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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丑之助與泰雅族醫師樂信．瓦旦
（Losin Wadan）的故事─
追求和平共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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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ursue the Way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范燕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Fan, Yen-Chiou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TNU   

前言：從一則祭文談起

「恭敬地在森老師的靈前報告，這正是大正十五年

七月初旬，雖然聽聞您失蹤的消息，總認為您何時

應該再回來吧！然而，終究從您的遺物，瞭解您已成

為汪洋大海中的人了。⋯

大正十五年八月四日。泰雅族總代。渡井三郎。」

以上祭文的對象「森老師」，就是日治初期重要的

人類學家森丑之助，他自18歲來台（1895）之後，全

然奉獻在臺灣原住民族調查研究，至50歲突然結束

生命為止。現今，凡研究日治臺灣人類學、或者臺

灣博物館發展者，對於這位傳奇人物「森丑之

助」（1877─1926、以下簡稱：森氏）都不陌生。不

過，森氏的歷史地位曾經長期被埋沒；原因除了他

沒有學位，個性耿直，在當時受到刻意的排擠與忽

視之外，也是因他未及將大部分調查成果著書成

冊，即抱恨投海自盡（宋文薰、楊南郡評析）。1990

年代，日本及臺灣學界開始發掘森氏的史料，重建

他的歷史地位；2000年楊

南郡出版《生蕃行腳─森

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讓

世人得以完整認識這位

特立獨行的臺灣原住民

研究先驅。

以上祭文所提的，即

是森氏離奇的死亡一

事。1926年7月3日，森氏

搭乘日臺航路「笠戶

丸」返回日本的途中，7

月4日離奇失蹤；但從船

上所遺留的物品，官方

判定他是跳海自殺了。森氏的喪禮是在8月4日舉行，

這則署名為泰雅族總代「渡井三郎」的祭文，應該就是

為了這個場合。由於森氏在生前以真誠獲得原住民族

的敬重，泰雅族代表書寫的祭文，並非難以理解。

不過，這件祭文仍引發不少值得深究的問題，首

先，就祭文的書寫者，這位日本名為「渡井三郎」的

泰雅族總代是誰？他與森氏有何關係？其次，就祭文

內容與意義，究竟祭文的內容重點為何？以及從原

住民族的立場，對於森氏之死所傳達的訊息。再者，

就祭文的發現，這件最初出現於森氏喪禮的祭文，

其後長期由森氏家屬保存，至2010年因博物館的一

項調查計畫，重新發現它的存在，距離它當初出現

樂信瓦旦攝於1926年

森丑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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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信瓦旦寫的森氏弔文1

樂信瓦旦寫的森氏弔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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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合已超過80年以上。就現今的眼光，這件祭文

