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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博物館認識獨立運動：

首爾歷史散步

王亭涵*1

前言

博物館本是歷史教育中重要的現場教育場所，現今學習「歷史」不再是僅

限於文本識讀，而是更可以透過數位科技輔助，連結線上與線下的學習，抑或

是在各種場域中透過戲劇演出形式，重現過往歷史情境等。2019 年為韓國三一

運動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百週年紀念，在這個啟蒙韓國人民獨立意識並且付

諸行動的代表性節日中，韓國各地皆有舉辦紀念活動。本文針對首爾特別市政府

整合市內的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首爾市立博物館與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等博

物館所進行的規劃行銷活動進行觀察，該系列活動成功串連博物館與學校，使

博物館教育從單點擴展成線與面，創造學校、博物館與政府機構的三贏局面。

一、博物館的場域學習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在 2019 年於京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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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博物館」之定義，將重點置於「為了服務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即以公

眾利益為準則，使博物館不僅為收藏庫，更是創造大眾記憶的場所。

創造觀眾參觀博物館的意義，是現今博物館規劃展覽及活動的核心概念。

博物館提供研究、展示及典藏的同時，也具有教育意義。因此，「學習歷史」

對於多數人而言可能代表沈悶無趣，過往都是透過教科書習得相關知識；但隨

著近來公共史學的推廣，博物館也捨棄運用艱澀語言，轉向以大眾易於理解、

接受及參與的方式，藉由文本轉譯等方式，讓歷史以多樣的面貌呈現，也使博

物館成為課外教學及現場學習的場域，期盼觀眾除了體驗臨場感外，更可透過

感同身受的心境，獲得更深刻的感受。

另一方面，2019 年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的《博物館美術館振興中長期計

畫（2019-2023）》提及，韓國於 2013 年至 2018 年，全國的文化展館從 911 

間（博物館 740 間、美術館 171 間），到 2018 年增為 1,124 間（博物館 873 

間、美術館 251 間），但平均使用率在 2018 年卻僅為 16.5% 。1 博物館經營

管理面臨的最大困難在於，博物館參觀人數逐年下降，不僅影響博物館每年的

營運預算，更直接影響私立博物館的存廢。因此，博物館在基本功能之外，也

更積極透過產學合作、資料庫建置等方式進行保存並公開研究成果，以便利相

關研究與發展。

過往，各博物館間多作為獨立個體進行營運與行銷推廣，而隨著資訊平

臺發達，以及經營管理模式轉變，博物館也需要以串連的方式主動出擊，使

大眾接觸博物館資訊得以更加便利，並增加走進博物館的機會。本文即針對

首爾市政府在 2019 年間針對三一運動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獨立百週年所辦理

的系列活動進行觀察，藉以了解政府機構如何扮演串連學校及博物館的媒介

與功能。

1 박물관·미술관진흥중장기계획（2019-2023），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https://www.mcst.
go.kr/kor/s_notice/press/pressView.jsp?pSeq=17342，20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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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韓民國的起點

