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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後漢書記載，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

奴國遣使奉貢朝賀，皇帝賜予印綬。隨著刻有「漢倭

奴國王印」字樣的蛇鈕金印，在十八世紀於日本九州

福岡縣志賀島出土，經過學者多年考證，已證實為

真印，印證了史書的記載。「漢倭奴國王印」標誌著中

日外交關係的正式建立，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重要

的歷史價值，被日本列為「國寶」之一，現為福岡市

博物館收藏。該印在常設展中靜謐地閃耀，搭配多

元新穎的展示手法，表徵這段開啟中日交流近二千

年的歷史時空。

而除了「漢倭奴國王印」這方鎮館之寶，福岡市博

物館的常設展以「歷史與人民生活」為主題，強調其

位在東亞交流樞紐的特殊意義，深入淺出闡述當地

自西元一萬多年前繩文時代至今的時代演變。相信

對於在地人的文化記憶傳遞與認同形成，達到了相

當的作用；也讓國內外觀眾對於此一曾是日本對外

交流的重要窗口，獲得更全面的認識。

博
物館人常言道：「典藏是博物館的心臟，而教

育是博物館的靈魂」。博物館的常設展，正是

其靈魂所在，如何將博物館的重點收藏，以具脈絡

性、時代性及可說明性的方式呈現與闡述，讓遊客一

目瞭然，透過參觀而有所收穫，是每間博物館的首要

目標。而各地的「城市博物館」，身兼地方文化行銷大

使的角色，更肩負著記錄當地民情，傳遞土地價值的

文宣大任。如何讓在地人瞭解所生長環境的歷史背

景，進而凝聚對自我以及土地的認同與感情，或是讓

來訪的國內外觀眾能概略地瞭解當地的民俗與歷史，

從中深化遊覽記憶與經驗，皆是博物館的重要課

題。一般而言，「城市博物館」是一個動態的都會文化

中心，它除了能協調不同社群與環境的多樣性，在此

之間形成文化認同觀點，並能針對城市內的有形、無

形文化資產加以維護保存、呈現、延續與管理，以當

代的觀點定義這座城市
1
。雖然「城市博物館」並非某

種具備特定特徵的博物館類型，然而，呈現與回顧城

市的歷史發展軌跡，仍舊是博物館的重點工作之一。

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東亞鄰邦，鄰近中國大陸

與朝鮮的九州，更是自古以來與中國交流的門戶，在

九州彌生初期遺址中，可發現中國傳入的陶器、鐵器、

青銅器等，農耕技術也在此時從大陸傳入，經九州而

普及於全國；日本有一派說法指出，三世紀的邪馬台

女王卑彌呼可能出自九州
2
，遣使赴魏並獲贈「親魏倭

王」金印與紫綬；日本民間也傳說秦代徐福東渡日本，

由九州佐賀縣的伊萬里港登陸
3
。種種線索與傳說皆

顯示九州在古代中日交流中扮演關鍵角色。而位於九

州北面的主要城市─福岡，更是日本對外交流要衝，

與中國古代官方或商貿交流，有著密切的地緣關係，

係引進大陸文化與律令規制的重要窗口。然而，隨著

日本於明治維新後大幅西化，原本倚賴海運以進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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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交流的途徑，也被蓬勃興起的空運所取代。福岡不

