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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流下的博物館生存之道： 
110年臺史博展場服務團隊參訪側記

劉可妤＊

一、前言

博物館做為文化與知識的傳播基地，隨著時間流變，在整體大環境的變動

之下，亦會隨之發展出新的面貌。

臺史博做為典藏臺灣常民生活史文物的博物館，開館十年來，戮力以「大

家的博物館」為目標，在軟體與硬體上不斷調整，希望能讓臺史博成為一座平

易近人、平權友善的博物館。為了精進服務品質，每年皆舉辦博物館參訪活

動，讓全體展場服務同仁前往其他館舍進行交流，從而思考臺史博自身的服務

流程，提出創新與改善的建議。

今年，臺史博團隊前往甫法人化的高雄市立美術館以及專精於VR技術的

高雄VR體驗館，汲取高美館及VR體驗館對園區經營、特展規劃、VR技術結

合博物館展示內容，進行深度的經驗交換與交流。

因應大環境的轉變，臺史博近年來也開始做一些新的嘗試，建造了VR

廳、增加了互動裝置，安排幾檔配合時事的大特展，試圖將歷史帶進生活，讓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科技計畫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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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觀眾有動機認識臺史博，認識這塊土地成長的歷史。

法人化的高美館，同時也面臨巨大的挑戰。如何讓觀眾願意走入美術館

內，傳達美術館做為城市中美好生活存在的理念，透過空間改造、園區經營、

展示傳遞美術館理念，以及國際大展的加持，高美館一步一步把美好的生活帶

給高雄這座城市。

而VR體驗館面臨的也許是全國所有藝文場館共同面對的問題，在觀眾期

待與VR的藝術性與推廣使命之間，究竟孰輕孰重？如何讓藝術、歷史、文化

真正走進人們的生活，成為關注的焦點甚至熱門話題，如何打破文化藝術與觀

眾的藩籬，傳遞文化場館存在的作用，是當代博物館及文化場館必須面對的

課題。

二、 法人化的國立高雄美術館—成為城市中美好生活

的存在

臺史博團隊來到高美館，首先參觀了館方主推的《泛南島》藝術展，由館

員及志工進行導覽，從大南方的多元史觀出發，以海洋連結為概念，不再只談

特定的族裔、單一的語系，而是用更含納的概念去展示南方藝術。展示海洋的

連結力量與文化相遇，相遇後的衝突以及對話再起，記錄了諸如韓國女性薩

滿、澳洲原住民、日本原住民，多元移民的歷史與藝術創作，利用畫、影像、

聲音、立體雕塑、甚至光影，去打造一個環繞著海洋、移民、泛南方藝術史觀

的展覽。

進入高美館的教育推廣教室，臺史博團隊受到高美館李館長熱烈歡迎，李

館長用一份詳細的簡報，來跟臺史博的大家介紹高美館，以及高美館法人化的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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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開始推動法人化的國立高雄美術館（以下簡稱高美館），在2017

年提出了「蛻變‧新生」計畫，配合前瞻計畫，將隱藏在公園裡感覺高不可

攀的美術館，透過「打開」的概念對43公頃的園區進行改造，導入愛河河水、

拆除迴廊，讓美術館的建築能夠進入民眾的視野。

高美館也成為全國唯一一間自營商店的美術館，自營一間以高美館出版品

為主，結合選物、選書的高美書屋，拆除舊的書櫃、書架，打造通透寬敞的空

間與動線，並且引進咖啡輕食、藝術餐廳、假日市集等活動，邀請了諸如福灣

巧克力、麵包師吳寶春、法國料理廚師簡添財、咖啡烘焙世界冠軍賴玉泉等本

土知名的廠商與職人，將世界美味聚集到高美館的市集中。

圖1　高美館館員為臺史博張館長導覽解說

泛南島藝術展作品

圖2　使用光膜技術改造的高美館展間

圖3　重新規劃空間的高美書屋 圖4　高美書屋參觀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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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高美館園區也進行了文化植栽的規劃，排除園區裡的銀合歡，