已成為歷史文獻，是探索森氏與樂信．瓦旦家族跨世

代友誼的歷史線索。為解答這一系列的問題，有必

要從祭文的重新發現談起。

最近期，這件祭文重新被發現，是來自國立臺灣博

物館因應百年館慶（2008），為重新發掘臺灣博物館歷

史，所製作的專題紀錄片「百年物語：追尋臺灣博物

館日治時期研究者的足跡」。從臺博館創建的歷史而

言，這項專題製作必然包含：森丑之助，原因是如日

本昆蟲學家素木得一所言，戰前博物館所展示的蕃

人民族誌標本，幾乎全是森氏一人所蒐集的；或者如

考古學家宋文勳指出，戰前臺灣博物館可說是以森

氏採集的資料為基礎所創立的。為此，這項專題製作

訪問日臺兩地相關人士，重新發掘許多第一手珍貴

資料，其中包含這件祭文，由森丑之助的曾孫森雅文

（駒澤大學任教）所提供，是首次公開的史料。

針對這件祭文的書寫者「渡井三郎」，製作單位亦

得知就是泰雅族人樂信．瓦旦（L o s i n  Wa d a n、

1899─1954），並實地採訪樂信的子姪輩。在訪談之

中，最有意義的是他們也首次知道、看到Losin所寫

的祭文，但聽過森氏研究泰雅族之事；他們也提及

當時日本人經常指派渡井三郎（樂信），去協調泰雅

族部落間發生的衝突，或解決困難的問題。至於與

森氏的忘年友誼，家屬僅提及兩人年齡有差距（相差

22歲），終究無法說明他們的友誼如何而來。對於後

代家屬而言，那幾乎是兩個世代之前的故事了，而

且，兩人不同程度都因國家暴力而早逝，無法理解

的事情也就更多了。幸好！森氏，這位熱情而勤奮不

懈的人類學家，他留下豐富的文獻記錄，提供我們

尋找解答的線索。

森丑之助與渡井三郎（樂信．瓦旦、Losin 
Wadan）父子兩代情誼

從相關史料顯示，森氏與渡井三郎（Losin）確實是

忘年之交，而這樣的交情是來自森氏與Losin的父親

瓦旦．阿目依（Wadan Amoi 或稱Wadan Shetu）之間的

友誼。1917年 6月底，森丙牛在臺灣日日新報所發表

的文章，證實、記錄他與Losin父子兩代的友誼。文

中，森氏首先說明為文的動機，是收到一位生蕃醫學

生、即Losin的來信。Losin的書信以流暢的日文書寫，

讓森氏感動（日本）教育的力量，因此文章首先轉載

Losin的書信，並介紹這位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

「渡井三郎」。其中，Losin的書信內容主要說明：臺灣

納入日本新版圖之後，他們（原住民族）有機會進入

學校讀書，因此他先讀桃園小學校，而後進入醫學校

就讀；其間受到師長懇切教導與對待，因此瞭解萬事

萬物的道理與基礎知識，讓他不勝感激。為此，他希

望努力完成學業之後，盡力期使蕃人等也蒙受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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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書信串起森丑之助與樂信父子的情誼（渡井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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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信醫專畢（林日龍TenuNokan先生提供）

森氏即因Losin這樣的書信，開始回顧他認識Losin

之父的年代，以及為拯救大豹社命運，不惜與殖民當

局決裂的一段歷史。森氏言，他與渡井君有特殊的緣

份，因渡井君是泰雅族大豹蕃頭目Wadan Amoi的長

男，時年19，就讀醫學校一年級生；他幼名 Losin 

Wadan，「渡井」（日語發音：Wada-i）是承襲父親名字

Wadan，「三郎」是日本官員所給予的名字。他的父親，

故Wadan Amoi是統率大豹社有勢力的頭目。當年（應

指1903或1904年），大豹蕃社抵抗官方隘勇線推進，

雙方對戰激烈、屍橫遍野之際，森氏為拯救大豹社衰

滅的悲運，單身冒險進入蕃社向頭目說理，試圖讓雙

方理解彼此的主張；他認為這也是圖謀雙方永遠和

平，所嘗試的積極計畫。然而，他的主張無法見容於

地方官廳；為此，他在氣憤之下，不顧任何挽留，拋

棄官方職務。其後三年間，斷絕社會聯繫、杳無信息，

浪遊東部高山蕃地。其實，因當

時森氏的努力未成功，大豹社最

終淪於滅亡的命運，殘遺族人不

得不流亡外地，加入大嵙崁前山

蕃（角板山），或轉入屈尺蕃（烏

來）。

森氏進一步解釋，他這樣的冒

險行動並非偶發，而是有久遠的

根源。他追溯兩項重要的來源，首

先是早期進入泰雅族蕃社調查，甚早認識Wadan 

Amoi。基本上，森氏於日本治臺之始（1895年9月）以

陸軍通譯身分抵達臺灣，並隨即於翌年、1896年初首

次進入泰雅族蕃地踏查之後，曾三次進入泰雅族大豹

社；第一次在1896年（明治29）7月，其次是1899年（明

治32）2月，而後在1904年（明治37）4月，其中有兩次

與Wadan Amoi 見面。而且，1900年間他長期在北部蕃

地進行調查，主要是擔任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的嚮導、

兼土語和蕃語通譯，參與調查工作，踏遍各族群蕃社，

歷經近一年的臺灣探險。1900年底探險旅行告一段

落，因臺中廳知事及小西（成章）技師知遇，留任該廳

拓殖課蕃務主任，讓他有機會推進更廣的研究。

在此，森氏所追溯的時代背景，正是日本治臺之

初、臺灣蕃地處於安穩、平和的年代，原因是日本

殖民當局以鎮壓平地漢人反抗為優先，對於原住民

族採取安撫政策。當時森氏以18

歲少年，研究調查知識薄弱，但

充滿理想與求知好奇心，以泰雅

族蕃社為起點，展開全島蕃社冒

險踏查、學習之旅。如森氏在其

他文章中所言：「當時，我為了

自己的志趣。多次出入於生死之

境，馳騁於白雲去來的蕃社群

中。回想起來，不禁充滿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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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楊南郡譯註）也因此，森氏以過人的毅力，