1919年為大韓民國重要的一年，該年度被視為大韓民國的起點。1919 年 3 

月 1 日為朝鮮高宗暨大韓帝國開國皇帝李熙的葬禮；同日，韓國獨立運動家於

漢城（現更名為首爾市）塔洞公園進行人民集會並宣讀《獨立宣言書》，而後

群眾高喊「大韓獨立萬歲」，使當時人民情緒群起亢奮，「三一運動」因而揚

起，其首發於首爾與平壤兩地，後有其他地方跟隨，口號響徹朝鮮半島，故又

被稱為「萬歲運動」。

同年 4 月 11 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於中國上海成立，並制定《大韓民國臨

時政府憲章（대한민국 임시 정부 헌장）》。現行《大韓民國憲法》前文有言：

「係繼承由三一運動所催生建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法統」；2 現任韓國總統文

在寅於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101 週年紀念儀式的致辭，首句亦表示「大韓民國

臨時政府是成就今日韓國的根基，也是大韓民國的法統，更是一種精神。」3 

由此可知，三一運動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在韓國近現代史的重要性。

2014 年起，韓國國內七大宗教團體（7대 종단 지도자）
4 領袖與市民團體

總召組成「三一運動 100 週年紀念事業促進委員會」（31운동 100주년 기념

사업추진위원회），辦理紀念三一運動相關事宜，並提供相關單位之資源協

助。該會自 2016 年正式營運，並於 2017 年起招募 310 名國中以上的首爾市市

民共同參與成為委員會成員，預計於 2021 年於首爾市西大門區成立大韓民國

臨時政府紀念館。此將是繼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白凡金久紀念館、安重根義

士紀念館之後，又一座「提升韓國歷史正統性」的重要設施。

2 《大韓民國憲法》正文，國家法令情報中心，http://www.law.go.kr/lsInfoP.do?lsiSeq=61603&ef
Yd=19880225#0000，2020/09/07。

3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101 週年紀念儀式致辭，駐臺北韓國代表部，http://overseas.mofa.
go.kr/tw-zh/brd/m_1447/view.do?seq=759784，2020/09/07。

4 韓國七大宗教團體領袖包含基督新教、佛教、圓佛教、儒教、天道教、天主教與韓國民族宗
教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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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爾特別市的紀念活動規劃

2016 年起，首爾特別市政府即著手辦理該市內的三一運動紀念活動，並

於 2018 年起整合轄下資源，於 2019 年度正式辦理三一運動紀念活動。

首先，為整合三一運動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的相關資訊，首爾市政

府與三一運動 100 週年紀念事業推進委員會共同創建「三一運動 100 年，大韓

民國 100 年（31운동 100년, 대한민국100년）」網站，
5 以報紙版面風格，將

三一運動歷年相關新聞剪報進行系統性整理，並於網站中呈現（圖 1、2）。

首爾市政府另外經營「我手中的首爾（내손안에 서울）」以及「獨立運

動家的夢官方網站（‘독립운동가의 꿈’ 홈페이지）」兩個官方資訊平臺，
6 以

資料庫的形式，使大眾得以更有系統地學習及認識相關資料與活動。大眾亦可

透過「三一運動 100 周年首爾市紀念事業官方網站 （3‧1운동 100주년 서울

시 기념사업 공식 홈페이지）」，
7 更全面了解三一紀念活動的辦理情形。

根據首爾特別市教育廳民主市民生活教育科所公布的《31 運動暨大韓民

國臨時政府設立 100 週年紀念事業推進計畫（3.1운동 및 대한민국임시정부

수립 100주년 기념사업 추진 계획）》，當中又將「帶著三一運動邁向未來

（3.1운동을 담아, 미래로）」作為博物館與學校所分別與執行的項目。透過

表 1 整理內容可知，各項內容分別為「以感動重生的獨立運動（독립운동, 감

동으로 되살리다）」、「三一運動精神！從教室開枝散葉（3.1운동 정신!, 교

실에서 피어나다）」，以及「保存眼淚與吶喊以及想像未來（눈물과 함성을 

보존하다 그리고 꿈을 꾸다）」。

5 「三一運動 100 年，大韓民國 100 年（3‧1운동 100년, 대한민국 100년）」網站，http://
seoul100.kr/，2020/08/03。

6 「獨立運動家的夢（‘독립운동가의 꿈’ 홈페이지）」網站，http://kkum.prkorea.com/，
2020/08/03。

7 「三一運動 100 周年首爾市紀念事業（3‧1운동 100주년 서울시 기념사업 공식 홈페이지）」

網站，https://map.seoul.go.kr/smgis/webs/main/main.do?mode=years100，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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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一運動 100 年，大韓民國 100 年（3·1운동 100년, 대한민국100년）」網站封面

