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博物館歷史學微講座」側記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博物館歷史學微講座」

活動時間｜ 2022年10月至12月

主　講　人｜張隆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館長）

與　談　人｜呂怡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

側記整理｜胡佳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1

一、緣起：給館員的六場微講座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於2021年5月11日組織升

格，由行政院的四級機構升級為三級機構。在升格以後，臺史博不論對外的觀

眾經營或是對內的組織營運，皆迎來新的里程碑。升格一週年後，臺史博張隆

志館長提出臺史博2.0的三個關鍵詞：「知識力、公共性、幸福感」，於2022

年10至12月舉辦一系列與館員共讀共學的「博物館歷史學六講微講座」，藉

由六個博物館在當前或未來組織營運上的關鍵議題，與館員交流討論「臺史博

2.0」的經營藍圖與發展策略。

本系列講座所設定的六個博物館議題分別為：「公眾史學」、「研究典

藏」、「展示研究」、「公共服務」、「數位轉型」與「空間營造」，由主講人

張隆志館長以兩套讀本做導讀，研究組呂怡屏助理研究員與談分享日本的博物

1 本文感謝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公共健康科學院博士生王亭涵協助六場講座初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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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經驗，希冀鼓勵館員在日常業務繁忙之餘，透過閱讀增進專業成長，在實踐

的過程中進行反思並建構新知識，藉此提煉屬於臺史博的「博物館歷史學」的

新博物館論述。

本文內容係上述六場講座的摘要統整，期透過「博物館歷史學」討論博物

館在當今時代社會的意義，重新認識與意識博物館工作，主動進行議題的倡

議，與社會溝通對話、發揮影響力。

二、公眾史學與博物館

作為歷史類博物館的臺史博，既面對學術社群，亦面對社會群眾，因此主

講人張隆志館長於第一場講座即以「公眾史學」為主軸，藉由梳理公眾史學的

起源、在臺灣的發展與特性、當今的趨勢，藉此拋出一個課題：館員們在博物

館中所實踐有別於傳統學院的歷史學或公眾史學，是否可以構築一個屬於臺灣

的公眾歷史學或者博物館學中的新領域—「博物館歷史學」。

（一）Pubic History於不同地方的發展脈絡

講座先爬梳Pubic History，其有不同的中文翻譯，本次講座使用「公眾史

學」稱之，以強調後續談及的歷史學之公共性。

公眾史學的發展脈絡有兩個起源地：第一個在美國，倡議學院人員從事學

院外的歷史學記憶跟知識的應用；第二個在英國，以社區教育等非學院機構為

主要對象，重視社區居民參與、探索歷史的大眾性與人民性。

回到臺灣，討論本地的公眾史學必須溯及到「大家來寫村史」這一個社會

運動的發展，分別有兩大脈絡：1980年代由吳密察教授所提出學理的脈絡，

以及於2007年由周樑楷教授主持、以彰化為主的地區史書寫與出版《大家來

寫村史》，以實際行動作為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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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眾史學四個實踐的面向

主講人進一步歸納公眾史學四個實踐面向。

首先是「實用性」導向，將歷史學、歷史的材料與記憶，應用於學院外的

場域，這是多數人普遍對於公眾史學的基本了解。

第二種為「趣味性」，不僅是語言或詞彙的使用更貼近大眾，更擴及使用

文字以外的各種不同媒體呈現，讓歷史可被不同的群體欣賞，更容易產生共感

的這種趣味性，是臺灣目前從事公眾史學的作品中之主流類型。

第三種是「參與性」，基於社會參與或是公民實踐理想下的大眾歷史書

寫，引用周樑楷教授的定義，即是「大眾的歷史、歷史是寫給大眾的、歷史是

由大眾來書寫」，同時也是「Every man is his own historian.」理念的落實。

第四種為「公共性」，此與當代臺灣、特別是跟博物館，尤其是歷史博物

館有非常密切的關聯，基於在一個民主社會、公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意識下，所

進行論述的公眾歷史書寫。

（三）公眾史學的挑戰

然而，臺灣的公眾史學尚未被明確定義，在近年論述或實踐逐漸發展的過

程中，我們也必須要思考幾個關鍵的課題。

首先，是與學院史學的關係，公眾史學者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更重要

的是學院的歷史知識如何走出象牙塔、走進大眾生活，成為新的歷史意識的

來源。

再者，是與社會溝通的企圖、分享與共同創造知識的能力，由公眾史學所

生產出來的歷史知識應具有協作、跨領域對話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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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思考「什麼是大眾」，如何生產以非學院、非歷史專業的讀者們，

