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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相互了解，因為「它」是博物館

與外界最主要的溝通橋樑，也是博物

館呈現專業的最佳平台，博物館的蒐

藏也需藉由展示的詮釋與轉化才得以

彰顯（吳佩修，2007）。

科工館在印刷主題上的的蒐藏與研

究已有相當的基礎，全館蒐藏的印刷

文物，件件都標誌著人類文明發展的

印記，例如：風行銅模，為中文正體字

的標準模板、臺灣第一批愛國獎券的

銅凹版等，在2013年12月順利推出主

題展示，更於2014年透過國際合作策

費）。透過合作協議書的簽訂作為協商及規範，以釐

清兩館辦理本次國際策展交流相關工作之責任歸屬，

重點工作時程如表2。

透
過巡迴展或博物館間特定文物相互的借展，

使得在不同地區的民眾可以欣賞到各館的珍

貴文物典藏，也使得博物館的能見度和展覽的吸引

力明顯提升與增長，這種國際交流展或者共同策展

一直以來在博物館界都蔚為風氣。本文特別以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與澳門科學館

共同合作的「訢心相印 ~印刷文物特展」國際巡迴

策展經驗為例，探討雙方如何合作策展、兩館分工

模式、科工館如何以 2013年 12月展出的「訢心相

印─印刷文物特展」為展示架構基礎再加入澳門在

地特色，讓「印刷」主題及文物透過轉化與詮釋展

現其價值，成為博物館的宣傳大使。

合作背景說明

科工館鑒於臺灣的印刷技術發展因科技變遷的衝

擊，面臨了重大的轉型。為具體呈現印刷科技在臺

灣的發展歷史及對於教育、文化、生活的貢獻，自

1998年起進行以「印刷科技」為主題的文物蒐藏計

畫。歷經多年努力，與印刷主題相關的典藏文物已

逾200件，累積了豐厚的研究基礎，並於2013年12

月在科工館辦理了「訢心相印─印刷文物特展」。

該特展於科工館展出期間深受許多民眾歡迎，引起

廣大的迴響，透過展示讓大眾了解到印刷是非常生活

化的，除了空氣和水無法印刷外，我們雙眼所及、日

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其實都脫離不了印刷品，也引

  

表1 策展團隊分工表

辦理單位 策展團隊 工作內容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展示籌備小組

1.展示各項工作統籌
2.展示內容暨借展文物審視整理
3.協助展示製作
4.辦理文物包裝運輸及進出口報關作業
5.導覽教育訓練

佈卸展工作小組 辦理文物開箱點驗及佈卸展工作

澳門科學館

展示籌備小組

1.展示各項工作統籌
2.辦理展場設計製作案 
3.協助文物開裝箱點驗及佈卸展工作
4.展場營運管理

公關行銷小組
1.文宣品設計印製及宣傳作業
2.籌辦開幕活動

教育活動小組
規劃辦理展覽教育訓練、動手做活動及
演講

跨國的文化交流：
「訢心相印─
印刷文物特展」
國際巡迴策展紀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Sketch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hibition 
“Journey of Printing Collections”
蘇芳儀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

Su, Fang-yi Exhibition Divis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起澳門科學館合作的興趣。有了前一次「鎖具特展」的