資料來源：「三一運動 100 年，大韓民國 100 年（31운동 100년, 대한민국100년）」網站，首爾市政府、

三一運動 100 週年紀念事業推進委員會，h�p://seoul100.kr/，2020/08/03。

圖 2　「三一運動 100 年，大韓民國 100 年（3·1운동 100년, 대한민국100년）」網站首頁

資料來源：「三一運動 100 年，大韓民國 100 年（31운동 100년, 대한민국100년）」網站，首爾市政府、

三一運動 100 週年紀念事業推進委員會，h�p://seoul100.kr/，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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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1 運動 100 週年，我們務必要記得的事」網頁

資料來源：「我手中的首爾（내손안에 서울）」網站，h�p://mediahub.
seoul.go.kr/archives/1212592，2020/08/03。

圖 4　「獨立運動家的夢（‘독립운동가의 꿈’ 홈페이지）」

官方網站首頁

資料來源：「獨立運動家的夢（‘독립운동가의 꿈’ 홈페이지）」網站，

h�p://kkum.prkorea.com/，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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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首爾特別市辦理三一運動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百週年系列紀念活動

主題 內容

獨立運動，在感動中重生（독립운동, 감동으로 되살리다）

1-1
跟隨獨立運動的足跡

（독립운동의 발자취를 따라서）

到南韓北間島或中國上海及杭州拜訪大韓

民國臨時政府與獨立軍的活動場所。

1-2
東亞青少年，談論和平

（동아시아청소년,평화를논하다）

聚集韓、中、日三國的學生，討論東北亞

的和平議題，並舉辦東北亞歷史體驗營。

1-3
獨立運動在心中相遇

（가슴으로 만나는 독립운동）

於世宗文化會館演出獨立運動家崔在亨

（최재형）生平的音樂劇《페치카》。

三一運動精神！從教室開枝散葉（3.1운동 정신!, 교실에서 피어나다）

2-1
針對教師的三一運動主題研習

（교사를 위한 3.1운동 주제 연수）

至首爾地區與三一運動相關的人文場所

探訪。

2-2
三一運動的教材開發與推廣

（3.1운동 교육자료 개발‧보급）

透過《抗日音樂330首》彙編，以歌曲學

習獨立獨立精神。

2-3
師生論壇：從獨立宣言到未來宣言（사제

동행 포럼,‘독립선언에서 미래선언으로）

藉由師生的分享與討論，傳承三一運動的

獨立精神。

收藏眼淚與呼喊聲以及懷抱夢想（눈물과 함성을 보존하다 그리고 꿈을 꾸다）

3-1
三一運動抵抗外侵的紀念

（3.1운동외침의기념）

從 3 月 1 日到 4 月 11 日定為「 3.1 運

動紀念週」，每所學校自行準備相關內容

課程授課。

3-2
校內獨立運動的汗水與聲音

（학교가지키는독립운동의땀과함성）

利用三一運動諒解備忘錄簽署組織和韓國

臨時政府 100 週年項目促進委員會所發

布的《獨立宣言》，進行「輕鬆正確閱讀

獨立宣言」的活動。

3-3
尋找校園中獨立運動之路（학교가찾아가

는독립운동의길）

學生自主規劃探索國內外獨立運動的遺

物，特別是保存獨立運動的遺物，或正進

行紀念展示的學校。

說明：內容翻譯自首爾特別市教育廳民主市民生活教育科所公布的《31 運動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設立 100 
週年紀念事業推進計畫（3.1운동 및 대한민국임시정부수립 100주년 기념사업 추진 계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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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爾歷史散步

2019 年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100 周年紀念，首爾市特別市教育廳與

市內的首爾歷史博物館、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與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以「首