可以共同分享、閱讀或是流通討論的歷史知識。

最後，則是「歷史與記憶」，有別於傳統史學以實證研究為主，我們今天

在討論公眾歷史的時候，並不是單純史實，而是更進一步與當事人的記憶，而

且是有溫度的、情感的、情緒的、甚至帶有各式各樣負面的、困難的記憶來對

話。特別是當博物館在討論歷史的重建，實際上是要處理不同歷史記憶競逐的

問題。

（四）以公眾史學發展博物館歷史學

未來的歷史學是一種對話式的歷史，在歷史研究跟記憶研究之間，公眾歷

史學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最核心的，即是要面對記憶政治、認同政治的新挑戰，

不斷去追尋新的、不僅只是學術，更是實踐的典範。

主講人總結道，從公眾歷史學的討論，與博物館歷史學的實踐，來構築屬

於臺灣的公眾歷史學這樣一種新的領域，是未來大家可以共同討論的課題。

圖1　臺史博近年推出《看得見的臺灣史》系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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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呂怡屏回應，可以從博物館人類學的發展—根基於1980年代後

現代的理論，批判人類學、博物館作為一個帝國主義產物而興起的批判性學

問，藉以思索、作為博物館歷史學的參照。

三、生產知識的博物館

典藏與研究，是博物館知識生產的基礎。在臺灣，博物館是一個身兼學科

研究與服務公眾導向等多重任務交織下的研究機構，同是也是一個公務單位。

第二場講座，主講人期望與館員共讀討論的主題，是在前述的認知基礎

上，思考發展出臺史博、乃至於臺灣博物館界的新的、具有公共性博物館意義

的研究典範。

（一）史料的多樣性與走入歷史田野

「臺灣的歷史要從田野裡面去尋找」—198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光直

教授成立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展開一個臺灣史研究方法取徑。這個田野或許不

僅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在廣義上可以涵蓋非官方、非限於文字紀錄，足以呈現

臺灣人民生活軌跡的各種事證。

臺史博在過去十年來的典藏與研究上，發展與累積自身很重要的兩個研究

傳統—史料的豐富性與解讀，以及走入歷史田野。

在文字史料之外，尚有聲音史料、口述歷史、物件研究等。主講人以館員

林孟欣的研究「臺郡永成號截結解冊」帳冊舉例，分享如何將物件研究置放於

近代到近現代臺灣商業史發展的視野下，做一個廣而深的解讀討論與長期性的

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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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臺史博亦長期致力於與地

方社群互動，並與各領域研究者建立

研究網絡，藉由走入田野採集歷史，

發展共同研究課題。主講人以館員陳

怡菁近年推展的流域學來說明，在館

員的推動下，與台江流域有關的地方

聚落、館舍夥伴，甚至是水利單位

等組織，共同組成研究社群，一起調

查、共學在地知識。

臺史博2.0，如何延續或者拓展

有關史料研究與歷史田野的可能性，

或是廣義的博物館歷史學所扮演的角

色，是未來發展的一個命題。

圖3　臺史博「職人開箱：水文化的跨域共
筆策展工作坊」海報

圖2　臺郡永成號截結解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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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典藏文物分類表一窺臺灣史知識的組成

