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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歷史臺灣》收錄4篇論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郭瑞坤兼任教授的〈科

學與現代國家的共舞：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的前史〉；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

學系盧泰康教授及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廖伯豪共同撰寫的〈國立

臺灣歷史博物館藏清代新竹周玉樹官服泥塑像研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

下簡稱臺史博）助理研究員劉維瑛的〈旌表制度與地方社會：以臺郡節婦顏劉

氏受旌表為例〉；臺史博助理研究員周宜穎的〈歷史博物館的當代移民工展示：

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為例〉。

郭瑞坤詳述了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出現，一方面是國民政府將博物館建構納

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一環的延續。尤其1970年代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中國

代表權之後，威權政體的正當性產生動搖，政府對內則在經濟建設政策中加入

文化建設，除了在各縣市設立文化中心之外，並在1978年11月通過增加籌建

三座國家級科學博物館，即北部的海洋博物館，中部的自然科學博物館，南部

的科學工藝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興建形成政策，部分是呼應科學社群與

知識界倡議科學報國、科技富國，以科學中國化厚植國力，建立現代化國家等

理念；部分則是國家試圖以新的博物館計畫，透過物質的、具體空間的形塑方

式，達到以教育、科學啟蒙、教化民眾的結果。

盧泰康與廖伯豪針對臺史博館藏新竹周益記家族傳世的「新竹周玉樹官服

泥塑像」進行綜合分析。本件收藏除了結合泥塑造像、彩繪、裁縫、金工、小

木作等多種傳統工藝於一身，為目前臺灣傳世清代祖先塑像所僅見，在文化資

產價值上彌足珍貴，且為清領時期富戶家族商而優則學、則仕，逐步發展成為

仕紳階級之見證，同時具體呈現清領晚期官用服飾的樣貌。

另一篇研究臺史博館藏的論文，是劉維瑛以臺南安平顏家所遺留的古文

書，包含家族帳冊，以及清代女性節孝事蹟呈報資料，配合1954、1955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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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臺南文化》雜誌中的採訪記錄與研究，除了對於清中葉以降，府城地

方仕紳透過旌表制度，讓當地女性的節孝事蹟見載於史冊的過程進行詳細考察

之外，也對於「臺郡節孝局」的設立與運作有詳實介紹。對於家族、性別、社

會經濟、統治政權的規範等，在地方社會如何運作，產生何種錯縱的作用及影

響，進行了完整的研究。

周宜穎以臺史博2017年舉辦的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的特展為例，探討

博物館對於此一當代社會變遷的重要議題，如何透過展覽建立歷史連結與縱

深，將東南亞移民和移工納為臺灣歷史與多元移民社會的一部分，而實際運用

於展示內容及手法上，包括讓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及移工，以第一人稱表述自

身觀點，並透過承載個人記憶與情感的生活物件、影像與創作，突顯移民、移

工的多元樣貌與各自的主體性及能動性，期望突破社會大眾對其單一的刻板印

象，建構民眾對東南亞移民、移工的認識與理解，並進而同理、尊重，也透過

移民、移工視角，帶大眾反觀這個世代的臺灣。同時指出臺灣的海島開放性特

質，不斷有來自各地的人遷徙到臺灣居住，形塑出今日臺灣族群與文化多元混

融的面貌，臺灣的移民故事依然是現在進行式。

不論是機構的產生，屬於個人家族的有形作品、文獻、典章，以至當代博

物館的展示規劃，都與其所屬之時代政治社會經濟變遷緊密相關。本期4篇精彩

的論文，既呈現不同面向的時代凝縮，也充分展現作者對未來的觀照與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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