爾歷史散步（서울역사 올레길）」為主題，共同簽訂《「首爾歷史散步」共

同營運備忘錄（‘서울역사올레길’ 공동운영을위한양해각서）》，將各場域作

為近現代史教育的空間，整合各館所擁有的豐富歷史資源與物件，再透過教育

廳召募參與者學習近現代史，使三一運動議題廣為社會大眾認知。

正如同《被展示的傷口：記憶與創傷的博物館筆記》（陳佳利，2007：

49）所言：「博物館是以透過有形的物件及展示，將其紀錄與保存在地與民眾

的記憶。其提供觀眾經歷創傷事件之體驗，讓不曾經歷過災難事件之觀眾，經

由想像、模擬達到移情作用，產生虛擬創傷體驗之第一時間。接著透過博物館

讓觀眾得以透過博物館的展示架構來詮釋理解災難的意義，構成創傷經驗的第

二時間。最後以不斷重複討論與詮釋成為必要，構成第三時間的形式」，該備

忘錄的規劃內容，是利用博物館的場域與資源，補充學校教育中的文本學習。

透過不同性質的博物館提供歷史遺址、展覽及影片等，使學生藉由空間體驗、

文物觀覽與展版說明，了解歷史事件如何發生。藉由觀看留存的影像資料及聆

聽口述訪談，得以瞭解當事人的感受與經驗，並反思如何預防事件重演。

該活動由首爾特別市教育廳民主市民生活教育科（서울특별시교육청민주

시민생활교육과）統籌主辦，並由學校與博物館共同辦理，目的在於回顧以首

爾市為中心的三一獨立運動發展歷程。8 9

在「首爾歷史散步」項目中，又被細分兩項子項目，分別為「守護歷史，

8 서울역사박물관 교육 연계 프로그램 <서울 역사 올레길> 운영（首爾歷史博物館教育連

結計畫「서울역사올레길」），首爾歷史博物館，https://museum.seoul.go.kr/www/board/NR_
boardView.do?bbsCd=1015&seq=20190326133144709&sso=ok，2020/08/03。

9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2019。歷史共感，24。http://www.much.go.kr/webzine/vol24/sub2-7.html，
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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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一運動的相遇（역사지킴이, 3·1운동을 만나다）」與「三一運動百周年

紀念中，高中教師博物館進修（3·1운동 100주년 기념 중·고등교사 박물관 

연수）」。前者以參觀各博物館所策劃的三一運動百週年紀念特別展覽與活動

為主，路線規劃為從首爾歷史博物館出發，再前往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與大韓

民國歷史博物館（圖 5）。以時序列方式，使學生了解三一運動及之後的獨立

運動發展與展望。後者以中學教師為主要培訓對象，希望透過參訪各博物館策

劃的展覽與活動，進行歷史現場探查，並邀請專家學者演講等方式，使教師於

進行近現代史教學時，得以活用博物館資源。

圖 5　首爾歷史散步路徑規劃

資料來源：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2019。歷史共感，24。http://www.much.go.kr/webzine/vol24/sub2-7.html，
2020/08/03。

參與「首爾歷史散步」的首爾歷史博物館、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與大韓民

國歷史博物館，運用各自收藏文物與場域特性進行展覽規劃。三館以三一運動

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作為特展主軸，耙梳三一運動與後續的獨立運動的歷

史脈絡，3 館的特展資訊整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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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首爾歷史散步」期間各博物館當其相關展覽

博物館 特展名稱 展覽簡介 展覽時間

首爾歷史博物館

首爾與平壤的 3.1 運動

서울과 평양의 3.1운동

三一運動準備及發生過

程中的憤怒、不安與聲

音等感受，以及後來關

押於監獄的獨立運動家

的痛苦與恐懼。

2019.3.1～

2019.6.9

目前提供線上

展覽

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

文化遺產 100 年前的那天

문화재에 깃든 100년 전 그날

以監獄原址為展示空

間，展出 100 年前抗

日人士的痕跡。以監獄

空間進行現場展示，說

明當時抗日情況的艱難

與環境，藉由保存此監

獄的文化資產，進而強

調身為韓國人的驕傲。

～20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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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特展名稱 展覽簡介 展覽時間