為期僅一年多，即精通各族語言，先後出版五種蕃

族語集，成為早期臺灣總督府理蕃部門最佳蕃語用

本。他前述文中所提及的鳥居龍藏、小西成章，則

是引領他進入博物學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其中，因

多次陪同鳥居龍藏進行人類學調查，從中學習田野

調查方法和攝影技術，並經由鳥居氏引介，加入東

京人類學會為會員。以及1901年前後，與林學和植

物學專家小西成章同住官廳宿舍，學習植物學知

識，並隨同前往山區調查森林植物分布，採集許多

珍貴的高山植物標本，也發現許多植物新品種，這

是臺灣高山植物不少學名冠上森氏（mori）的由來。

然而，森氏懷念的早期山林蕃地安穩年代，很快

的消逝了。1901年，殖民當局鎮壓漢人武裝反抗勢力

之後，隨即而來的是：與山區原住民族衝突的日益

升高。尤其，日本資本家為爭奪北部山林資源，特別

為發展樟腦製造業，侵奪山區泰雅族人原本的生存

空間，雙方的敵意與利害衝突升高。而殖民當局為

支持日資事業，則發動軍警以隘勇線逼壓，更引發

泰雅族人的反抗行動。

森氏文中所追溯的第二項根源，即是面對這種時代

的鉅變，開始尋求雙方和平共生之路。依據森氏文中

所言，1900年在臺中廳遇到友人市川徹，正值他轉任

桃園第三課長，兩人約定他日於大嵙崁蕃地再見。然

而，當森氏再度北上，想進入大嵙崁蕃地，已經是大

擾亂之後，一步也無法再踏入。不幸的是：市川氏也

犧牲了；聽說他消失於蕃山露水的枯骨已被曝曬在

Biyagai社（Gaogan蕃）的頭骨架上。1901年底，他因懷

念市川氏，以及抱持對於被封鎖的大嵙崁蕃，圖謀解

決的理想。正巧大豹蕃也面臨事變，他想藉機解決他

們燃眉之急，進而接近大嵙崁蕃，因此從內山進入大

豹社。當時是雙方大衝突之際，大豹社族人卻仍給他

如同族人般的待遇；不是將他視為敵人，而是朋友懇

切相待，並多少接納他的話語；歸途也未有危險，無

事返回。當時，他察覺大豹社悲慘的前途，表示：假

使不符合他們的志願，願奉獻生命努力來拯救。對於

他的至誠，至今，該蕃社長者也仍然記得。

在文章最後，森氏以祝福Losin做為結語。他的用

語是：「亡友瓦旦的遺子、渡井君！好久不見了，收到

這封信的我，不禁感受你遺傳富於理智且勇敢的乃

森氏杜鵑─見證森丑之助的貢獻銘刻在臺灣這片土地。(范燕秋提供，攝於阿里山氣象站201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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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森氏著作《臺灣蕃族志第一卷泰雅族篇》，

由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發行。由於該書結構完

整、內容紮實，受日本學術界極大的矚目，也奠定森

氏在臺灣蕃族研究的地位。當時就讀醫學校的Losin，

理應知道這本書的出版；對於書中詳實記錄泰雅族

群歷史與文化變遷，以及森氏以超越時代的眼光，看

待原住民族的各種優點，也應有所體會與感受。Losin

在此時寫信請教森氏，誠然是合理之事。

父、堅毅而雄偉的精神，加上教育之力所鍛鍊出來

的優秀情操。祈祝健康。成業。」誠如森氏在文中稱

Losin為「親愛的生蕃出身的醫學生」，稱許Losin傳

承父親的勇敢與智慧，表達對於他們父子的深厚情

誼。綜合森氏這篇文章觀之，Losin之寫信給森氏，

以及對於森氏亡故的祭文，都並非偶然之事。

當然，值得追問的是：為何Losin在1917年寫信給

森氏？這個時間點是否有特殊的意義？可能的關連是

佐久間總督與泰雅族人合照，畫面做左方戴帽坐姿男子可能是森丑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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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信．瓦旦（Losin Wadan）對於森氏的悼念：

