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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蒐藏是一種樂趣同時也是一門學問，民間有許多業

餘蒐藏家有著許多珍奇收藏，發掘並協助藏品保存是

博物館的責任與任務，透過特展活動網羅蒐藏家的珍

藏分享給大眾，並藉此推廣文物保存的正確觀念，提

升民眾文物捐贈之風氣。

收藏與蒐藏

博物館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蒐集與保存可能遺落於

時代的物件，每一個博物館的屬性不同，因此藏品的

種類也相當多元，然而在博物館之外也存在著一批以

蒐藏為樂的蒐藏家，他們所蒐藏的物件也許不如博物

館的數量驚人，種類也千奇百樣，但是所秉持的精神

都是一樣的，主要都是因為對物件有某種程度的熱愛

與喜好而樂此不疲。

相同屬性的物件匯集有幾種層次，把物件集合在一

起可以稱之為「收集」，收集有時並沒有特定的主題或

是關連，只是因為個人的因緣際會，把物件集合在一

起，當收集者願意花時間與金錢有主題去尋找物件，

便進入「蒐集」的層次。物件本身都是獨立的個體，當

物件蒐集到一定的數量並且形成系統之後去探索物件

本身背後的歷史脈絡，並且用適當的方式保存這些物

件，蒐集便是「收藏」層次，而蒐集與收藏最大的不同

在於物件是否有得到良好的照顧、研究與適當的保存

方法。當個人能以蒐集的精神加上收藏的態度去善待

這些物件，便是一位「蒐藏家」。

人們為什麼會想要蒐藏物件？最重要的原因是物件

本身跟人們生活經驗有某種關係的連結，這種連結必

須來自於個人與物件之間產生情感上的吸引，可能是

某件值得紀念的事或者是某個值得懷念的人，當個人

遇到相同屬性的物件時，便會直接或間接的聯想到當

時的人事時地物，因而激發對於物件本身擁有的慾望，

因此蒐藏有時候並非只是單純收集物件，而是一種物

件與記憶的連結橋樑，把玩物件並不一定是賞玩物件

本身，而是在尋找一段過去的回憶。

蒐藏家所鍾愛的物件個別獨特性相當大，因此某些

人所中意的蒐藏物件並不見得另外一群人也會喜愛，

但是蒐藏過程的辛苦與心得是共通並且可以交流的，

所以對於蒐藏這件事來說是種很個人的行為特徵。大

部分的蒐藏家都將其珍寶閉鎖在不見天日的藏寶箱

中，很少拿出來與人分享與交流，除了沒有管道之外，

某種程度也是因為蒐藏家之間彼此並不認識，也不清

楚個人與物件之間存在著甚麼樣的故事，蒐藏品之所

以會迷人在於其背後與人發生的故事，也唯有透過人

的交流，蒐藏品才會產生意義，進而吸引其他人願意

投入情感與駐足欣賞。

藏珍畢現─業餘蒐藏家珍寶交流

為了促進民間業餘蒐藏家的交流，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於 2011年 7月舉辦

了「藏珍畢現─業餘蒐藏家珍寶交流」的特展活動

（2011/7/1-2011/8/31），除了鼓勵與網羅隱藏於民間的

蒐藏家拿出他們的珍寶之外，

也舉辦了相見歡的交流

活動與一系列的藏品修

護講座。在這一場蒐藏

家的交流中，蒐藏品的

種類非常多元豐富，比

較常見的蒐藏品項如郵品、

公仔、黑膠唱片、手繪電影

業餘蒐藏家交流特展（余安順攝）

藏珍畢現特展活動搓章（取自特展活

動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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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印模、瓷器等，另外也有罕見的品項如腳踏車