合作經驗，這次的印刷展馬上成立跨館際的專業策展

團隊，開始規劃「印刷文物特展」（以下簡稱本特

展）。此次臺、澳兩館合辦展覽的經驗，使科工館策展

團隊再次經歷完整籌辦國際交流展的作業流程，並對

跨國展示的協商合作、分工模式有更深入的了解。本

文將紀錄籌辦此展的過程與經驗，以傳承及分享策展

實務，並作為各友館從事籌辦國際交流展示之參考。

合作模式與定位

雙方分工

本特展在展示設計規劃及內容定位與臺灣展出的

分區脈絡是相同的，由科工館提供印刷相關研究、

展示內容、臺灣展出時設計圖說、圖文設計、科教

活動、影片、文物等，澳門科學館則負責展場設計

製作、在地特色的展示內容及開發新的互動展示單

元，兩館合作分工如下表1。

表2 重點工作時程表

項次 重 點 工 作

1 確認雙方合作意向

2 成立兩館策展團隊

3 討論合作協議書

4 簽訂合作協議書

5
（1）提供展示資料
（2）討論展示設計
（3）確認平面配置及視覺設計

6 科工館文物包裝運輸採購發包

7 澳門科學館展場製作

8 文物包裝裝箱運輸至澳門

9 澳門科學館辦理佈展工作

10 印刷文物特展開幕

11 推出二期展示

12 演講活動交流

13 印刷文物特展閉幕

14 澳門科學館辦理卸展工作

15 文物包裝裝箱運抵臺灣

展示規劃與設計

文物社會價值的運用可以使大眾透過對文物的認

識對自身與社會產生認同感，這樣的認同感來自於

參觀者與物件相互產生的連結關係，而文物社會價

值的傳遞可以透過教育、展示等功能，博物館的存

在有助於大眾瞭解社會的本質，在今日的社會中，

博物館更可以透過博物館功能的發揮，達到社群之

間的互相瞭解（何慧怡，2012）。而展示正可以達到

合作模式

確認展示規劃方向、展示內容及雙方分工後，兩館

即進行討論、簽訂合作協議書，以本特展為例，協議

書內容包含：（1）展示基本陳述；（2）展示需求；（3）雙

方分工；（4）展品保險；（5）展品包裝；（6）展品運輸；

（7）展場管理；（8）宣傳及開幕式；（9）智慧財產權的規

範；（10）經費安排；（11）修改、中止合約及仲裁法律

等。科工館主要是提供展示內容及展出文物，澳門科

學館則負責展場製作及負擔借展經費 （包括展示權利

金、文物運輸保險費用及科工館工作人員佈卸展差旅

圖1 策展理念與流程架構

策展理念
★以書的故事為概念規劃本展並選擇文物

★文物做為對外溝通的大使

達成效益
★透過印刷文物，提升展覽吸引力
★深入淺出的方式，認識印刷科技

（主題搭配故事方式，引導觀眾思考印刷的發展）

成立策展團隊工作小組
由科工館負責策展，另包括展
示維護、科技教育、導覽解說

展示故事
（一本書的旅程）

展示核心概念／設計原則
（T‧E‧A）

展示架構
一本書延伸出：字、圖、版、印、裝

展示內容 文物選件

符合T‧E‧A劃分為
「Technology－科技」
「Entertainment－娛樂」
「Art－藝術」三個核心概念

外借不足之文物
與專家學者討論

展示手法及內容適切性

特展的核心準則
做為設計的依據

6個區域，總共有47個
單元，134件文物

與廠商進行細部設計討論
（包括動線配置、空間設
計、圖文設計、互動單元
設計、視聽軟體設計等）

製作

設計

規劃

完成展示規劃書
展示內容／文物清單

展示設計
（確認展示單元／基本配置）

公開招標確認設計承商
（木作、鐵工、多媒體互動等）

審查展示細部設計圖說

依設計圖說進行製作

審查工法、腳本圖文、美編及材料
（標準字、主視覺設計Logo、圖文設計）

進場施工

測試與驗收

開幕營運

展的方式將本特展巡迴至澳門科學館展出。以下針

對本特展的規劃設計構想、文物的選件進行說明。

展示核心理念

對大多數的人而言，印刷最直觀的印象就是

「書」，因此身為策展人的筆者，在細讀與整理科工

館的研究與蒐藏後，決定以「一本書的旅程」詮釋

展示主軸。打開一本書，會發現書上有什麼呢？有

字、有圖，仔細再看，能看出編輯者如何排版這些

字與圖，讓書變得容易閱讀，同時兼具美觀，之後

送到印刷廠印製再裝訂。所以這次的展示，正是透

過書的「故事」來呈現印刷技術所蘊含的科學與技

術（圖1）。



Museum Studies
博物館研究

78 792018 臺灣博物季刊 138 37卷．第2期 2018 TAIWAN NATURAL SCIENCE Vol.37 (2)