再是日本對外交流的必經樞紐，其輝煌的歷史過往，

似逐漸為世人所淡忘，也不若其他日本歷史古城，如

京都、奈良、大阪等名氣響亮，吸引廣大的觀光客前

往參觀。因此，透過市內歷史文化財典藏的呈現與傳

遞，擦亮其「歷史古城」的金字招牌，回溯其不容忽視

的歷史定位，想必是當地文化觀光的要務。

綜觀福岡市內各歷史文化財機構，其中，福岡市

博物館屬於室內展示的歷史類博物館，以展覽形式

講述福岡市的歷史發展，身兼「城市博物館」及「歷史

類博物館」兩項特性；位在志賀島的金印公園以及舞

鶴公園內的鴻臚館遺址館，則可視為現地保存的考

古遺址展示，以「現地再生」概念，呈現城市中的歷

史遺跡
4
。本文以甫於2013年更新完成的福岡市博物

館為主體，聚焦其常設展示規劃，簡介並分析特色，

探究這座博物館如何透過脈絡鋪陳及多元媒材，帶

領觀眾重新認識此一歷史大城的古今風貌。

博物館簡介

福岡市位於日本九州的北部，隸屬福岡縣，鄰近

韓國釜山、首爾等城，與日本大阪、那霸與東京等大

城，也相距不遠（圖1）。北面隔著玄界灘海域與朝鮮

半島和中國大陸相鄰，自古以來是日本對外的交流

門戶，通過朝鮮半島，由大陸傳入農耕技術、漢字文

化、儒佛典籍等，再逐漸普及至其它各地。由於地理

位置特殊，該地在十七世紀前，主要受到來自包含

中國、朝鮮、琉球等東亞文化的影響。十九世紀後，

則因西潮來襲，社會全面的西化，產生全新的城市

風貌。作為該市文化財的代表機構──福岡市博物

館，創立於1990年，屬於歷史類博物館，現有三十萬

餘件館藏。博物館（圖2）座落於福岡市的西北文教

區，鄰近福岡市總圖書館。其二層樓的建築物空間

寬敞明亮，設置有一常設展、四間企劃展覽室、一間

大型特展室、一間學習體驗室等，展示規劃新穎完

善。常設展甫於2013年底更新開幕，企劃展覽與大

型特展則約每二個月更換，博物館以展示這座城市

的歷史與人們的生活為主題。

常設展簡介─不斷裂的歷史觀

福岡市博物館所推出的常設展，有別於更新以前

各主題區塊散布紛陳的呈現方式，改以時間為主軸，

採用單一動線闡述福岡的文化歷史。展覽發軔由兩

圖1 福岡地理位置圖（筆者翻攝自常設展入口投影） 圖2 福岡市博物館外觀（筆者攝影）

1  陳又淳，2011。城市博物館與認同建構：以高雄市歷史博物館為例，博物館與文化，2：89-136。
2  葉渭渠，2012。日本文化史，頁45-49。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  王曉秋，1994。中日文化交流史話，頁1-1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4  呂理政（1996）指出，歷史展示類型可分為三類，分別為館內展示型、屋外展示型，以及現地保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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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大型動畫投影牆作為前導，點出福岡獨特的地理