臺史博的典藏品，從剛開館的五萬件，到今日超過十五萬件，透過文物典

藏分類表上數十種分類，以及公眾捐贈文物的制度，這些文物反映出各式各樣

歷史社會文化的脈絡，皆是共同構成臺史博獨特性的重要核心。與此同時，在

臺史博承接國家文化記憶庫2.0（以下簡稱「國文庫2.0」）後，即將迎來大量

的數位資料或稱之數位典藏。

從虛實典藏的整合，到如何以整體館舍中不同組織的立場，思考博物館的

典藏，並透過典藏來連結研究、展示，更進一步擴及到教育活動，是全體館員

都應一起思考的重要課題。

（三）議題化的典藏與研究取徑：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經驗

與談人以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民博」）的設置與發展脈絡

為例，介紹其如何思考博物館的研究跟典藏工作。

民博設立於1974年，當時日本正面臨高度的經濟成長期，逐漸對世界開

放，因此需要讓日本國民有一個認識世界的窗口，遂依據大學教育法設置一個

新型態、日本稱之為「研究型博物館」的單位，兼具學科研究與展示教育，呈

現日本對世界各大洲、地域的民族文化的理解。

以「國民認識世界之窗」為宗旨設立的民博，將典藏與研究一體化，以十

年為度，從蒐藏政策、蒐藏計畫、蒐藏行動與研究這四個面向來發展，透過研

究累積收藏，為了藏品再去開啟新的研究，以有機循環的方式持續運作。並以

研究為根基進行展示，再發展教育活動與社會接觸。

2016年．民博邁入博物館法人化後的第三期發展，進一步將研究定位在

具挑戰性與跨領域的方向，其中設置「特別研究」的項目，以面對人類社會與

地球環境的變遷，在當代科技發展，與地方適應的狀況下去探問，科技、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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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間，是一種合作、產生創造還是衝突破壞的關係，試圖找出新的方法回

應人類社會與環境共生的課題。

（四）博物館歷史學，以實踐為主的新型態學科領域

博物館歷史學，不僅是公共史學的新領域，亦是博物館學跟歷史學跨領域

的構築，除了方法論、知識論的內涵，更重要的，這是一個實踐性的學科，是

一個在包含田野的博物館實踐場域下，正在有機互動與成長的學科。

主講人期盼與館員一同思考，臺史博如何開創出一個新型態學科領域，如

何站在博物館行動者，特別是第一線行動者的立場與高度，在實務經驗的基礎

上逐步去形構出一套具體系、有別於學院史學的博物館歷史學深化與活化，形

塑新的歷史記憶，改變大家的歷史思維方式，這是未來臺史博2.0發展博物館

知識生產很重要的問題意識。

四、展覽中臺灣史與博物館意識的探索

展覽，是觀眾來到博物館或接觸博物館最直接的誘因與媒介，因此從展覽

意圖與觀眾進行什麼樣的溝通，乃至於要對展示做什麼樣的評論與研究、如何

看待展示與知識生產，都是探討博物館展示很重要的幾個關鍵。

與此同時，歷史博物館所處理的課題，不僅是回顧過去，同時亦是面對當

代跟指向未來。

主講人於第三場講座中導讀謝仕淵所撰〈博物館展示與歷史知識產生〉一

文，2由展示的時空脈絡、類型、媒介與展示理論等面向切入，討論臺史博在

2 謝仕淵，〈博物館展示與歷史知識產生〉，收入黃貞燕、謝仕淵主編，《博物館歷史學》（臺南：國立臺

灣歷史博物館，202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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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常設展之間的演變、展覽跟觀眾之間的關係，與館員一同思考臺史博2.0

要發展什麼樣的博物館展示、要對觀眾傳遞的訊息、要如何與不同的觀眾、社

群共創屬於大家的集體記憶。

（一）從展示所反映的時代立場

謝仕淵所著一文，係以其參與臺史博2011年甫開館時的常設展到2021年

常設展更新的策展經歷做展示分析—兩者的展覽導言分別以「斯土斯民：臺

灣的故事」、「臺灣，交會之島」呈現不同時代的切入觀點，以此梳理分析臺

史博在這十年內博物館與歷史知識生產的發展，以及如何回應世界局勢的脈

動、學界學說的演進，在展覽的敘事與傳遞的訊息上有什麼樣的轉折。

約與臺史博同一時期建立、世界上不同國家的歷史博物館，背後都試圖反

映一些價值跟立場—包括歷史博物館與社會的關係，博物館背後的歷史知識

生產。臺史博在最初的開幕常設展，「斯土斯民」的觀點是臺灣史學者、博物

館工作者共同提出對於當時臺灣史觀念理想型敘事的落實。

圖4　臺史博常設更新展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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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的常設更新展，不僅是學說的落實，更是奠基於博物館長達十多年