베이징 독립운동의 세 불꽃

北京的韓國獨立三傑

韓國獨立運動家李會榮

（우당）、金昌淑（심산）

與申采浩（단재），代表 

1910 年代到 30 年代

抗日知識分子的時代精

神，並說明當時北京的

獨立運動狀況。

2019.05.02～

2019.05.26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

大韓獨立那天的到來

대한독립 그날이 오면

透過當時大量的判決書

以及相關影像，了解曾

經參與三一運動民眾們

的情況。藉由 17 位參

與者的判決書及影像，

使大家能生動了解當時

參與者的人生故事。

2019.02.22～

2019.09.15

目前提供線上

展覽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三館展覽資訊。

（一）首爾歷史博物館（서울역사박물관）

首爾歷史博物館為城市博物館，隸屬首爾市政府。1985 年起草規劃，1997 

年成立，名為首爾市立博物館，2001 年改組為今名。館內展覽著重首爾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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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時間跨度從史前時代到現在。首爾歷史博物館也管理

市內 9 處文化場館與遺址，包含見證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歷程的「京橋庄」；朝

鮮王朝後期的皇室住所「慶熙宮」；透過縮小模型與科技技術重現 16、17 世

紀的漢陽，為朝鮮時代軍器製造處的「軍器寺文物展示館」；呈現首爾市區域

發展、都市再造以及慶熙宮宮牆遺址的「敦義門展示館」；展示過去作為足

球場及棒球場挖掘出的文物，以及紀念東大門作為 80 年代體育與文化重心的

「東大門歷史館」及「東大門運動紀念館」；可將北村風景盡收眼底，並為日

本殖民時期的代表性韓屋「白麟濟故居」；紀念清溪川復原工程的「清溪川博

物館」；以及展示從朝鮮時期至近代漢陽歷史的「漢陽都城博物館」等。

在首爾歷史博物館主館的特展「首爾與平壤的 3.1 運動（서울과 평양의 

3.1운동）」，展示當時獨立運動家如何策劃三一運動，感受當時運動家的憤

怒與不安，以及被關押在監獄時感受的痛苦與恐懼。

該特展分為 4 個階段展示。首先是「籌劃三一運動」，藉由當時留下的

影像，獲知與印製《獨立宣言書》的過程，尤其在展覽當中，更能一覽 4 份獨

立宣言書，分別為《獨立宣言書普成社版（독립선언서 보성사판）》、《獨

立宣言書新聞館社版（독립선언서 신문관판）》、《印刷版大韓獨立宣言書

獨立宣言書（인쇄된 대한독립선언서）與《大韓民國議會獨立宣言書（대한

국민의회 독립선언서）》等。第 2 階段為「發動三一運動」，對比過去的地

圖與照片，了解三一運動的活動規模與範圍。第 3 階段為「地下報紙與聲討檄

文」，在 1919 年 3 月至 7 月間共有 30 多種報刊及其他傳單發行，分別使用韓

文、漢文與插圖的方式進行傳播，除了具有反抗官方言論功能之外，更使三一

運動跨越階級，成為當時的全民運動，並且三一運動傳遞的最大媒介。最後為

「鎮壓三一運動」，展示日本殖民時期首爾市民遭到粗暴鎮壓的經過。根據展

覽資料顯示，在三一運動發生時，全韓國有總人口數的 8 分之 1、約 200 萬人

參與，首爾市內更有 46,948 名市民被囚禁、15,961 名受傷以及 7,509 名死亡。

面臨日本殖民統治之際，卻也是韓國人民最為積極發聲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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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서대문형무소역사관）