位置，以動態圖像串起福岡作為交流樞紐的時代風

貌，隨後進入展覽主題，共設有十一個單元。第一個

單元「金印的世界」，以專室介紹鎮館之寶「漢倭奴國

王印」，作為展覽鋪陳的楔子。第二至十個單元，以

時間劃分，從西元一萬年前娓娓道來該地的歷史演

進，分別為：「福岡的黎明」、「奴國時代」、「鴻臚館的

時代」、「博多綱首的時代」、「博多巨商的時代」、「福岡

蕃的時代」、「近代城市福岡的時代」、「現代福岡」以及

「福博人生」等，闡述福岡地區在歷經古代、中世傳入

大陸文化的影響，以及近世、近代接收西方的思潮

與技術背景下，所發展的獨特文化景觀。最後一個

單元「山笠的世界」，以福岡博多的傳統民俗活動結

尾，象徵福岡在歷經來自東亞、西方的文化影響之

後，仍保有自身的民俗財產與價值。各單元間所介

紹的時代相互連續，其間或有重疊，旨在呈現一不

斷裂的歷史觀。各單元主題內容整理如下表：

表一：福岡市博物館常設展單元簡介

項次 單元名稱 對應時代 主題內容

1 金印的世界
「漢倭奴國王」金印、時代背景、考古發現、金印互
動

2 福岡的黎明
舊石器、繩文時代
（相當於中國舊石器至
夏商周三代）

舊石器、繩文時代出土文
物

3 奴國時代
彌生、古墳時代
（相當於中國戰國至隋朝）

農耕技術傳入、農村聚
落形成、國家形成、「奴
國」成立

4 鴻臚館的時代
古墳、飛鳥、奈良、平安
等時代（相當於中國三國
至宋朝）

橫式穴石室誕生、筑紫
館、國家最前線、大宰府
鴻臚館、鴻臚館貿易

5 博多綱首的時代
平安、鐮倉時代
（相當於中國宋至元朝）

博多的中國商人與「唐
房」、蒙古侵襲、陶瓷器
及禪宗文化移入

6 博多巨商的時代
南北朝、室町、戰國、
安土桃山等時代
（相當於中國元至明朝）

明日貿易、博多與朝鮮及
琉球的交流、戰國時代博
多與東亞世界、豐臣秀吉
與博多

7 福岡蕃的時代
江戶時代
（相當於中國明至清朝）

福岡的誕生與黑田武士、
福岡城下町與博多商城
的繁榮、福岡的幕府末期

8 近代城市福岡的時代
明治、大正、昭和等
時代（相當於中國清朝
至民國78年）

福岡與明治維新、近代都
市建設、福岡大空襲與戰
後復興

9 現代福岡
昭和、平成時代
（民國15年至今）

高度經濟成長、持續發展

10 福博人生
平成時代
（民國78年至今） 現代福岡的生活型態

11 山笠的世界 山笠花車、影片播映
圖3 每個單元柱以不同顏色呈現，標誌所介紹的時代紀元，並提供點字版及
日語卡通動畫，簡介單元內容（筆者攝影）

展覽以鮮明的色彩系統呈現，採用深淺色調的綠、

藍、紅共十一色系，區隔並連接各單元主題的表

述。每單元一開始設置單元柱，除了以日、英文字說

明，標誌所屬年代紀元以外，還有點字板指示展覽

位置，並穿插自動感應播放的卡通人物動畫，以日

語提供時代背景脈絡、簡介該單元內容，照顧多元

觀眾的需求（圖3）。綜合而言，該常設展以時代為主

軸，運用豐富館藏及多媒體設置，細膩地闡述福岡

地區的歷史發展，展覽動線流暢、空間意象一致，呼

應了日本考古學者後藤和民對於歷史展示的期

待──「歷史展示首重歷史的觀點，即在展示中呈現

歷史價值或評價；其次是對於歷史的闡釋，即在展

示中呈現歷史的解釋或意義；而以時間軸為經，以

同時代社會文化和生活為緯，交織展現各時代的社

會文化和生活，並具體表現歷史文化傳承的精神，

更是歷史展示最具吸引力的特色
5
」。

具說明性的展覽敘事

福岡市博物館的常設展在其展覽詮釋中，相當重

視展覽的可說明性及脈絡鋪陳，大量運用多元媒材

闡述單元主題。在展覽說明性方面，館方除了在牆

面提供完善的說明文字、圖表，或示意圖，在視覺上

提供詳盡的展覽資訊，部分展示區還設置可觸摸的

複製品，啟動觀眾的觸覺感受；也搭配影片或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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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光源聚焦，讓國寶金印顯得閃耀奪目（筆者攝影）