（3）以主題搭配時間軸的故事線呈現，配合生動有

趣的展示手法，引介印刷科技的發展在時代更迭下

與社會所發生的互動，引導觀眾思考並發掘出科技

與社會互動的種種面向。

展示架構與主題定位

整個展示概分為 6個區域，從 A區「一本書的旅

程」開始，細數科工館如何開始與印刷文物結緣，透

過蒐藏與研究，耙梳出臺灣印刷產業的發展脈絡；B

區「臺灣印象」以時間軸為故事線，介紹臺灣印刷產

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C區「技術印記」介紹「字」、

「圖」、「版」、「印」、「裝」，以技術主題的方式探討印

刷技術的發展，並以館藏文物介紹印刷基本工序；

在D區「印藝良品」將印刷成品分為憑證、傳播、教

育、藝術、廣告等5類展出與介紹，回顧過去、把握

A區:導入區

紙型發展

義務教育
美援

教科書帶動印刷業
美援挹注經濟起飛

紙業發展

以書為主軸來創造故事

凸凹平孔版

活字與畢昇
材料的演進

中文字發展
英文字發展

標準鍵盤
數位年代

活版的出現

印刷機分類

裝訂技術

*展出本館印刷文物

E區復刻記憶~印樂園

套印
分版
分色

憑證
傳播
教育
藝術
廣告
其他

B區：臺灣印象

C區：技術印記

D區：印藝良品

F區：心心相印

展示名稱主題版

印刷文物與本館結緣

開始您的印象手札

印刷術的濫觴

從書(開始)

版

字

圖

印

從書(結束)