如前所述，1917年6月，森氏在報刊回顧與Losin

父親Wadan Amoi的友誼，以及這段友誼所關涉的泰

雅族大豹社危亡的歷史命運；對於Losin而言，閱讀

森氏文章所喚起的，應不僅是對於森氏的敬意，還

有更多對於父親及自我族群的歷史記憶。因此，1926

年7月底，面對森氏的突然亡故，Losin所書寫的祭

文，他如何理解森氏之死，以及如何悼念森氏，也更

值得注意。

不過，1926年，距離1917年Losin與森氏以書文互

動，又經過10年；當年的蕃人醫學生Losin、已然從

醫學校畢業，並返回泰雅族部落行醫。甚且，依據當

時臺灣總督府理蕃措施的設計，Losin返回部落行醫

的另一面，是擔任日本殖民理蕃工作的中介，即溝

通日警與族人之間的媒介角色。事實上，在森氏文

章未提及的是：1908年Wadan Amoi以大嵙崁前山蕃

總頭目身分，率領泰雅族人與日警激烈戰鬥，最終

因族人死傷無數而被迫歸順；Wadan交出長子Losin

做為人質，以換取族人的安全，唯一的條件是讓

Losin受現代教育。自此，Losin成為日方刻意培養的

人才，做為「以蕃治蕃」之用。1921年3月，Losin（渡

井三郎）從醫學校畢業，又留在醫學校研究科研習半

年；同年10月，返回泰雅族部落，開始從事山區醫療

工作；1923年起，擔任部落公醫，先後駐守高岡、角

板山、象鼻、尖石等地。同時，Losin必須執行另一項

有挑戰的工作，是勸導族人繳納部落槍枝。

1926年2月，泰雅族角板山兩個部族發生飢荒，殖

民當局欲趁機沒收其部落槍枝。Losin在同族親友支

持之下，積極勸說部落繳出槍枝；但有族人批評他

「站在日本人立場而苛待同族」，威脅取去他的首

級。其後，歷經近半年時間，Losin終究協助日警，完

成部落槍枝收繳工作。依據Losin事後的說明，他面

對族人的嚴厲質疑，仍堅持立場的理由，是希望化

解部落之間的仇敵關係，使族群內部和平相處；並

改變族人爭奪獵場的習慣。他認為：唯有如此，族人

才能享有文明進步的生活。如前所述，在1917年

Losin寫給森氏的信件之中，可見他早已持有如此的

觀點─讓族人享有文明的生活。

同樣在1926年中，7月初森氏搭乘前往日本的輪

船，並於船上突然投海身亡；7月31日，臺灣的報紙

刊登他投海自盡的消息，標題為「蕃通第一人森丙牛

氏之死。從笠戶丸躍入大海自盡」，說明他投海自殺

的過程，但言：自殺原因不明。其後，森氏喪禮於8

月4日下午舉行，參加他的喪禮者多達三百餘人，其

中不少是殖民政府理蕃部門官員。不過，Losin並未

參加，僅送出為森氏所書寫的祭文；最可能的原因

是Losin仍專注於勸導部落族人繳交槍枝。而他為森

氏所書寫的祭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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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引文）⋯⋯蕃通第一重鎮的您，成為不歸