圖5  櫃外陳列印鈕及印文的原寸複製品，鼓勵觀眾觸摸，獲得實物體驗（筆
者攝影）

5  轉引自呂理政，1996。地球是個博物館，頁19。新北：稻鄉出版社。

邀請觀眾深入認識所欲闡述的主題。以第一個單元

「金印的世界」為例，一進入這間陰暗的展室，隨即被

金采耀眼的金印吸住目光（圖4）。館方以適當的光源

聚焦在金印身上，讓文物在陰暗的展廳內顯得格外

亮眼奪目，從而襯托其神秘與貴重的質感。觀眾可

能驚訝地發現這件大名鼎鼎的歷史重寶，實際尺寸

竟是如此迷你袖珍，但拉近距離觀看，則可發現迷

你的金印以一適於觀看的高度於四面櫃中展示，一

旁利用鏡面投射顯現印文，櫃外則陳列印鈕及印文

的原寸複製品，鼓勵觀眾透過對於材質、形狀、篆刻

的觸摸，延伸觀賞的感受（圖5）。

除了精心設計的文物陳列方式，再往後頭走，則

可觀看簡介影片，並且閱讀詳盡的牆面說明，內容

包括印鈕及印文的放大輸出、摘錄中國史籍如《三國

志》、《後漢書》、《漢書》對於當時中日交流的相關記載、

金印的時代背景、金印由洛陽往倭奴國的遷徙地圖，

以及有關金印出土發現與學者論證真偽的過程等

（圖6）。展覽另陳列同屬漢朝天子頒賜、蛇鈕金印的

「滇王之印」複製品，供觀眾參考比對兩枚金印的形

制、材質、篆刻與造型。亦展示復原金印作為文書封

泥的樣章，並陳列古代日本文書複製品，從中探討

漢制頒贈中「印」、「綬」材質與顏色的選用。單元最後

設置觸碰式電子看板、金印複製品及蓋章台（詳後

文），鼓勵觀眾手動操作以獲得實地體驗。

雖然將複製品與真品穿插擺放，似有減低真品價

值感與影響認識歷史真實感的疑慮，但考量該展係

屬常設展示，不可能向外館借來「滇王之印」或古代

日本文書長期陳列，因此，透過複製展示，似也是從

「追求展覽敘事完整」企圖出發所產生的折衷方

式。由本單元多類型的展示方式與豐富多元的說明

內容，可看出館方強調展覽應具說明性、力求展覽

論述完整的用心。

圖6 「金印的世界」單元牆面詳盡的說明與相關文物陳列（林姿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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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門機構，主要為接待新羅和唐朝使節、留學生，