藏品蒐集與研究的基礎。從五萬件到十五萬件的藏品，這些典藏蒐集的過程部

分來自於社群與民眾集體的力量，透過這些具體的物件，以及背後所反映出來

生命史的故事，使抽象的臺灣史學說觀點，可以錨定在比較具體的人物或故事

情節中，對博物館產生非常生動、具體的意義。

（二）觀點開放與多元詮釋

常設更新展在觀念上更強調一種觀眾參與的展示設計，以及轉向更開闊、

後設的看法來思考臺灣的歷史，是最突出與最大的轉變。例如，原有的展覽單

元標題「唐山過臺灣」，轉向成為「山海之間的共存與競逐」；「鉅變與新秩

序」成為「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有別於過去對於史實的固定看法，在新

的版本裡更強調參與式、多元主體的集體記憶的敘事類型。

處理到當代議題與多元性的概念，在「大家的博物館」展覽單元，從具體

事件或案例，以及事件或案例所產生不管是口述的、影像的、物件的紀錄，提

供大家關於當代臺灣，或者大家的博物館，一種新的、開放式的想像。這種想

像某種程度也回應了臺灣在民主化社會之後，對於公民社會、對於政治共同體

想像的可能性。

（三）從土地出發，投身於世界

從「斯土斯民」到「交會之島」，主講人提到他寫在新常設展手冊專刊序

言中的觀察，常設展的轉變反映了原來以臺灣主體性、土地與人民的觀點，進

一步發展擴大，將這個島嶼上的土地跟人民的故事帶到了一個更宏觀、更流動

的世界史、全球史的宏觀脈絡中。透過一種動態連結角度，去看臺灣歷史發展

的進程，不同的區域、人、物乃至於觀念等等的流動以及交會。

在此之下，我們亦可以看到不論是公眾歷史學的觀點或是博物館歷史學這

樣的新研究取徑，都反映博物館發展的一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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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體共築的臺灣歷史

博物館作為一個溝通平台，展示是眾多不同的社會行動者的有效參與，以

及長期累積議題對話開展的成果。

這十年之間，除了常設展與常設更新展外，臺史博更有超過七十檔的特

展，這些展覽背後所反映的意義，是全體館員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跟文物的

捐贈者、博物館的參觀者或活動參與者、資源使用者，以及地方或者學界等不

同社群，共同完成的展覽，是一個複雜的、對話的、建構的過程—是不同的

展示觀點的交互，是關於臺灣史問題意識的探索。

（五）回顧與前瞻

主講人總結道，展示評論是奠基於展示研究上面的反思，藉由其所扮演的

是反思的、前瞻的、批判的、建構的、積極的、正面溝通的角色，更重要的

是，使博物館工作者從一個批判的角度來看待自己與他人的工作成果，藉此思

考未來臺史博2.0需要什麼樣的展示、希望發展什麼樣的展示。

講座尾聲，由與談人分享日本民博在2008年處理常設展更新時的作法，

突破過去博物館典藏的單一、權威觀點，轉向與不同社群合作，重新處理展示

與被展示者之

間的關係，希

望體現多元的

價值觀，將對

人的關心置於

環境與共生的

議題之下，回

應人類社會、

生存的課題。 圖5　臺史博常設更新展「大家的博物館」單元展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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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尋觀眾的博物館經驗

臺史博在開館初期，在前館長呂理政的推動下，發展文化平權，從展覽到

公共服務，關照身心障礙者、弱勢群體參與和接觸文化的權利，使其善用他們的

文化公民權進而參與社會。時至今日，這個理念也成為文化部的主要政策之一。

主講人在第四場講座以過去擔任公共服務組長羅欣怡所著〈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友善平權實踐〉3一文，整理與爬梳這一段臺史博很重要的實踐軌跡，

也是未來討論與發展觀眾經驗上很重要的基礎。

（一）誰的博物館經驗

最初，博物館是以服務特定人士與知識而存在。當代的博物館則更要回應

與照顧不同的社會群體，是對大眾開放、具有親近與共融等特性。

講座一開始，主講人首先請館員們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當我們討論博物館經驗時，我們討論的是誰的博物館經驗？博物館為誰存