裝

臺灣的印刷發展

荷西

鄭氏

基督教會

日據

遷臺

現代

鑄字

打字

排版

印製

裝訂

裝訂您的印象手扎
省思：夕陽或旭日

3D列印技術介紹

圖2 展示架構圖

用看的，還帶有一些屬於自己

的獎勵，帶走一些屬於自己創

作的東西，同時更可親手觸摸

到文物，讓參觀民眾與博物館

展示、館藏有更緊密的連結，

創造民眾「參觀前的期待」、「參

觀時的感動」、「參觀後的回憶」。

文物的選擇與配置

博物館文物是博物館經過有目

的與規劃之下，有系統的蒐藏成

果。文物為塑造博物館的重要因

素，為博物館訂定發展方向與特

色，博物館蒐藏的形成，就是為

博物館工作所做的準備。本特展

的文物選擇及規劃係依據展示架

構（圖2）進行安排。文物典藏端

賴史料研究的方向指引，史料研

究必須有文物的佐證，透過科技

文脈與展示觀點方能讓文物達到與外界溝通的效

果。在科工館長期的辛勤耕耘下，印刷文物的典藏

藍圖具備價值及基礎，因此，本特展在「一本書的旅

程」的展示架構下，利用「T．E．A」的核心概念來發

展，充分顯現文物存在的價值，進而延伸至每一項

文物與不同時空的關係，凸顯其生命力。

本特展的文物選擇在A區「一本書的旅程」、C區

「技術印記」及 E區「復刻記憶─印樂園」以技術主

題的方式探討印刷技術的發展，因此挑選館藏物件

介紹印刷基本工序。文物的規劃與安排是先將科工

館的文物依據其「功能」進行分類，搭配展示架構

中所提出的「字」、「圖」、「版」、「印」、「裝」選擇出

相襯的文物搭配做展出，更重要的是，許多文物在

當時都拍下了珍貴的「機器工作」時的影片，重現

老機器的風采以增加展示內容的深度。而在 B區

「臺灣印象」及D區「印藝良品」的部分，則透過商

借蒐藏家的文物來補足展示內容。本特展文物規劃

佈局架構如表3。

國際策展工作實務

同中求異的策展

澳門印刷工業的發展與臺灣類似甚至比臺灣早，

同樣是由教會及殖民時期的葡萄牙人所帶來的機器

開啟印製的技術，就技術原理而言都是相同的。不

確定以一本書作為展示故事線後，將「故事主

軸」劃分為三個核心概念：即「T．E．A」，分別為

「Technology-科技」：探索印刷技術的科學與科技、

「Entertainment-娛樂」：動手體驗做一本書的過程、

「Art-藝術」：欣賞不同印刷技藝所呈現的印品風采與

美感，透過這三個核心概念讓民眾更容易了解與親近

展示內容，探索印刷產業的發展，呈現它在過去、現

在、未來不同的風貌，而科工館所收藏的文物為見證

臺灣印刷工業發展與技術面向的最佳佐證。

本特展期望達成以下三個效益：（1）藉由展出館

藏印刷文物以及各式印刷成品的展出，提升展覽對

於觀眾之吸引力；（2）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引介印

刷技術之相關知識以及目前在工業上的最新發展，

使觀眾能認識、理解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科技；

表3 文物規劃配置架構

主軸 文物規劃配置脈絡 科工館藏品

一
本
書
的
旅
程

字

活字怎麼做

銅模雕刻機 銅模雕刻機、鋅凹版

銅模
正楷六號銅模、銅模櫃、雕刻銅模、活動銅模、風行
鑄字社招牌

鑄字 鑄型手搖式鑄字機自動鑄字機

切字工具
鉛字尾刨床、鉛字檢測儀、框邊修切機手工切鉛字機、
鉛線切刀

鉛字 風行鉛字、初號鉛字、新初號鉛字

鉛字架 鉛字架

中文字

中文打字機 中文打字機

中文照相打字機
照相打字機、MC-6照相打字機專用字盤全套、MC-
P-3電動照相打字機

英文字 英文打字機 英文打字機

版

凸板

活版
木製手印盒、排版樣本、民眾日報頭版版模、凸版印
刷機拼版台 -拼版工具、燙金機

鋅版 鋅版

樹脂板 樹脂凸版、複寫紙印刷成品－樹脂版

凹版 銅凹版

石板 電動石版印刷機石版

平板 預塗感光版

孔阪 謄寫印刷機、高硫公司堀井謄寫板、排版房設備

圖
套印 愛國獎券手繪原稿及印刷前排版打樣等初稿、愛國獎

券樣張乙批防偽

印

印前製版 濕式製版機

打樣 打樣機、 凸版打樣機

印刷
印刷機、桌上型平版印刷機、五開活版印刷機、電動
圓盤機

裝
壓平 精裝書壓背脊機、騎馬釘壓平機、平裝書上下夾板

裁切 軋型刀模、裁紙機、裁紙工具、工作檯、電動裁紙機

書
（引申印刷品）

憑證 /傳播 /教育 /藝術 /廣告
愛國獎券樣張、圖案印章、報紙底片、電視周刊、「臺
灣省政府教育廳臺灣書店」標誌牌

操作博物館文物石版印刷機及打

樣機，體驗30年代的印刷技術

（上圖為打樣機，下圖為石印機）

印象手札是導覽手冊也是活動手

冊，參觀民眾依據手冊上的指示，

運用展場設計的小道具及科工館

的館藏印刷機體驗製作一本書的

過程。體驗方式包括：蓋印章、拓

圖樣、印春聯、學檢字、選文

物、來排版、壓封面以及練裝訂

現在、展望未來；在 E區

「復刻記憶~印樂園」以及F

區「心心相印」兩個展區，

要讓民眾了解傳統印刷與

電腦化印刷作業的不同，

同時介紹帶起第三次工業

革命關鍵之鑰的 3 D列印

技術，引發參觀民眾思考

印刷的下一步。

為了呼應一本書的旅

程，本特展當中設計了

「印象手札」體驗活動，讓

參觀民眾可以動手操作現

場的小道具及科工館的館

藏印刷機，體驗製作一本

書的過程，體驗方式包括

蓋章、拓圖、撿字、排

版、壓印與裝訂，親自手

作（hand made）一本專屬

自己的手冊，透過親身參

與，真的認識「一本書」的

「旅程」。讓展覽不在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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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平均壓壞地板，因此經多次討論決定以「人