牌、鎏金佛典、嫁妝服飾等。

物件有許多不同的屬性，但是可以觀察到的是物件

必定存在著時代性，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被蒐藏的

物件必有著歷史性、限量性、獨特性、與價值性。例

如：歷屆各朝代藝術品，因為時代更迭與工藝不在，因

此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例如：公家機關發行的票卡與

郵幣，因為限量發行所以擁有者有限。此外，常聽見

有人蒐集鈔票、卻很少有人蒐集借據，有人蒐集寶石、

卻很少人收集礦石，鈔票和寶石就屬於價值性的收藏，

但是如果有人收集借據或礦石，雖然表面上不甚值錢，

卻具有獨特性，也是可以形成一門蒐藏的支派。

早期郵政局為了鼓勵百姓蒐藏郵票，都會在票袋印

製集郵三益的精神標語，集郵三益是怡情、益智與儲

財，對於蒐藏家來說儘管所蒐藏的物件屬性多元，品

項的種類也繁多，但是在蒐藏動機上多多少少都會對

應到這三益。

為了怡情而蒐藏

怡情乃陶冶性情之意，意思是當擁有與賞玩這些物

件時能讓人的心情感到愉快，而基於這種動機而蒐藏

的物件大多具有美術或是藝術價值，例如：書畫、瓷

器、雕塑，乃至於最近也有不少人喜歡蒐集公仔，布袋

戲等等，尤其對於五六年級的中壯年來說，無敵鐵金

剛、原子小金剛或是丁小雨所向披靡的瘋狂程度，不

輸給現在的遊戲王或是海綿寶寶。在蒐藏家交流的展

集郵三益（余安順攝） 公仔系列蒐藏（吳慶泰提供）

示中，有些藏品一看就知道是為怡情而蒐藏，例如：阿

嬤的新娘衫，就非常具有時代背景的故事性。早期的

婦女嫁做人婦之際，為了讓男方親友有面子，女方會

準備12套嫁妝衣飾，在成衣產業尚未發達的年代，每

一套新娘衫都是手工製作，而且當代時尚與流行的款

式，從花色與設計不難看出當年的衣著潮流；另外像

六零年代的卡通公仔，簡單的線條與色彩曾經編織著

每一個五年級生的純真夢想，雖然每一集無敵鐵金剛、

原子小金剛最後都會打敗壞人，一成不變的劇情卻是

那個年代的小朋友無暇的英雄夢。

為了益智而蒐藏

伴隨著怡情的功能，有時候藏品也會發揮一些益智

的作用，而這類物件通常具有週期性的發行，發行的

過程伴隨著不同的內容設計而使得收藏它的人可以從

中獲得一些新知識或是介紹，諸如郵票、首日封便屬

此類收藏，由於物件具有時效性，例如郵票的版型、首

日封的紀念郵戳都是在某一期限內才得以收藏到，因

此時間點一過，物件便具有限量的價值性，而吸引不

少人從事此類的蒐藏。

為了儲財而蒐藏

為數不少的蒐藏家蒐藏物件是為了儲財，而這類物

件通常具有材質或是有價票面的價值性，例如鈔票、

錢幣、寶石等，這類蒐藏家除了喜愛物件本身的設計、

美術或是樣貌的熱情之外，這些物件同時也有保值的

蒐藏家親自解說藏品（吳慶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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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觀念帶給民眾，持續至今科工館一直維持著此

項的預約服務，對蒐藏家來說是一大福音。

提倡文物捐贈風氣

每一件藏品對蒐藏家來說都是難得的珍寶，但是終

有一天這些藏品必須面對如何處理的課題，蒐藏家面

對畢生收藏不外乎變賣、捐贈與家傳。然而蒐藏家與

藏品之間有著記憶與經驗的印記，藏品容易轉手，但

是情感面上的共構記憶卻很難言傳，故事沒有延續，

藏品便不易感動人。根據參加活動的蒐藏家表示，有

24％的人考慮變賣；有20％的人會選擇捐贈；近46％

的人還是會繼續當傳家寶。不管蒐藏家是蒐藏何種屬

性的物件，對於每一個珍藏歷史、珍藏回憶的人來說

都希望這些物件可以好好的被保存與利用，近來民

眾的典藏與捐贈風氣目前漸趨成熟，擁有不如享有的

觀念也漸漸形成一股風氣，擁有的獨樂樂是滿足的快

樂，分享的眾樂樂卻是種幸福，但是這種境界不容易

達到，畢竟眾多的藏品每一件都像自己的心頭肉，珍

寶因為有人愛護才顯珍貴，捐贈的心情應該似嫁女兒

般，縱然萬般不捨也希望它適得其所。蒐藏是博物館

的任務也是使命之一，每一件到博物館的藏品都會經

過一番整備，在適當的時機重現於人們眼前，延續他

們未完的生命故事，藏品的過去如同泛黃的扉頁，歲

月經常將它們裝訂的極為拙劣，唯有願意奉獻的蒐藏

家，透過博物館的專業典藏才能為藏品延續蒐藏家的

曾經。 

作用，因此為了儲財而產生蒐藏動機的蒐藏家也為數

不少。在珍藏畢現的特展中，有一批鎏金的佛教文物，

除了本身具有宗教藝術的美感之外，其鎏金的材質與

工藝也具有一些藏品價值性。在蒐藏家相見歡的活動

中，有75％的人是純粹為了個人喜好而蒐藏，有24％

是為了增值，顯示出在對物件本身的熱情之外，增值

空間也是蒐藏家相當重視的誘因。

落實文物保存觀念─藏品健診

文物的蒐藏與保存對於蒐藏家來說是最重要的兩件

事，不過許多蒐藏家往往忽略了後者，藏品數量的增加

屬於顯性的功績，因此比較容易受到重視，然而藏品的

保存卻是蒐藏行為之後的功課，這個功課不只在於如

何保養藏品主體，藏品的屬性不同便有不同的維護方

式，這也是一個收藏者與蒐藏家不同之處。除此之外，

很多人只知道購買，買回家之後便束之高閣，很少關注

收藏的環境與置放的容器材質，因而藏品發生受潮、蟲

蛀、鏽蝕或發霉的情形屢見不鮮。藏品也需要健康檢

查，從業餘蒐藏家相見歡的參加者來看，有27％的人

收藏品是屬於紙質、13％的人是蒐藏織品、其他還有木

雕、玉石、水晶、古董家具、古董相機、錶等項目，這麼

多種不同屬性的藏品自然有不同的養護條件，透過相

見歡的聚會，蒐藏家之間彼此也可以交流與觀摩，甚至

請教修護專家。從相見歡活動之後，為了落實文物保存

的觀念，便產生了文物健診的博物館服務項目，其目的

除了檢視藏品本身的體質與狀態，更重要的是將文物

鎏金佛教經典珍藏（吳慶泰提供） 紀念幣珍藏（余安順攝）首日封珍藏（吳慶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