在、為何存在、如何存在，誰是博物館的使用者，是館員、是觀眾嗎？是什麼樣

的觀眾呢？除了參觀者之外，出版品的讀者、參與活動的人、使用資源的人也是

博物館的觀眾嗎？面對不同的觀眾，博物館必須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務跟教育。

而開館至今累積的觀眾研究的基礎，對於業務本身跟未來博物館的發展，

能提供什麼樣新的思考角度跟視野呢？

以觀眾研究的取徑來看，從不同管道接觸博物館的觀眾，和不來博物館的

非觀眾同樣重要，從觀眾的來館動機—為何而來、為何不來，到觀眾選擇參

3 羅欣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友善平權實踐〉，收入陳佳利主編，《當我們同在一起：博物館友善平權

實踐心法》（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22），頁12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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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什麼樣的館舍，以及他到館舍之後的體驗、體驗之後的評價，乃至於他是不

是會繼續來館。

從這些問題出發，希望觀眾研究可以朝向長期、深度與累積的方式蒐集數

據，並加以分析，讓館員可以更了解服務對象，作為臺史博2.0推展各項計畫

的重要參考。

（二）教育服務、社群培力與核心價值

主講人接續分享他收到與文化平權相關的新資料與想法，可從三個層次著

手，分別是「教育服務」，從硬體設施與導覽服務，提供不同群體都能夠參與

博物館的公共服務基礎；進展到「社群培力」的階段，發展專業知能與文化展

演；最後是能夠回應「核心價值」，營造平等的機會，創造人與人與博物館的

連結。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於2022年通

過「博物館」的最新定義，在提供觀眾教育跟休閒娛樂的基礎上，加入兩項新

概念：「反思」與「知識的共享」。新倡議的博物館定義，對於新世代的博物

館，或者說進一步連結臺史博2.0關鍵字中「幸福感」的討論，在未來會有什

麼樣正面與深遠的影響，提供博物館從業人員一個新價值的思考途徑。

圖6　臺史博文化平權專案活動，因應社會趨勢，針對高齡觀眾設計適宜的服務活動。

╱   187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博物館歷史學微講座」側記 

／ 報 導 ／



（三）觸摸後就會知道，知道後就會有所改變：日本民博經驗

與談人以日本民博開發多元感官體驗的博物館展示為案例，來討論展場作

為友善平權教育場域，如何以「人人均可體驗博物館的樂趣」為依歸，促進視

覺與聽覺障礙者可以自在與自由的享受博物館設施與服務，以達到「探索群體

共同建構社會溝通方法」的博物館中期發展計畫目標。

在2021年的特展「觸摸！的大博覽會」，這個研究計畫與展覽的發起人廣

瀨浩二郎教授，在13歲時全盲，他有曾經看得見與看不見的雙重經驗，以此

反思整個博物館展覽，乃至於社會過度依賴視覺來傳達訊息的溝通模式，因此

在這次的展覽中以觸覺為主、聽覺為輔來設計展示手法與觀眾體驗。

在展覽入口有一段話：「你摸了之後你就會知道，知道了之後就會有所改

變」，它打造的不僅是讓身心障礙者可以親近的展覽，同時也讓一般大眾透過

不同於過往、新的感官接受訊息的方法，進而去了解、產生一些改變。

博物館不只產出知識，更是透過一個實踐理念的過程，打破固有的價值觀

或行為，增加對社會各層面的觀照。更是可以作為一個增進人跟人之間的連

結、共感同理的平台與機制，希冀大家由此試著去體會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種不

同的人群。

六、博物館的數位轉型

臺史博升格之後，在組織上成立了目前全國首個博物館數位創新中心（以

下簡稱「數創中心」），一方面因應當前全球科技發展的潮流，以及博物館運

用科技的趨勢；另一方面是承接國文庫2.0，透過匯集國內許多重要博物館與

典藏機關的數位素材、開放資料，目標是讓國文庫成為臺灣文化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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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開啟第五場微講座的共讀與討論：博物館軟硬體的提