力」搬運的方式來處理。綜上所述，研擬出本次文

物包裝與運輸的相關需求，再依據政府採購法委託

專業的廠商協助處理相關事宜，包括運送、包裝、

進出口報關、相關保險（牆對牆藝術品綜合保險）、

文物上架及佈卸展人力（含租借機具等）。工作項

目摘要如表4。

表4 文物包裝運輸工作項目
項次 工作項目 內容說明

1 點交及歸還科工館文物 科工館文物點交及歸還工作

2
科工館文物包拆裝、運
輸（陸運及海運）、辦理
報關及保險事宜

（1）文物自收（還）件開始之包裝、拆裝、運輸，
所需包裝材料、人力及大型機具的租用

（2）自收件日起至還件須投保所有文物零自負額
之牆對牆（wall to wall）藝術品綜合保險

（3）辦理相關報關手續及相關規費繳納
（4）收（還）件之倉儲工作及空箱處理，包括澳門

文物空箱存倉地點
（5）以海運運輸相關展品、設備及文宣品等
（6）全程紀錄文物狀況

3
國外佈、卸展工作及工
作人員

安排專業人力進行佈卸展

佈卸展工作實務

應預先評估：（1）包裝箱的尺寸及數量；（2）展場現

況；（3）佈展程序。在展場製作工程現況空間足夠之

前題下，建議可將展品運送至展場內置放，並依佈展

程序進行開箱點驗的工作，如此可減少展品因再次搬

運增生風險。於辦理開裝箱點驗及佈卸展工作前，工

作團隊應先召開工作會議，說明工作時程及注意事

項，並介紹工作人員相互認識及釐清工作職責。

澳門科學館「印刷文物特展」二期

展示現場

澳門科學館自製互動裝置「執字粒」

本次移展工作為科工館第一次「重量級」館藏文物移展至海外，因此在臺

灣縝密周延的前置作業相當重要，在澳門科學館方能依時程辦理佈展工作

印刷機是本次移展工作中最重的展品，當時丈量棧板尺寸時略有誤差，兩方策展人員展現高度的機動

性，立即在展場修正尺寸大小，使得文物順利佈展完成

表5 佈卸展工作內容一覽表

佈 展

1 展場現況檢視、佈展前工作會議、動線安全設施架設、文物櫃體定位

2 開箱點驗、文物定位、上架

3 文物整飭固定與清潔

4 教育訓練

5 開幕

卸 展

1 展場現況檢視、卸展前工作會議、動線安全設施架設、物櫃體定位  

2 文物下架、檢視與清潔、包裝入櫃固定

3 點驗封箱

4 報關資料填具、點交上車至碼頭

過，跨國合作策展會因各國不同教育體制及文化養

成，在詮釋展示內涵及工作態度上，需要更多時間

去磨合與溝通，例如雙方對色彩的認知，對工作期

程的安排等等。

本特展雖然在展示設計規劃及內容定位與臺灣展

出的分區脈絡是相同的，也複製了在科工館辦理的

「印象手札」活動，增加民眾的參與感，但因澳門曾

經過西方文化洗禮，無論是教育或是設計概念的養

成，都有著與臺灣不同的切入觀點，因此於本特展

合作之初澳門科學館即表示，會有第二期展示及自

製互動裝置的部分。其中第二期展示與澳門文化局

及澳門中央圖書館合作，以澳門印刷業歷史為主，

以「澳門第一」、「澳門唯一」的珍貴文物為主軸，展

現在地化的部分。而自製互動裝置的部分由該館同

仁自製「執字粒」，也就是撿字接龍遊戲。

文物包裝與運輸

本特展科工館共提供了 54件珍貴的館藏印刷文

物，飄洋過海到澳門，總重量超過 4 .5公噸，除了

文物特別重之外，許多機械設備都附帶零件，再加

上澳門科學館特展廳的地板為架高地板，部分地板

下方藏有配電槽，如使用堆高機來搬運文物，恐施

結論與建議

面對文化疆界模糊流動、區域相互滲透串連，當

代博物館專業正在經歷一場全國際間的展示借貸，

有著全球共通的標準化程序，然在與各博物館交涉

的經驗中，卻也突顯了跨國介面間連動磨合的文化

於澳門科學館展場配置圖及展場標示對應文物箱體號碼，以利文物搬運及開箱作業

差異（楊翎，2010）。每一個特

展之成因不同、背景皆異，雖

企圖將巡迴展模式歸納出一個