引進愛河河水重建原生態水系，建立水域裡的多元原生生態。

從「打開」、「看見」到「連結」，高美館透過對園區一連串的規劃與改

造，讓民眾能夠進入園區，與高美館產生互動，打造一日遊的藝術生態園

區，把知識、教育、藝術融進生活，讓民眾接受高美館做為城市中美好生活的

存在。

而在場館內，高美館也進行了空間及照明的調整，成為全國第一所引用光

膜技術的美術館，改變了展間的樣貌，以國際特展的空間方式做思維，也將高

美館3樓改造成典藏特展的空間、4樓成為當代實驗的場域，以電動捲簾配合

作品展示需求引進自然光，創造當代美術館的空間體驗，讓藝術能夠與觀眾互

動，進入觀眾的生活。

法人化後，高美館隨即面臨品牌經營的挑戰，經過長足的思考後，高美館

並沒有選擇媒體公司舉辦的國際知名大展，讓美術館淪為出租場地，取而代

之，高美館法人化之後的第一檔特展，是自辦的售票特展，藉以拉高能見度，

並且重新定義高美館。在這一檔特展中，高美館加入許多地域性的收藏，蒐集

了位於地理南方的藝術家們的作品，全面打造一個全球價值觀。

為了避免在單一價值觀下，位於物理南方的高美館會成為邊陲，於是高美

館致力於推動多元的價值觀，推展大南方多元史觀、多元價值，也與著名的泰

德美術館、森美術館合作展演東南亞藝術，加入移民的歷史，並且與凱布朗利

博物館合作刺青展，展演原住民的文化，把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

在高美館逐漸法人化的過程中，為了打造屬於自身的品牌形象，並且推廣

美術館進入市民生活，不遺餘力做了許多努力，可以做為臺史博以及其他藝文

館所的借鏡。如何融入民眾生活是藝文場館不變的命題，也許可以參考高美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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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透過清晰的思考與策略擬定，去一步步發展屬於自己的品牌形象，讓

藝文場館在物質面與思想面，都能融入民眾的生活，推展藝文場館希望傳達的

藝術理念。

對於高美館李館長的熱情，以及高美館在法人化路上所做的嘗試，臺史博

張隆志館長也表示，高美館具有遠見、活力跟創意，其改造的過程與創意將做

為臺史博升格後的規劃與參考。

對於高美館的經營，臺史博的展場服務同仁也有許多疑問，首先就是法人

化後，高美館如何用量化數據評估績效？展場裡面是否有安裝相關設備去觀察

觀眾停留時間與參觀行為？

對此，高美館教育暨公共服務部主任張淵舜回答，高美館每年都會針對動

線滿意度、展品滿意度、整體服務滿意度等各個面向來做觀眾研究，這些滿意

度調查結果是高美館擬定來年目標的重要指標，也會額外調查觀眾的背景資

料，例如來自哪裡？到館時間？到館頻率等，來建立清晰的觀眾速寫。

本年度高美館展出了一檔奈良美智特展，吸納了更多不同類型的觀眾，需

要不停掌握參觀數據，並且針對民眾各式各樣的問題做出動態調整，努力把參

觀奈良美智特展的觀眾引入高美館。

第二個問題也許是全國各藝文館

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就是新冠肺炎疫

情的衝擊，高美館是如何因應的呢？

張主任表示，因為疫情的衝擊，

全國各藝文場館瞬間閉館，在這樣的

衝擊下，高美館開始將展覽轉為線上

展覽，將既有的活動轉為線上活動， 圖5　臺史博同仁與高美館同仁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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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有的人力與預算中，去做更多網路上的規劃與想像。