升以及數位資料蒐整與應用。

（一）從圖書資訊小組到數位創新中心

主講人首先分享黃凱祥〈運用數位科技提升與創新館藏資源近用：以國立

臺灣歷史博物館為例〉4一文，與館員一同回顧臺史博過去十年來運用數位科

技提升展場服務，以及館藏資源近用的具體成果。

黃凱祥在文章中提到，以典藏為核心所規劃的文物典藏系統，後續更成為

文化部共構發展文物典藏系統的參考。同時，以典藏管理發展數位典藏應用，

陸續建置主題資料庫，分門別類提供不同的內容與功能，後續更以「臺灣史數

位資源整合入口網」，服務博物館的另外一群使用資源的觀眾，是國文庫2.0

整合資源很好的借鏡。

同時，臺史博扣緊線上跟線下博物館資源，將有展出時效性的實體特展，

透過720度環景的拍攝與線上平臺的規劃，讓展覽的內容在卸展後，仍可以繼

4 黃凱祥〈運用數位科技提升與創新館藏資源近用：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例〉，收入徐典裕主編，《博

物館數位轉型與智慧創新》（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22），頁40-52。

圖7　國家文化記憶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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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提供觀眾主題性的臺灣史資源。除此之外，更有「虛擬實境」的展覽體驗開

發，讓觀眾可以透過互動、沈浸的角度，來認識臺灣歷史。

在未來的發展上，主講人進一步分享數創中心首任主任石文誠所著〈博物

館的數位創新是什麼？〉5一文，從前瞻的角度討論數位治理、數位人文、數

位服務與知識平權這四個面向的前景與規劃。

該文以四個F來切入，Focus：知識探索上的強化；Fun：使用者體驗的增

強；Fair：智慧環境的建置；Fans：資訊軟硬體提升跟服務界面的改善。

（二）綜合資料學的開展：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經驗

最後，由與談人分享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以下簡稱「歷博」）正在

發展的綜合資料學，希望為數位典藏或者國文庫2.0提供參考的案例。

近年，歷博在累積日本史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創造出一個新的學問的

領域—綜合資料學，透過串聯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運用不同的學科方法，進

5 石文誠，〈博物館的數位創新是什麼？〉，《臺灣經濟研究月刊》45卷7期（2022.7，臺北），頁91-97。

圖8　臺史博線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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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共同研究，建構新的日本史樣貌，並結合數位科技與建置資料庫，加強應用

的可能性。

在這個研究網絡下，有三個彼此互相循環的部門支撐，由人文情報部做資

料的蒐整思考，並開發可以涵蓋不同學科需求的資料庫；第二個部門是跨領域

結合研究，以結合文科跟理科的研究計畫，創造出綜合性的研究課題；第三個

部分是地方串聯跟教育活動，試圖與大學或地方博物館合作，將複雜的研究跟

成果向社會公開，以及促進地方資源共享，他們的目標是為使用者提供更多細

緻、或從未想過的切入點與資料。

（三）數位科技下博物館的核心

日本歷博的案例，提供當前以博物館資料數位與開放為趨勢下，另外一種

層次的思考：它的數位轉型想要推動的是一種新型態的歷史知識生產的方式。

主講人於講座尾聲分享王嵩山《博物館思想與社會行動》一書，從社會行

動的脈絡裡面考察博物館的定位與功能，邀集館員一同思考：從科技的前瞻與

博物館核心的價值，臺史博作為專業的歷史博物館，需要什麼樣的數位轉型？

如何有效提升基本的軟硬體服務？如何有效且充分的運用科技的技術在不同的

博物館領域，以建構數位博物館的目標，並達到比較實質性與有效的落實？

七、以與自然互動為思考的空間想像

臺史博在升格的同時，也開始迎來軟硬體的二期建設，如何想像新的空間

營造，誰在博物館內、誰使用博物館空間等，皆是第六場講座共讀的課題。

（一）動態的空間營造

臺史博空間範圍是有二十公頃大的園區，於2011年開幕時，便將整體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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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做了敘事性與整體性的規劃，包括以「渡海」、「鯤鯓」、「雲牆」、「融

合」四個與臺灣意象相關的概念為建築體的設計核心，同時也保留了綠地、湖

泊，裡面的動植物、各方走動的人，都是博物館的資產、服務的對象。

主講人希望大家試著超越傳統以建築為主體的空間思考方式，以一個歷史

園區的角度，探索在既有建築、自然生態之下，未來新的建設的風貌與功能。

這不僅是學理上的討論，而是更廣泛地牽涉到大家對於空間、機電、維運等實

務工作上的思考。同時也涉及到在博物館工作中的人、參觀者、生活在其中的

動植物等，空間的營造不是一個完成後靜止的過程，而是動態、有機的與整個

環境做互動調整。

主講人以高雄的佛陀紀念館為分享案例，該館與臺史博同年開館，也以

「大家的博物館」為理念經營，不僅是宗教民俗的代表景點，同時也是一個重

圖9　臺史博歷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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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環境生態園區，在相關措施與服務上逐步推動淨零永續，以落實「人間淨