的旅人，是多麼可惜，而且令人悲痛！老師渡臺以

來，將自身奉獻給蕃界之啟發。足跡遍及臺灣各處，

無所不至。或者出生入死，投入蕃族研究、蕃族史著

述。對於蕃人徹底採取和平方法，撫育善導，著眼於

使蕃人成為帝國臣民，這是世人周知之事。

見到蕃人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樣的愛護，老師經常

說「我的朋友是泰雅族」。

又對於蕃人，無論如何都想給予做為優秀人類的

文化生活，這樣的熱血非凡人所能及。生等實不勝

感謝。或者至今尚有人無法理解，深切憂慮尚未歸

順。只管進行啟導計畫，雖力求各方理解，卻不得其

意。使您非常沮喪，而且蕃族史的大志也落空的、伴

隨您到他界去了。以三十年間如此的熱血，垂厚愛

於蕃人，最終為我族而終結生命。

生等一想到老師生前深厚的恩情關愛，幾乎肝腸

寸斷，豈能不哀傷啊！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止！雖想

報恩，老師已不在世上了。悲哉！以言詞而無法表達

心意。生等敬仰尊靈，奉持微哀，啟發同族，覺悟回

報大志於萬分之一。勇猛精進，努力使理蕃事業終

有美滿成果。⋯

以上，Losin所寫的祭文層次論點清晰，第一部分

是蓋棺論定的方式，指出森氏在蕃族研究與啟發的

卓越貢獻，包括學術實踐的重要觀點，即：「對於蕃

人徹底採取和平方法，撫育善導」。其次，申論森氏

對於泰雅族或蕃族的關愛，特別是熱忱的「想給予做

為優秀人類的文化生活」；然而，最終也因此「為我族

而終結生命」。換言之，在Losin的認知，森氏是為原

住民族而自盡的。最後一部分，則以哀悼、懷念森氏

之餘，決心以「啟發同族」來回報森氏的恩情。

就如祭文之中，Losin是以「先生」、即「老師」一詞稱

呼森丑之助，其意義應不是年齡、輩分的層次，而是

從森氏的學術實踐與志業獲得啟發，因而承繼及實踐

其的理念和理想。其實，回歸Losin原住民菁英的主

體立場，他祭悼森氏的書文內容，相當程度亦反射他

個人的價值信念。或者說，森氏雖是做為殖民者的日

本人，但不僅超越殖民的界線，也有超越時代的卓越

識見，因此Losin與森氏能產生一種時代性的共感。

Losin的祭文另一重要觀點是：森氏為蕃族而終結

生命，為何他如此斷言？這是從當時日本人所發表

的文章去推斷，或者從森氏文章提及的，他「願奉獻

生命努力來拯救大豹社」？依據楊南郡的研究，他引

用與森氏有多年交情的宮川次郎（拓殖通信社駐臺

北特派員）所發表的文章，詳細分析逼使森氏自殺的

原因，是為了試圖解救布農族「施武郡蕃」，避免他們

一直被官方圍剿的慘境。亦即森氏在 1917年發行

《臺灣蕃族志》第一卷，準備出版第二卷布農族篇之

時，發生布農族大分社抗日事件。森氏為了讓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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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農族人與殖民當局和解，他試圖創造雙贏的方