共同之模式，但還是會因案例

不同而因地制宜，因此本篇文

章，筆者就自身經驗探究合作

機制、展覽架構、文物包裝運

輸、策展團隊組成分工等議題，以及雙方如何在同

一個「印刷」科學技術的議題下，在既有的科工館

展示架構下，共同創造出同中求異的跨文化展示。

增進策展能力，加強巡迴展展示效益

本特展是科工館與澳門科學館的第二次合作，有

了前次合作特展的經驗，這次雙方的合作更有默

契，許多工作都提前作業，包括展場平面圖的確

認、文物陳列位置、搬運動線及主視覺等等，雙方

都經過超過 10次以上的確認，縝密周延的前置作

業加速在澳門科學館佈展搬運的作業期程。同時有

因應不同地區的文化氛圍，本特展在既有的架構

下，增加了澳門在地的印刷技術的特色，同中求異

的共同策展概念，為雙方工作團隊增進豐富之國際

交流展策展經驗與能力，加深兩國友誼，也為兩國

文化交流奠定平台。隨著時代潮流變化，博物館經

營手法也隨著改變，以非營利機構型態，經營博物

館展出之「特展」，甚至因地制宜的巡迴展；國內博

物館內人員，需更費心於此類型展覽，從中培養國

際展覽策劃能力，而與國外交流。

跨文化的交流與串連，延伸文物價值  

本特展將博物館文物經過有系統策劃及安排展

示，除提供民眾認識了解印刷文物之外，也展現生

活文化的演變。在教育及文化保存的作用上一定有

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本特展的展出，顯現科工館

有能力將文物加以活化展現並提供參觀民眾認知

學習或是體驗思考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有效利用文

物搭起民眾與博物館的橋樑，讓民眾認識科工館具

備的博物館專業及特色。藉由一個國際合作策展類

似巡迴展的展出，使得在不同地區的民眾可以欣賞

到，也使雙方都提高知名度，製造雙贏的局面，藉

此建立起科工館與更多不同區域民眾溝通的橋梁，

將科工館這個品牌走出臺灣向外擴展，促進國際文

化交流，延伸文物的價值。 

參考文獻

何慧怡，2012。臺北市立美術館藏品價值與運用之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翎，2010。跨文化的串連與意義：「大洋之舟」巡迴展誌。原住民自然人文

期刊，第二期：199- 239。

吳佩修，2006。科工10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十周年慶特刊。高雄：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

展場

配置圖


	「脈動」―臺灣與越南博物館合作策展紀實
	“Pulsation”- An Internationally Collaborative Exhibition by Three Museums in Taiwan and Vietnam
	郭昭翎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

	越南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脈動：越南．臺灣生態攝影」合作交流展
	Bảo tàng Thiên nhiên Việt Nam – 
	hợp tác triển lãm ảnh “Nhịp đập đa dạng sinh học Việt Nam – Đài Loan”
	宇文連 越南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Vũ Văn Liên Bảo tàng Thiên nhiên Việt Nam