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1908 年啟用，當時名為京城監獄，1919 年為關押

三一運動參與者的主要地點，於 1988 年指定為國家遺址、2007 年指定為國

家顯忠設施，現由西大門區都市管理公團營運。在文化財廳主導下，該館於 

2019 年辦理《文化遺產 100 年前的那天（문화재에 깃든 100년 전 그날）》

特展，與《北京的韓國獨立三傑（베이징 독립운동의 세 불꽃）》特展。

《文化遺產 100 年前的那天（문화재에 깃든 100년 전 그날）》特展，於

現場展示的部分，圍繞幾項被登錄為「重要文化資產」的文物進行歷史詮釋。

展覽主要有 3 部分，第 1 部分重點放在展示登記第 730 號的重要文化資產，係

為日本殖民時期政府主要監視對象的人物資料卡，又稱受刑記錄卡（일제 주

요감시대상 인물카드，수형기록카드），該文物揭露 4,857 名獨立運動家的

資料，並介紹獄中生活。第 2 部分是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為人民的希望為主

軸，介紹登記第 740 號的重要文化資產《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計劃草案》，

係一份以漢文與韓文混合書寫的手寫文件，當中描述建國政策等內容。第 3 部

份以光復為主題，展出登記為重要文化資產第 442-2 號的白凡金九遺墨「慎

其獨（신기독）」；及登錄第 576 號，歌詞以韓文、中文及英文寫成，並於 

1945 年出版的「韓國愛國歌樂譜（한국애국가 악보）」等。透過展示重要文

化資產，使大眾感受到獨立運動家熱愛國家的精神。

《北京的韓國獨立三傑（베이징 독립운동의 세 불꽃）特展，係同年 5 月

由李會榮（우당이회영）的友堂紀念館、金昌淑（심산김창숙）的心山金昌淑

紀念館及申采浩（단재신채호）的丹齋申采浩先生紀念事業會，與大韓民國歷

史博物館、首爾特別市共同策劃，講述被稱為北京三傑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除了上述兩特展之外，該館亦同時提供一項體驗活動。觀眾

可以透過事先預約，在館內體驗當時被收押的獨立運動家獄中生活，像是外出

時戴上頭套，被蒙面、雙手被綑綁、以及長時間待在不到 6.6 平方公尺（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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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的牢房的艱難時光（圖 6）。

（三）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대한민국역사박물관）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源自 2008 年當時總統李明博宣布籌劃「現代史博

物館（현대사박물관）」，翻修改建光化門廣場前的原文化體育觀光部大樓，

2009 年更名為「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後於 2021 年開館，見證並典藏韓國

歷史。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朱鎮五館長於官網的歡迎詞中表示，「大韓民國的歷

史啟始自 1919 年 3 月 1 日的獨立運動與同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在經

歷 1945 年自日本政府解放與 1948 年大韓民國政府成立迄今，大韓民國歷史博

物館期待以客觀角度解釋現代史，期許成為以經驗達成和解及治癒歷史創傷的

博物館。」10

「大韓獨立那天的到來（대한독립 그날이 오면）」是該館紀念特展，主

要分為兩部分。前半部為「緬懷 1919 年」，在三一運動發生當時，有許多人

與周遭親朋好友一同高呼口號、起身反抗，有些人則書寫宣言書與檄文，分派

給群眾。三一運動不僅發生於首爾，更擴散至全國各處，參與的人不限士農工

10 致辭，「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網站」，http://www.much.go.kr/zh/contents.do?fid=06&cid=01，
2020/08/10。

圖 6　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

活動體驗

資料來源：大韓民國歷史博物

館，2019。歷史共感，24。h�p://
www.much.go.kr/webzine/vol24/sub2-
7.html，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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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展場當中堆疊呈現大量的判決書，使三一運動更具震撼力。令人感到刻骨