以及894年廢止遣唐使後往返唐、宋、新羅的商客使

用。鴻臚館如今雖不復在，僅有遺跡尚存於舞鶴公

園，但這段承載著日本對外交流的歷史過往，對於

有興趣探索中日、日韓間文化交流的人們來說，具

有重要的歷史與文化意義。館方雖展出若干鴻臚館

的建築殘片、出土器物收藏展示，但數量略顯不足，

為了補足影像、文物不足的缺憾，特別透過精美的

動畫影片，描繪重建鴻臚館建築形貌與構造變遷、

外交人員來往互動，以及鴻臚館與大宰府官署之間

的官道聯繫，提供認識中日外交之宴饗迎送、禮賓

儀節的途徑。

國內博物館學者呂理政曾指出，歷史類博物館的

要務，係將文物置於歷史文化脈絡中加以得體的展

示，以解釋歷史事件或當時的社會文化
8
。福岡市博

物館囿於本身文物收藏，雖不若歷史書籍能全面的

展現觀點和評價，但透過模型、動畫影片以及珍貴

的文物殘片，仍能營造一具脈絡性、以歷史主題為

導向的展示方式，讓觀眾能從片面的物質文化切入，

試圖理解這段歷史時空（圖8）。

情境展示重建現場

除了前述提及的遣唐使船模型設置以外，展間大

量運用模型、出土復原圖，以及情境展示。例如第二

單元「福岡的黎明」就陳列了繩文時代原始農村聚落

與出土陶器的模型。第六單元「博多豪商的時代」展

示一面大型考古切面復原圖，藉由博多在十四至十

六世紀間不同地層遺跡的考古發

現，邀請觀眾想像當時與中國明

朝、朝鮮與琉球之間海上貿易情

況，展現博多大港活絡的國際交

流。第八單元「近代城市福岡的時

代」則布置街景展示（streetscape）

及時代室（period room），提供觀眾

虛擬實境的參觀感受。西式建築、
圖8 鴻臚館的動畫影片，復原重建歷史現場（筆
者攝影）

概念導向的主題陳列

國內博物館學者張婉真曾指出，物件導向的展覽

突出展品的重要性，展覽著重在物件直接的美感；

概念導向的展覽則注重訊息與資訊的傳達更甚於展

品本身，文字、攝影、圖像等媒體在此類展覽中往往

扮演重要的角色
6
。觀察福岡市博物館的常設展示，

似可發現，除了第一單元「金印的世界」及最後一個

單元「山笠的世界」分別以「漢倭奴國王印」、「軍師官

兵衛之勳」山笠花車兩項「文物」為主角，輔助多元

媒材闡述陳列以外，第二至十單元則是以「概念」為

主題，搭配館藏文物或其他輔助媒材，以追求能完

整闡釋時代背景或特定議題為目標（圖7）。

以第四單元「鴻臚館的時代」為例，該單元探討福

岡在四世紀以降至十一世紀間，如何通過遣唐使的

往返進行中日交流，引進唐朝文化藝術、律令制度，

奠定日本古代的國家基礎。由於歷次遣唐使不論是

經由北路、南路，或者南島路等海路，皆由福岡博多

大港駛出
7
，因此，如何鋪陳歷史脈絡，引導觀眾認

識遣唐使這段歷史，以及之間不可或缺的重要樞

紐──福岡，成為該單元的重點之一。在此單元的展

示策略中，館藏文物並非單元重心，而是聚焦在一

艘大型遣唐使船模型，將觀眾導入使船航運的想像

情境。如此的設置不僅創造可觀的視覺效果，同時

也引導觀眾認識觀察模型的細部，提供平面展示所

無法提供的環場參觀體驗。再透過動畫影片重建日

本對外交流的文化現場──「鴻臚館」。「鴻臚館」係日

本古代的迎賓館，是與大陸之間外交、交通及貿易

圖7 搭配館藏文物及圖版輸出，強調主題陳列
（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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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山笠花車及實況影片將觀者
導入祭典情境（筆者攝影）

圖9 以情境展式呈現近代福岡的市容（筆者攝影）

咖啡館及汽車的出現，反映了城市接

收西方思潮與技術後所發生的轉變

（圖 9）。最後一個單元「山笠的世

界」講述日本歷史悠久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博多祇園山笠季，於每年七

月為祈禱預防疾病而舉行，由市內各

町分別派出山笠花車參與競賽遊街，

係年度熱鬧豪放的民俗活動。展覽聚

焦在一座大型山笠花車「軍師官兵衛

之勳」（圖10），輔以江戶時代描繪山笠慶典的作品以

及明治時代製作的山笠微縮模型，讓觀眾透過繪畫、

模型遙想古代的山笠季情境。另外，館方並播映現代

山笠季的慶典影片，讓觀眾雖不能親臨現場，亦能透

過影片認識現行祭典的實況。館方將「慶典文物」置

放於「慶典情境」中，讓文物展陳更加符合歷史脈絡。

雖然情境式的展示有其真實性的疑慮──究竟是

真有其地其景，還是屬於混合式的想像產物？然而，

不可否認的，情境展示因其特殊性質，確能營造可

觀的視覺經驗，並促進觀者直接理解的效果
9
。觀者

置身於種種情境展示，或可由所展示所產生的視覺、

空間效果裡頭，自我投射至所欲營造的時空背景之

下，或是反思自身的生活經驗，進一步延展或擴大

參觀所得。如此一來，情境展式不僅為靜物陳列重

建了文化現場，也提供觀者想像空間及豐富的參觀

體驗，發揮了促進展覽觀賞的正面效果。

突破實體展示限制的科技手法

館方為追求展覽論述脈絡及說明性，考量到若干

文物有其實體展示的限制，但卻又是構成論述完整，

或提升主題瞭解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於是精心運用

科技手法，讓文物能巧妙地參與展出，一來增進主

題完整性，二來也提升了觀眾與展覽的互動性。以

6  張婉真，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頁142。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  古瀨奈津子著、高泉益譯，2005。遣唐使眼中的中國，頁14-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8  呂理政，1996。地球是個博物館，頁18。新北：稻鄉出版社。
9  張婉真，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頁164-174。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單元「金印的世界」為例，館方設置大型互動式