	「脈動：越南．臺灣生態攝影展」─
	看河內博物館的公眾教育工作
	Triển lãm: “Nhịp đập đa dạng sinh học Việt Nam – Đài Loan”
	với công tác giáo dục công chúng của Bảo tàng Hà Nội
	阮氏玉和 河內博物館，越南
	Nguyễn Thị Ngọc Hòa  Bảo tang Hà Nội, Việt Nam


	英國遺產鐵路的保存
	與文化觀光
	Th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of UK Heritage Railways
	李兆翔 英國伯明罕大學鐵橋國際文化資產中心
	Li, Chao-Shiang Ironbridg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與鐵道相關之具有歷史意義且應該永久保存的各類記錄和人造物。」

	從研討會後看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
	人才培育計畫的執行思考
	Some Executive Perspectives after a Conference Concerning the Program for Cultivation of 
	Chinese Rare Book Conservation Talent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陳烜宇 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1
	Chen, Hsuan-Yu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Divisio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透過古昆蟲學研究
	探索大花蚤演化之謎
	Palaeoentomological Studies Unravel the Evolutionary Mysteries 
	in Wedge-shaped Beetles

	蕭 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生物學組
	Hsiao, Yun Department of Bi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小心！象出沒！」─大象的前世今生與未來？
	‘Watch Out! Elephants Coming!’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Lives of Elephants and Their Future
	方慧詩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Fang, Phaedra Hui-Shih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大學博物館的
	當代接軌：以曼徹斯特博物館的展示設計與
	社區經營策略為例
	University Museum in Contemporary Era: A Case Study on Manchester Museum’s Exhibition Design and Community Strategy
	謝宇婷 陳佳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Hsieh, Yu-Ting Chen, Chia-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從海科館談國內
	水下博物館之未來發展
	Building a Underwater Museum in Taiwan- From the NMMST Curator’s Perspective
	邱瑞焜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產學交流組
	Chiu, Jui-Kun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Division,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Science & Technology


	跨國的文化交流：
	「訢心相印─
	印刷文物特展」
	國際巡迴策展紀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Sketch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hibition “Journey of Printing Collections”
	蘇芳儀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
	Su, Fang-yi Exhibition Divis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語言的力量─博物館推動
	多元國家語言導覽服務
	初探
	The Power of Language: Tour Service 
	of Museums in Multiple National Languages
	林佳葦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Lin, Jia-Wei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尋找從未來連通
	過去之道─
	「發現臺灣小學堂」
	教育活動設計歷程
	Searching the Path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Minutes on Designing “Kids’ School for Discovering Taiwan” Education Project
	陳貞融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Chen, Chen-Jung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島嶼收藏─2018臺灣文博會臺博館策展紀實
	Collection of the Island- Minutes on the Curation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 Booth Exhibition in 2018 Creative Expo Taiwan
	黃冠龍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聽一場身歷其境的導覽
	─「發現博物學小劇場」
	戲劇導覽
	Experience an Immersive Guided Tour- 
	“Discovering Natural History” Reality Guide
	游琇媛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Yu, Hsiu-Yuan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蟲蝕記趣─「昆蟲飛行秘技」特展
	教育活動紀實
	Fun Insect Facts and DIY: Minutes on the Education Outreach of the Special Exhibition “Insect Fly Secret” 
	黃惠妮 國立臺灣博物館資深志工 林士傑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Huang, Huei-Ni Senior Volunteer, National Taiwan Museum
	Lin, Shih-Chieh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微美幻境─
	海洋微化石特展
	Microfossil: The Exquisite Beauty under the Sea
	方建能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
	Lee, Meng-Yang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aipei
	Fang, Jiann-Neng Department of Collec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實體小百科─日本海藻標本集
	Algae Encyclopedia- Exsiccatae form NSM, Tokyo
	許毓純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 范綱祐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
	Fan, Kang-Yu Collec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臺灣玉
	Taiwan J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