時放上

範例，促進民眾對保存維護的共鳴。四是以京博館藏著名

藏品做為商品販售，以琳派卡牌商品為例，卡牌大小僅約

撲克牌尺寸，然則以京博名品，用以製作圖錄標準來製造，

內有說明書，另卡牌上並輔以日英文物內容說明，易於攜

帶且方便教學用途。

上述幾項舉例商品，在文化財保護基金商品區的展示說明

牌上，皆特別標示讓售款項獲益將挹注文化財保護基金的

說明，使得購買人瞭解，自身對於文化財保護貢獻盡一份

心力。同時京博也進而爭取認同及教育對文化財的重視，

博物館能獲得資金挹注，投入更多資源在為數眾多的文化

財保護上，京博此募集文化財保護基金的方法，或許值得

我國博物館界參考。

1   京都國立博物館館藏數量取自該館館方發佈之紙本簡介。
（  瀏覽日期：2019 年 9 月 1 日  ） 圖 7  文化財科學檢測及修復照（圖片來源  ／京都國立博物館紙本簡介）

圖 4   紙史料保存用品套

圖 3   京博與京都老舖合作開發商品 圖 6   京博館藏著名藏品

圖 1   帝國京都博物館建築 圖 2  代言吉祥物修復前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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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仕甄／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

為特展物件購買藝術品保險，將珍稀藝術品損壞的風

險移轉，使得博物館可以借入來自各方的珍貴藝術品，

以饗在地藝文群眾。特展的藝術品保險通常稱之為牆

到牆藝術品綜合保險，本質上從借展品離開出借方處

所（ 更 精 確 的 說 牆 上 w a l l  to  w a l l、 繪 畫 掛 勾 n a i l  to  n a i l

或處所的門 d o o r  to  d o o r）的那一刻起算，運至展覽場

地展出完畢後，送回出借方處所的原來位置為止，這

樣的概念或可稱之為「全險」。

「全險」？思考的誤區

然而實際上所有的保險並無所謂的全險（A l l  R i s k s），

還是有某些不保項目。藝術品險屬於產物險的範疇，

是一種包含了財產保險與責任保險的綜合保險。在臺

灣，目前多數藝術品綜合險被列在意外險的範圍，但

在稍早，有時會出現在火險、水險、貨物險或其他險

種裡。

所有保險公司關於藝術品保險的基本條款都長得大同

小異，皆是採用中華民國產物保險產險商業同業公會

修正過的公版條款，此外，只要相關法規有修改，各

家條款也會再更新版，例如，目前最新版即依金管會

1 0 6 年的發函作修正。

天 有 不 測 風 雲 ：

博 物 館 購 買 借 展 藝 術 品 保 險 懶 人 包

青菜蘿蔔各取所好

「除外不保條款」框限住了保障的範圍，明確地告訴

你哪些項目被排除在保障範圍之外。因此，魔鬼藏在

細節裡，不保事項是關鍵。每一個借展都有不同的條

件，除了基本條款，再針對特殊需求加強就好。也就

是在主約之外，另有特約條款或附加條款，例如約定

價值、價值減損、殘餘物、暫存處所或恐怖主義等等。

究竟現在臺灣保險市場有哪些特約及附加條款可供選

擇，只要上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頁查詢即知。

至於要如何挑選保險公司呢？除了依據借展條件找到

符合需求的保險商品，保險公司是否有夠成熟且多樣

的商品可供選擇，其自身對於此險種是否有夠專業的

知識。此外，該公司在此險種的承保量及理賠率也是

選擇的關鍵。

唐先生的蟠龍花瓶保費多少錢？

一般而言，藝術品保險包含了物件的三種狀態：在庫

房稱為「典藏品」，展出時稱為「展覽品」，運輸時

則為「運送品」。前二者以時間的長度來計算，而後

者以運送的次數來理解。物件的脆弱程度也是保費高

低的關鍵，「易碎品」如陶瓷，其費率較高，而其它

「非易碎品」如繪畫或有機材質則費率較低。此外，

借展的相關風險係數也是保險費率的決定條件，例如：

博物館本身的設施條件、安全管理能力、借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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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物持拿與移動的相關人（例如包裝運輸公司）

是否夠專業……等，一般來說，非以營利為目的的博

物館，會獲得比民營單位更低的費率，而公立博物館

還會獲得比私人博物館更低的費率。

根據上述本質來訂定費率，即為保費的計價基礎。至

於藝術品的保險金額是由誰來訂？臺灣的藝術市場規

模小，專業鑑價機制尚不成熟，故通常由展品出借方

提出，再由要保人與保險人以約定價值條款來承保。

保險金額與費率、時間長度及運送次數相乘後，即可

換算出保險費。

風險管理的最後一道防線

當所有能預防的事都做了，最後，才能靠保險降低損

失，因此是風險移轉的概念，亦是損害填補的精神。

而保險應被包含進博物館風險管理計畫中，以提供財

務保護，避免博物館陷入災難性的金錢流失之中。通

常對於借展品的投保都是依據借展合約內對於保險的

要求來決定，換句話說，在簽訂借展合約階段，已需

要確認市場上否有符合需求的保險商品可供購買。而

每一個借展都是不同的個案，還有諸多複雜的因素必

須考量。舉例而言，負責借展品的包裝運輸業者是否

能被同意納為被保險人，或被放棄代位求償權，常常

還是爭議不休的議題，本文希望言簡意賅地促進大家

對於藝術品保險的基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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