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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利用叢書

張譽騰等著

文建會／8909／10 冊

ISBN 9570266317／平裝

近十餘年來，臺灣地區公私立博物館數量

與日俱增，參觀人潮也不斷湧現，博物

館事業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除提昇了民眾

文化休閒的品質外，也扮演了一定程度的社

會教育功能。在這段期間裡，有關博物館學

術的研究與出版亟多，無形中促進博物館事

業的推動，加速建立國內博物館在蒐藏、研

究、展示、教育、營運管理，以及行銷等專

業上的形象與地位；但這些偏重學術性質的

博物館學資料，確實不易吸引廣大群眾的閱

讀興趣，因此對曾到訪過博物館的一般民眾

而言，實在難以從參觀活動中真正瞭解博物

館運作的機制。為了建立社會大眾對博物館

的基本認識，導引博物館相關從業人員，對

經營博物館的重要內容與課題有正確的瞭

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特別出資，委請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策劃，邀集國內博物館

學專家學者，分別對十個不同的博物館主題

加以詮釋與介紹，撰成《博物館利用叢書》

一套（共 10 冊），清楚地呈現出博物館經營上

專業且繁瑣的運作面相。此套書除可做為博

物館人員的工作參考手冊外，也是博物館業

餘愛好者主要的入門資料，值得購買珍藏參

考。

此套完整的博物館利用叢書，主要論及博

物館的工作內涵，及教育民眾如何利用博物

館，是國內博物館學者的細膩觀察與建議，

也是現身說法專業實務經驗的智慧結晶。各

書文章言簡意賅，將主題作精要完整的陳

述，內容含括—籌建博物館、社會資源開

發、文物保存、藏品編目管理、教育活動與

評量、義工制度、及經營管理等十個面向；

此十冊圖書書名均以「如何」起始，讀者依

冊次順序讀來，將能窺知博物館管理經營的

梗概，建立對博物館的正確觀念，有助於國

內博物館的營運與長期發展。

臺灣多年來經濟的進步，促使國內公私立

博物館蓬勃發展，臺灣的博物館事業已開始

蟄動起來，成為一個值得解讀的文化現象，

但「博物館」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機構？歷

史意涵為何？現代博物館有何發展趨勢？具

有那些特性？博物館在三百年來的演變歷史

中，曾出現那些不同的型態？我們可以採取

怎樣的觀察向度來解釋博物館？為了說明以

上的問題，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

所張譽騰博士，乃撰寫《如何解讀博物館》

（叢書第一冊）。本書除序言和結語外，共分

列七章，首章談博物館的歷史意涵，次章論

現代博物館的發展趨勢，第三章談博物館的

特性和觀察向度，四五六七章分別進一步解

讀歷史博物館、美術館、自然史博物館、及

科學工藝博物館的特性，並就如何利用提供

原則上的建議，並在結語提出個人對臺灣當

前博物館發展趨勢的見解和看法，書末附錄

羅列臺灣博物館綜覽書目與網站資訊供參。

讀完此書確實能讓人深刻瞭解何謂博物館，

評《博物館利用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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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歷史發展與趨勢，以及各類博物館的性

質，從而幫助參觀者獲得最大的博物館參觀

效果。

叢書第二冊《如何籌建博物館》，由國立故

宮博物院王秋土所著，本書除前言外，共計

四章。作者有感於國人誤解或不明白博物

館，故首先釐清博物館的涵義，以免除在籌

建博物館過程中，走入偏鋒或誤入歧途，接

著談到為什麼要籌建博物館，並歸納出籌建

博物館的各種動機和原因，繼論及籌建什麼

博物館，剖析博物館類別的理由，以利於得

知所要籌建的博物館是屬何種性質，以及其

可能性（或可行性）為何？末章分節敘述籌

建博物館的實際步驟，讀者閱讀此書後，能

逐一評估，對博物館建立正確的認識，作者

盼以此為起點，國內能籌建長久且正常營運

的博物館。

國內小型博物館日益蓬勃發展，公私立博

物館資源分配卻長期不均，小型博物館在展

示設施、環境與展藏內容居於劣勢的情況

下，其營運與生存發展條件，確實有待政府

相關部門加以關注。基於小型博物館對社區

居民與文化形塑的重要性，博物館學者陳國

寧教授，乃編著《如何經營小型博物館》（叢

書第三冊），作者多年來對小型博物館從事深

入的調查，也參與一些小型博物館規劃籌建

工作，因此對此主題瞭解甚詳。全書除前言

與結語外，共分十一章，首先指出目前小型

博物館的現況與處境，建議以企業管理的理

念診斷博物館的經營模式，並且先行定位博

物館的類型，以導引展示設計與蒐藏品選擇

的方向，小型博物館的展示主題應有創意設

計，且要注重形象包裝，以營造社區的認同

感；另外，要強化專業人力與管理制度，試

圖擴充經濟來源，最後對小型博物館之典藏

業務管理、展覽業務、教育推廣、館舍設備

等提出改進之道。在國內不斷出現小型博物

館的今天，作者以上具實際經驗的中肯論

述，實為有志經營小型博物館者之重要參

考，在結語中更指出，小型博物館將越來越

社區化、大眾化、與公共化，成為社區民眾

享用的公共資源，有助於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的落實推展。此書已正確指出國內小型博物