土」的價值概念。

（二）地景、文化與博物館：日本的博物館經驗

以一個整體園區的角度來想像博物館空間時，可從以下幾個角度思考：

建館目的與環境的特質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室內的展示與教育活動的經營如

何與周遭環境產生關聯，意圖帶給參觀者什麼樣的參訪體驗？在這之中，已

不是以建築為主要媒介，而是藉由建築來強調與自然的連結，強調一種文化

性的感受。

與談人以日本瀨戶內海的離島美術館為例，分享當地在經歷環境污染後試

圖恢復生態，以美術館為媒介來重新規劃自然景觀，建築體的設計以一種比較

不打擾的方式融入至周遭環境。內部細節上希望參觀者可以在這個空間裡自由

就坐，觀看水滴的流向、感覺陽光照射與風的來去，營造讓參觀者可以體會人

跟自然共生的氛圍。

與談人接著介紹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案例，博物館與

當地傳統族群共生，在建築設計上強化該文化特性，選擇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

的建築形式與圖騰柱，透過一面大窗望向戶外的海與石灘，即使現在人群已不

在此地生活了，在與現地自然的連結的空間營造下，仍可感受先人的生活環境

與方式。

這些博物館空間營造的例子，提供不同的視野，想像與看待自然環境、文

化跟博物館三者之間的關係。

（三）動物友善的園區生態治理想像

講座最後，主講人邀請公共服務組的館員吳宜蓁，分享他對臺史博園區的

生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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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博園區有大片

的綠地、濕地與湖泊，

在全臺灣甚至世界其他

博物館場域來說非常難

得。在整個園區中，他

印象深刻的是「未來之

島」這個公共藝術作

品，呈現原初臺灣尚未

經人為開發的樣貌，

不僅點出臺灣位在北緯

23.5度而具有生物多樣性的特質，也是藉此提出未來可以與生態和平共處的

反思。展示教育大樓旁邊的大湖是不少遊客或者動物駐足之處，在過去常見

的建築開發案來說多半會填平湖泊，而臺史博將之保留下來，表示本館注重

人與水、與土的關係。

目前園區的管理，是以人為出發點來思考的高度管理，他分享一些在園區

內的生態觀察，提出另一種友善動物權的博物館空間觀點。例如在勤於掃除的

觀念下另類剝奪民眾去親近自然的機會，是否能適時地讓果實與落葉可以在地

上停留一段時間，散步的民眾可以去觀察或者撿拾作為藝術創作的素材。又例

如園區建築體上的大片玻璃潔淨且光亮，卻容易有視覺穿透，對於飛行中鳥類

並不友善。以及在鳥類繁殖與育雛時期，除了人為因素之外，湖內的外來種魚

類也危害雛鳥的成長。

未來在思考博物館空間時，也可以從生態的角度來重新觀看跟經營園區，

達到園區內生態的共存與平衡。

圖10　臺史博展示教育大樓入口前方的「原初臺灣，未
來之島」公共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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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本系列「博物館歷史學六講」，提出六個議題與館員共讀討論，希望可以

拋磚引玉讓大家接觸與思考重要的博物館學課題，透過學理或實踐案例的刺激

跟想法，逐漸累積個人專業的成長。

主講人期望全體館員們一同從全館的角度、從臺史博2.0的高度、從臺灣

面向世界的深度，思考臺史博2.0的與博物館歷史學的開創與未來。在成為專

業歷史博物館的目標理想下，區辨承辦博物館業務的公務機關，跟具備強大公

務能力的專業博物館，這兩者之間本質上的差異，有沒有辦法透過新的思想與

實踐動力，慢慢地為自己、為下一代的博物館從業人員開創一個新的可能性。

想像一下，下一個十年後、迎來開館二十周年之際，臺史博要交給臺灣、

交給觀眾、交給我們自己一個什麼樣的博物館、臺灣史與博物館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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