銘心的 3 月 1 日，不僅是有一些人的生離死別，更是不少人與過往生活的分界

線。透過現場展示 17 位人士的人生故事，述說這場革命所帶來的變化；觀看

他們積極參與的歷史痕跡，也同時告別之前苦悶的時代。

後半部為「臨時政府的人們，懷念祖國」，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地點

上海為據點，展示多頁的《獨立新聞》版面，講述從上海到重慶的活動歷程；

最後再將視線帶往海外，了解其他地方的活動狀況，展示當時人們所面臨的困

境，以及堅守獨立運動使命的決心。

五、近現代史的教育推廣及借鏡

博物館擁有大量文史資料與典藏品可作為歷史教育素材，然作為博物館

員，更擔心是：博物館內的藏品僅作為一件珍奇櫃內的寶物，卻無人觀看。

2020 年，在臺灣擁有最多資源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首度與地方政府簽訂「溫

故（宮）知新（北）We are Teams」合作計畫，11 使新北市的博物館―包含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林本源園邸、黃金博物館與淡水古蹟

博物館群等文化場館，加入故宮的「愛臺灣博物館卡」，並由故宮提供豐富的

歷史文物與教育資源，搭配新北市政府行政整合，進而辦理跨界活動，擴大博

物館的影響力。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亦自 2017 年起將博物館日擴大辦理為博物館節，串連

臺南市內公私立文化場館，跨域連結觀光、產業、學校、百貨公司、社區與大

眾交通運輸等資源，進行聯合行銷，2020 年更有高達 22 處場館聯合參與。這

11 故宮攜手新北市　展開全方位合作計畫，「博物館旅遊網」網站，https://museum.welcometw.com/
%E6%95%85%E5%AE%AE%E6%94%9C%E6%89%8B%E6%96%B0%E5%8C%97%E5%B8%82-
%E5%B1%95%E9%96%8B%E5%85%A8%E6%96%B9%E4%BD%8D%E5%90%88%E4%BD%9C
%E8%A8%88%E7%95%AB/，20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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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文化活動串連也在臺灣各縣市單位發酵，讓參與及辦理聯合行銷活動成

為博物館行銷當中重要的一環。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臺灣與韓國脫離了日本殖民統治，各自走向了不同

的道路。同於日本殖民時期之下的臺灣與韓國，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社會民主

運動。韓國的三一運動是大韓民國成立的起點，臺灣文化協會則為臺灣文化的

啟蒙。

兩者皆成為近年當代社會議題討論的核心，希望「以歷史為鏡」，能夠作

為現代的參考與指標。尤其，明（2021）年即將到來的「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百

週年」，以文化部領頭，將 10 月 17 日作為「臺灣文化日」，集結全臺灣文化

場域，提供觀眾當日優惠入館。透過博物館的場域學習，使大眾更為了解臺灣

歷史的進程與脈絡。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作為典藏近現代史資料的主要場域，冀望除了提供博

物館的教育功能之外，更能夠透過展覽規劃與行銷吸引大眾的關注，進而分享

歷史學習的樂趣。

2019 年間，臺史博已透過「青春愛戀：少女漫畫在臺灣特展」、「誰主

浮沈：水文化在臺灣特展」、「迫力‧破力：臺灣戰後社會運動特展」、「上

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民主學笑：政治漫畫在臺灣特展」、「南方共

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我的奇幻租書店：臺灣租書店變遷特展」

以及「扛茨走溪流：臺江風土與自然巡迴特展」等 8 檔不同題材的特展，展現

不同地域及產業的歷史脈絡，並重新認識在地文化。

在學習臺灣近現代史的過程當中，我們亦期望大眾透過博物館的轉譯，

藉由當時所留下的文字、資料與影像等方式進行歷史還原，了解在不同的時空

背景下的人們所面臨的狀況以及所做出的決定。本文透過整理歸納，了解在首

爾市政府的規劃下，如何以三一運動為題，串連博物館及學校資源後進行整合

行銷，達到最大綜效。亦冀望透過本文，在臺灣自由多元且開放的社會環境之

下，能夠提供政府單位、博物館與學校教育合作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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