數位看板，觀眾可放大細部或旋轉各角度觀看高解

析畫質的金印影像。迷你袖珍的金印，透過數位化

展示，化為觀眾掌中乾坤（圖11），提供靜物展示所無

法給予的互動體驗。

第五單元「博多綱首的時代」闡述十一至十四世紀

間福岡博多地區的歷史，探討「博多的中國商人與『唐

房』」、「蒙古侵襲」以及「陶瓷器及禪宗文化移入」三子

單元。其中談到「蒙古侵襲」，則不能不提到西元1274

年及1281年發生在九洲北面博多灣的兩場元日戰爭

（日人稱之為「文永」、「弘安」之役）。此兩場激烈的戰

役，於十三世紀時被描繪於〈蒙古襲來繪詞〉卷軸，以

肥後國豪族菊池氏部下竹崎季長為主角，作品本身配

有文字描述，是記載蒙古襲日的重要史料，亦是戰紀

繪卷的代表作品，如今為日本宮內廳所藏。由於該畫

並非福岡市博物館收藏，但卻是反映福岡與元日戰爭

地緣關係的重要史料，因此館方特別設置大型數位看

板，將全卷以數位方式陳列，觀眾可觸碰點選前卷

「文永之役」或

後卷「弘安之

役」的段落，觀

看 高 解 析 畫

像；或是點選

圖11 互動數位看板可針對金印的各項細部觀看
（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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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運用擴增實境技術，重現遣唐使船在洶湧
海象中航行的情境（筆者攝影）

圖14 於〈福博惣繪圖〉旁地立架掃描QR Code後，
即可於導覽平板內觀看福岡不同時代的地圖（筆

者攝影）

圖15 〈博多風俗圖〉中的人物圖像，透過擴增實
境於導覽平板內動態呈現（筆者攝影）

日本並序〉詩中「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

日，歸帆當信風」的壯麗圖畫（圖13）。

在第二單元「福岡的黎明」中，利用導覽平板掃描

QR Code後，再將螢幕方框對應到牆面上的史前大

象形象輸出，隨即傳來大象的三D動畫及聲聲象吼，

引導觀眾穿越進入史前生態的虛擬時空。第七單元

「福岡蕃的時代」中，觀眾在1646年〈福博惣繪圖〉複

製品前，透過「擴充實境」可觀賞福岡地區自十七世

紀至今的地貌變遷動態，並瞭解

當時封建領主黑田家族修建福岡

新城與城下町的時代背景（圖

14）；第十單元「福博人生」中，則

可觀賞〈博多風俗圖〉人物圖像動

畫，原本靜止的人物描繪，紛紛

躍然紙上，吸引觀眾從中觀察他

們的服飾、生活等面向，為靜態

的展示增添許多趣味與想像（圖15）。

鼓勵互動的教推輔具  

展覽中亦設置實地操作的教推輔具，鼓勵觀眾手

動操作，輔助並延展觀賞經驗。例如第一單元「金印

的世界」，設置金印蓋章臺，臺上共設置兩枚金印複

製品，其中一枚可供觀眾在沙臺上蓋下印文，蓋印

完畢可用滾筒推平，頗具環保概念；另一枚複製品

則是比照真品的重量打造，計108.729公克，可供觀

眾拿取體驗金印的重量與質感（圖16）。

局部，獲得進一步說明資訊（圖12）。此舉凸顯館方力

求展覽論述完整，透過數位展示，讓主題能以更具說

明式的方法呈現，以促進觀眾對於時代歷史的全面瞭

解。從另一角度思考，由於傳統水墨設色的繪畫皆需

以特別的溫溼度、亮度等條件管控保存，並不適宜長

時間展示；也可能因為展示空間所宥，不便全卷展示，

福岡市博物館此次所推出的展示方案，突破繪卷實體

展示的藩籬，讓文物呈現除了可不受時間、空間等因

素侷限外，還能拉近文物與觀者的

距離，實為一別出心裁的設置。

激發想像的擴充實境  

在追求具說明性與歷史脈絡的

敘事風格以外，館方亦在展示中

運用科技導覽裝置，促進觀眾探

索文物並參與互動活動。在常設

展入口處，館方提供免費借用的導覽平板電腦，內建

中、英、日文等導覽介面。針對十一個單元分別設計

教案，觀眾掃描展場對應的QR Code，可獲得進一步

資 訊 說 明，其 中 七 個 單 元 提 供「擴 充 實

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功能，為展覽參觀

增加許多想像與趣味。例如在第四單元「鴻臚館的時

代」中，館方運用「擴充實境」功能，針對「遣唐使船

模型」設計浮世繪風格、兼具音效的航海動畫。該動

畫透過導覽平板，重現使船在洶湧海象中飄搖航行

的情境，讓人不禁想起唐代詩人王維〈送秘書晁監還

圖12 互動數位看板可針對〈蒙古襲來繪詞〉的細
節觀看，並點選局部重點說明(筆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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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金印複製品的蓋章臺，讓觀眾體驗蓋章及
感受金印重量（筆者攝影）