然而疫情引發的另一個問題，即是收入問題，當高美館把既有的展覽與活

動轉為線上，實體收入自然會減少甚至歸零；對此，李玉玲館長笑著回應，對

於法人化的高美館來說，收入當然是重要的，但單靠美術館的收入來營運整間

美術館的實體業務，老實說是杯水車薪，高美館最大宗的收入來源是民間贊助

和自籌資源。門票收入只是賦予高美館的觀眾參觀體驗的價值感，高美館依然

有許多美好的免費空間可以提供給觀眾使用，觀眾享受了美好的免費空間，進

而買票進入展館。

那麼在諸如奈良美智如此熱門的特展展出時，要如何取得觀眾與空間的

平衡？

高美館回應，因為疫情下有容留人數的限制，奈良展平均每小時容納180

至200人，超過就會開始管制進出人數，使用一進一出的方式，可以開放接近

空間容留人數四倍的人數，因為展間內的人流流動很快。

而高美館的志工業務一樣讓臺史博的同仁感到好奇，在來到高美館參訪之

前，展場服務同仁已經查過線上資料，發現館內有一個可愛的胖叔叔說故事活

動，相當有趣而且全面線上化，因此詢問高美館的志工業務如何分配？是否有

培育志工的組織？另外，說故事志工說故事的素材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不同於臺史博，高美館的志工人數約有1,000人，負責展場的志工有600

至700人，兒童美術館志工約200人。另外還有專業分工的志工，例如導覽志

工（約80人，包含外語導覽志工）、說故事志工、資源教室教學志工、生態志

工等，招攬具有專業性的志工，讓整體志工分工更加專業化。

至於說故事，則是由高美館的館員與志工一同討論出來的。說故事的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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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容易有版權問題，所以高美館都是使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的在地民間故事

系列繪本，來做為說故事的題材。而說故事活動的線上化，中間也經歷過一些

挑戰，志工並不喜歡沒有觀眾的線上錄影說故事，經過同仁與志工的激盪以及

溝通調整的過程，才做出說故事的線上版本。

至於臺史博同仁很想交流的社群網路媒體行銷，高美館行銷部表示，在

轉為行政法人的過程中，公部門只有透過民意機構監督、或者是政府研考做為

績效考核，但每年高美館的董事會都會做績效考核與評鑑，在年終編列次年預

算的時候，做為規劃次年計畫的參考依據，並且檢核以怎麼樣的績效指標來查

核次年訂定的目標，今年的收入也可以滾入來年的累積盈餘，在董事會的同意

之下，可以使用於展館本身的營運，這是行政法人與公部門營運館所不同的

地方。

於是高美館發展出與民間企業和通路的合作，獲得在地企業的支持，結

合通路本身的社群軟體來操作整合行銷。由於社群軟體有不同的性質，因此

主要活動內容會發布在Facebook，Instagram則以輕鬆的方式操作，但礙於

Facebook演算法的改變，抽獎類的活動貼文會比較容易被壓下來，能見度不

高，所以Facebook的經營方針轉變為以排程貼文為主，並與各界網紅合作推

廣館舍，效益很直接，畢竟網紅背後自帶一定程度的聲量，只是如何讓這些粉

絲留下來成為高美館的受眾、增加粉絲黏著度等，則是後續的挑戰。

因為一檔奈良美智特展，高美館的各項社群軟體數據都有上升趨勢，只是

如何讓這些新增加的粉絲成為高美館的受眾？或者是否需要為了這些受眾而改

變、調整高美館現行展覽的內容？都是高美館後續思考的問題。

不過由館員來操作社群媒體的成本其實相當高，高美館僅有2位小編在操

作各項社群媒體，從內文的發想到貼文撰寫、找資料、找搭配的照片等等，小

編的工作量相當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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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完網路社群的經營，進入贈禮的環節，由臺史博張館長致贈禮物給高