式是設置東埔開發計畫，劃定一塊保留地，給予他

們資金，從事造林與蕃產生產。為此，森氏試圖利用

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所提供，共計三年、每年三千

日元的資金，總計九千元。不過，由於大阪每日新聞

社極為不贊同，他的計畫最後以失敗收場，也逼使

他選擇自殺之路。

就宮川次郎發表相關文章的時間，分別為1926年6

月、8月，Losin是否有機會閱讀這些文章，實不得而

知。不過，即使Losin並未讀到宮川氏的文章，無論

從森氏對於原住民族一貫的熱愛，或者1900年代曾

對大豹社族人誓言；Losin就敢於斷言森氏「為我族

而終結生命」。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森氏的朋友尾崎

秀真相關談論獲得證實，即：

丙牛氏行事狂熱⋯⋯不動用一兵半卒，不用犧牲

人命，要靠他自己的方式，讓一生所奉獻的對象─

深山蕃人同浴近代文明。目前⋯⋯只剩盤據於玉山

山麓的布農族「施武郡蕃」，仍在崇山峻嶺中恃險抗

命。丙牛氏為了促使這些不屈服的蕃人歸順，再三

前往高山遊說抗命的頭目。（引用楊南郡譯註）

結語：森丑之助對Losin的影響

本文討論的起始，乃是國立臺灣博物館最近期所

發掘的泰雅族醫師樂信．瓦旦（Losin Wadan）為森丑

之助之死所書寫的祭文。這件祭文史料，不僅是追

索森氏與樂信．瓦旦父子兩個世代友誼的歷史線索，

也是從原住民族主體的立場，重新理解森氏在臺灣

原住民族研究的重要地位。換言之，這件祭文史料

珍貴之處在於有別於多數日本人、臺灣漢人的立場

或研究觀點，屬於原住民族主體的立場觀點；也是

從原住民族的立場，證實森丑之助超越時代的識見

與志業，以及他對於這位泰雅族醫師Losin Wadan的

重大影響。 

以個人對於泰雅族醫師樂信．瓦旦（Losin Wadan）

的研究，儘管多年來累積各類相關史料，也有不少

重要研究論點，得以重建這位泰雅族醫師從日治時

期的政治養成、以至戰後從政的轉折過程；然而，對

於他在日治時期理蕃工作的角色，仍存有不少有待

釐清問題與疑點。此次，藉由本文探索Losin為森氏

書寫祭文的背景，閱讀兩人往來的書信，終於解答

個人多年來的疑惑。藉此，個人的理解是：由於森丑

之助真誠的、為原住民奉獻終生的努力，深刻影響

泰雅族醫師Losin Wadan致力於「啟發同族」，讓臺灣

原住民族「同浴近代文明」。文末，個人特別感謝李

子寧老師提供Losin書寫的祭文。李老師知道個人

長期研究樂信．瓦旦，2011年臺博館發現這件祭文

史料之後，他隨即將資料傳給我參考。在此，謹致謝

忱。 


	「人．物．故事─城牆內的博物學家」
	談「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博物學家
	On the Naturalist of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National Language School
	林明聖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Ming-Sheng Lin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Life Science, University of Taipei



	森丑之助與泰雅族醫師樂信．瓦旦（Losin Wadan）的故事─
	追求和平共生之道
	The Story of Mori Ushinosuke and Atayal Physician Losin Wadan: 
	to Pursue the Way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范燕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Fan, Yen-Chiou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TNU   



	以圖像重現歷史的先驅：
	「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
	與「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
	Pioneer in Representing History by Images: The Illustration of Taiwan Prehistoric Life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aiwan Indigenous Handicraft
	李子寧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
	Li, Tzu-Ning Research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鳥獸蟲魚入館來：
	菊池米太郎的採集人生          
	Calling all Creatures of Earth, Sea and Sky: Yonetaro Kikuchi’s life in collecting
	吳永華 臺灣自然史研究者
	Wu, Yung-Hwa Researcher of Taiwan Natural History



	臺灣虎鶇的分類變遷回顧
	Zoothera’s Taxonomy of Taiwan Revisited
	林大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Lin, Da-Li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陽臺上的鳥巢日誌
	Light-Vented Bulbul Nesting Diary-My Field Note on the Balcony
	林俊聰 國立臺灣博物館 典藏管理組
	Lin, Jun-Tsong Department of Collec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玻璃屋裡的
	小小生命：矽藻
	A Little Life in a Glasshouse: the Diatoms.
	汪良奇 國立台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
	Wang, Liang-Chi Collec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Unfolding Taiwan」─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2013 
	巴西里約熱內盧大會」設置
	「臺灣形象展位」工作經驗分享
	Sharing Working Experience from the Planning of 
	the “Unfolding Taiwan” Stall during the 
	ICOM Rio 2013 General Conference
	賴婉婷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
	Lucy Lai Department of Research,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印度文化保存的傳統與創新─
	參加國際博物館協會保存維護委員會
	研討會的省思
Conservation and Creation of Indian Culture-Refleciton on the ICOM-CC Conference
	陳相仲 黃振中 浦青青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Chen Hsiang Chung Huang Chen Chung Pu Ching Ching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攝影：陳相仲


	博物館多元文化導覽服務之探討─
	以「國立臺灣博物館─
	新住民服務大使」為例
	Multicultural Docent Service in the Museum – Taking “New Immigrant Ambassadors” 
	in National Taiwan Museum as an Example
	袁緒文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Emily Hsuwen Yuan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城南藝事II
	郭元興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Guo, Yang-Sing Eu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eusenm


	臺灣博物隨身聽
	活動花絮─
	2016臺北國際書展
	Highlight in the 2016 Taipei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First Participation of NTM
	李瑋倫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Lee, Wei-Lun Eu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eusen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