圖17 古籍複製品陳列，營造與文物互動接觸的
感官體驗（筆者攝影）

第二單元「福岡的黎明」，擺設

各種石材以及摘穗的教具，供觀

眾觸摸，從其質感與硬度推想遠

古時代人們運用石器作為工具的

情境。第六單元「博多巨商的時

代」，則設置體驗區，提供450年前

當地人們書信的範本及空白信紙、

捻封，邀請觀眾實際製作體驗古

代書信的封折方式，由活動式白

板、紙、筆所組成，可方便館方不

定期更新教案內容。第七單元「福

岡蕃的時代」則設置《幕末福博見

聞記》複製本，鼓勵觀眾親手翻閱

幕府時代末期庶民的福博紀聞，

一方面突破古籍展示無法翻閱的

限制，另一方面也營造實體互動

接觸文物的感官經驗（圖17）。種

種別出心裁的教具設置，寓教於樂，增添展覽內容

廣度，並促進觀眾對於展覽的主動學習。

結語

一般而言，歷史類博物館的展示呈現，常來自於策

展人/學者的主觀詮釋與研究心得。Collingwood曾指

出，歷史闡釋的敘事構成，大多來自於歷史學家的

「先驗性想像」，即先建立特定的敘事框架，從「確定

發生過的事實」中去推斷「必定發生過的事實」
10
。因

此，如何建構一合於事實且又具脈絡的歷史展示，向

為歷史博物館面臨的課題之一。同時，促進觀眾的主

動參與，透過展覽獲得反思、引起興趣，進一步營造

展覽與觀眾的雙向交流與溝通，亦為策展人所追求

的目標。福岡市博物館最新的常設展，在內容上提供

了詳盡的文字、圖表說明，結合館藏文物與多元媒材

展示，企圖提供一個全面性、概念式的福岡史觀；採

寫實主義之展示手法，如物質空間情境複製、考古發

現之復原圖，較貼近觀眾生活經驗，容易引起共鳴；

另一方面，透過擴充實境、數位展

示以及手動教具等設計，強調觀

眾與展覽的互動參與，啟動視覺、

聽覺、觸覺等感官經驗，不僅增添

了展覽參觀的想像趣味，也強化

觀眾對於展覽主題的瞭解與印象、

延展參觀經驗。

此外，身為當地代表的城市博

物館，福岡市博物館在其常設展

中，透過主題式闡述以及新穎活潑

的展示手法，重溫當地歷史、重塑

城市價值。不僅讓在地人能有所依

附認同，從歷史的榮光中凝聚對土

地的向心力，也讓國內外觀眾能快

速掌握當地時代脈絡，從其所呈現

的文化縮影中，印證體會當地遊覽

經驗，強化對於城市歷史背景的認

識。再拉高一個層次，從福岡市整體的歷史文化行銷

高度思考，或可將福岡市博物館思考為城市歷史生態

系中的一環，甚至視為都會的導覽中心──觀眾在博

物館常設展示中獲得對於城市的基礎瞭解後，若有興

趣，可再造訪位於舞鶴公園的鴻臚館遺址展示館，或

者位於志鶴島的金印公園等，親臨歷史遺跡現場，深

入探討特定文化議題。如能加強城市間各文化財機構

的相互鏈結，則不僅形成一完整的歷史生態系統，對

於城市的歷史與文化行銷，將更有所助益。 

10  何兆武等譯，柯林伍德著，2010。歷史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轉引自張婉真，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頁147。臺北：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