美館李館長與全體接待同仁，並邀請高美館館長有機會也可以帶同仁來到臺史

博交流。

三、 光影的魔術師VR體感劇院—存在，在現實與虛

擬之間

在建造臺史博的VR廳之前，臺史博館員們就曾經到高雄VR體感劇院取

經，因此臺史博VR廳的電線配置、座椅設置方式與觀影SOP，很多都參考

VR體感劇院而設置。這一次展場服務同仁前往VR體感劇院，透過對VR體感

劇院的參訪與討論，對於臺史博VR廳的理解與操作，想必也能更上層樓。

坐落於高雄駁二特區的VR體感劇院，是高雄市電影館旗下的劇院，分為

「360影廳」與「互動展演區」兩個場域。360影廳中有30張蛋型觀影座椅，

讓觀眾在座椅上體驗360度的VR觀影，臺史博VR廳的設置與VR體感劇院

360影廳的設置較為相同，都屬於座椅上的觀影體驗，而互動展演區則是站立

式的觀影，觀眾不僅透過視線與虛擬實境來參與影片，更可與影片做肢體上的

互動，甚至成為影響劇情發展的劇中角色，因此電線布線儘量以走天花板的方

圖6　VR體感劇院互動體驗區導覽 圖7　VR體感劇院360影廳觀影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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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做，以免觀眾在互動的過程中絆倒。

VR體感劇院首先播放了3部VR影片給臺史博的同仁體驗，內容有三種不

同的風格，一部具有高度趣味性，一部藝術性強大，一部比起VR可能更接近

體驗式的電影，讓觀者直接成為影片其中一個無法發聲的角色。

這三部風格迥異的VR影片，讓人對於VR影片能做到多少事情大開眼

界，過去對於VR遊戲性的想像，在這邊完全被顛覆，VR可以具有遊戲性質、

讓遊戲更真實，同時也能將藝術與表演發揮到極致，更可以透過互動式體驗，

去體驗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與視線，設身處地用感官去體驗弱勢族群的感受，

藉由體驗而增進理解，是相當有效的情感教育工具。

對於VR體感劇院，臺史博的展場服務同仁有一些好奇之處，首先是技術

性的問題，因為實地參觀過兩個不同的場域，因此想知道360影廳跟互動體驗

區的頭盔是不是有差別？

VR體感劇院的VR技術經理鄭仲迪經理表示，因為360影廳跟互動體驗區

播放的VR影片系統不太相同，一個是混合實境，一個是虛擬實境，所以頭盔

定位的方式也不太一樣。互動式VR的頭顯是以遊戲引擎的邏輯去製作，搭配

了自由度高的影片，會讓觀眾與影片間有肢體上的互動，所以影廳也比較空，

避免觀眾在體驗虛擬實境時有碰撞的疑慮；360影廳則偏向混合實境，觀眾觀

影時是坐在蛋型椅上，自由度沒有這麼高，因此定位的方式也就與互動體驗區

不同。

同時，臺史博的同仁也好奇，VR影片播放有時會造成觀眾身體不適，劇

院這裡是否有遇過觀眾看完不舒服的狀況？是否有造成客訴？劇院又是如何處

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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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院表示，若觀影一開始就劇烈頭暈導致中間有一大部分沒看到的觀眾，

會斟酌全額退費，但因為身體不適而索取退費的觀眾並不多，更多是買錯票或

者買票時沒有注意到觀影年齡限制，而替7歲以下的小朋友買票的家長。觀眾

買錯票時，劇院會以插入場次的方式去處理，儘量不要讓顧客有想退票的念

頭，而網路購票沒有注意觀影年齡限制時，劇院僅酌收手續費，還是會讓觀眾

退票，因此觀眾觀看VR影片身體不適，基本上比較少造成客訴。

而在選片方面，VR影片有各式各樣的類型與內涵，VR體感劇院究竟是怎

麼選片的呢？

VR體感劇院的製作企劃部李懷瑾經理說，VR體感劇院大多是以電影節的

模式去進行選片，在360影廳播放的內容，會以2至3部影片湊成一個主題，

幾個不同主題的單元，供觀眾自由選擇，而互動體驗區的影片，也會配合當期

360影廳播放的主題做調整。只是VR體感劇院一樣也面臨觀眾口味與藝術推

廣的難題，自己覺得相當厲害、具有代表性的VR作品，在面對觀眾的時候，

觀眾時常會有比較不一樣的反應，這可能與觀眾對VR的期待不同有關。觀眾

對VR作品的印象偏向遊戲性，期待VR作品很刺激，因此在體感劇院播放一

些具有藝術性或者文學性的VR影片時，觀眾就比較不容易接受。

李經理憶及劇院剛開幕的時候，播放了一支叫做《聽見光明》的VR影

片，是一部模擬盲人世界的作品，在VR製作圈內算是教科書級的精彩作品，

但這樣的影片很難跟觀眾介紹，尤其在駁二有許多家庭觀眾與年輕人，會需要

設置明確快速可以認知到的關鍵字，比較容易推廣VR影片的內容。

但對於VR體感劇院來說，推廣文化及藝術性的VR影片是劇院的使命，

因此劇院會藉由話題的討論與引導吸引民眾進來觀看。其中包含邀請相關歷史

背景的學者、部落客等進行演講，將活動包裝成聽講座加觀影的形式推動，

逐漸收到成效。劇院也在考慮主題性的策劃，以設定主題的方式策展，讓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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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影片內容可以變得更豐富，選片

上也有更多選擇，未來也考慮與其他

館所以主題特展的方式進行影片交流

放映。

那麼在行銷方面，VR體感劇院

是如何收集數據的呢？是外包還是自

行處理？又如何經營社群媒體呢？

行銷企劃部的李經理說，VR體感劇院的行銷夥伴有電影相關背景，但VR

行銷的手法比較接近藝文產業，所以行銷夥伴常常在學習新的溝通方式；從電

影到VR是一個跨越的過程，行銷領域變得更廣，小編或者行銷團隊常常需要

跨域合作與結盟，或者去相關社群看資料，用開放的心情學習。

至於數據的蒐集，VR影片上映1個月後會先進行票房的觀察，也觀察哪

一個話題在粉絲專頁上有比較好的反應，就蒐集到的資料來討論影片播放內容

的調整。

另外，高雄電影館楊孟穎館長也對臺史博提出建議，她認為臺史博有很多

歷史相關的資料跟檔案，而從《斯卡羅》上映之後，臺灣史變成目前相當火熱

的主題，這是臺史博的優勢，好的文本是VR的基底，希望未來有機會與臺史

博合作開發與臺灣史有關的內容。

最後，由臺史博張館長致贈禮物給電影館楊館長和全體接待同仁，感謝

VR體感劇院提出的建議與經驗，做為臺史博未來發展VR體驗的參考。

圖8　臺史博同仁與VR體感劇院交流討論

│ 活 │ 動 │ 側 │ 記 │

╱   163   時間流下的博物館生存之道：110年臺史博展場服務團隊參訪側記



四、結語

對於行政法人化後更重視客群與績效、網路社群經營的高美館而言，受眾

與理念的拔河果然也是需要長足思考的問題；原先以為互動性與科技感較強，

可能更貼近受眾的VR體感劇院，其實也面臨相同的問題。

推廣理念的前提，往往是要先得到更多受眾傾聽。如何打破藝文場館的同

溫層，把藝術、歷史、文化帶入常民生活之中，在常民生活中引發共鳴、打造

完整的品牌形象，讓博物館和藝文場館從高高在上的殿堂走下來，成為親民、

日常的存在，是博物館與各類藝文場館的課題。

在行銷面上，高美館與VR體感劇院的做法，其實也是臺史博近期不斷嘗

試的做法，例如嘗試與網紅合作、以活動講座加參觀或者戲劇導覽等互動方式

推廣博物館，甚至也接受過電視節目採訪，諸如呂捷《呂讀臺灣》與公視《下

課花路米》節目，吸納許多年輕觀眾走進博物館，只是如何在打開知名度之後

保留下這些潛在的受眾，也是一個相當大的考驗。

誠如高美館的行銷經驗，2位小編要操作各式社群軟體，其實是相當重的

工作負擔，如何以有限人力去進行社群軟體的經營、留住接觸到的粉絲、增加

粉絲黏著度等，都是未來可以更深入討論的問題。

經過這次的交流，我們看見高美館的創意、彈性與活力，VR體感劇院對

藝文推廣的使命感，以及不同形式的藝文場館從不同角度努力突破同溫層、推

廣理念的方法與熱忱，都是臺史博可以借鑑的。期許未來的臺史博，透過不斷

交流、取經以及經驗的交換，在升格之後能更順利地推廣臺灣史，讓臺史博成

為大家耳熟能詳、願意走進場館享受各種體驗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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