館，未來應如何經營的大方向，值得所有關

心小型博物館的人士參考。

叢書第四冊《如何經營文化中心》，是由前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蔡東源主任，及前新竹市

立文化中心洪惠冠主任，以其豐富的文化行

政經驗合撰而成。各縣市文化中心早期被譏

為「真空館」，在軟硬體設施及人員編制上，

倍受各界爭議與批評，經過多年的努力，在

各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且已成為推動地方

藝文的火車頭，達到全方位的人文關懷，不

但工作項目繁多，成績也相當豐碩，但是許

多寶貴的經驗仍無法完整累積傳承下來，本

書或可稍補此一缺憾。本書除前言外，共計

五章，敘述重點分別為文化中心的角色與功

能、如何策辦文化活動、行銷策略、社會資

源的運用、及展覽活動的企畫與執行。目前

各縣市文化中心幾已改制為文化局，此書對

地方文化事務的傳承與管理經營，能夠發揮

實質的助益，也能讓讀者對文化中心的經營

管理有深刻的瞭解。

博物館提供社會發展的要素，並實際投入

服務社會行列的同時，也期盼獲得源源不絕

的社會資源，使本身能永續經營蓬勃發展，

進而對社會做更好的服務，扮演更多的角色

與功能；事實證明，「如何塑造一個屬於群

眾的博物館，才是社會資源開發的動力」。國

立歷史博物館黃光男館長，本此理念與原

則，完成《如何開發博物館的社會資源》（叢

書第五冊），作者於前言中指出，成立博物館

是為了人類生活上的需要，雖然博物館的定

義，在各時代不斷出現修正與改變，也扮演

不同的角色，至今博物館的宗旨，儼然成為

社會發展的共同目標與理想，博物館與社會

的關係益加密切，因此為永續經營博物館事

業，必須得到源源不絕的社會資源。全書共

分八章，前三章論及博物館為什麼要開發社

會資源，有那些社會資源可利用，同時點出

評《博物館利用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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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取得的困境；四至七章敘述博物館

應如何爭取社會資源，以及爭取的步驟，接

著剖析社會資源的對象與特質，如何使博物

館的能量再生，並舉出博物館資源不足與資

源應用的解決方法，最後做出中肯的結論。

目前國內博物館事業日有新猷，已日漸產生

互相競爭的壓力，面對文化事業資源普遍不

足的現象，如何計劃並廣為開發社會資源，

將是國內公私立博物館經營成功與否的因

素，此書或可提供博物館界與政府部門，諸

多寶貴的經驗及參考。

在「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觀念的

影響下，各國對博物館漸漸賦予更寬廣的解

釋空間，但大部份博物館人員仍堅信，收藏

依然是博物館最核心的工作，具備收藏後才

能談及研究、展示、與教育等功能，如是之

故，博物館應釐訂可行的收藏政策，建立典

藏風格與專業地位。本叢書第六冊《如何進

行博物館藏品徵集編目與收藏管理》，即以此

為討論主題，本書由前故宮副院長張臨生所

撰，首先說明藏品徵集編目與收藏管理，是

博物館管理經營最核心的環節，博物館應具

體釐訂典藏政策，制定徵集藏品的辦法，以

建立本身的風格特色。繼論及博物館必須建

立一套縝密、周延、資訊化的藏品登錄系

統，以符合現代博物館的經營理念，並簡述

登錄的原則與方法，登錄的場所與設備；而

藏品種類繁多，為妥善保管及提件使用，必

須將藏品加以分類編目，接著談到藏品的商

借，需依十四個步驟進行，最後綜述藏品收

藏管理作業的一般原則與注意事項，不論公

私立博物館，若能遵照所述從事藏品徵集編

目及收藏管理，必能建立正確的作業系統，

提高博物館的服務品質與展示教育水準，發

揮博物館多元化的功能。本書能兼顧理念與

實際操作方法，並以範例做詳盡的介紹。

人類歷來所創造的文物，具有多元的價

值，若不費心保存，必定消失得很快，博物

館的首要任務即做好藏品保存工作，而預防

性保存措施尤為優先工作。國內某些博物館

缺乏文物保存的正確觀念，甚至因無保存的

良好環境，必須向外租用空間，形成文物任

意堆置，根本談不上基本的保存維護，故宮

張世賢是文物保存典藏專家，所著《如何作

好預防性文物保存》（叢書第七冊），正可提

供博物館典藏人員參考。本書首先略述文物

保存學濫觴，續簡要介紹文物保存工作的要

領，包括預防性、善後性保存措施，及應用

科技以研發保存文物之法，接著列舉說明影

響文物保存的人為環境因素，同時呼籲人類

應先打造無傷文物的人為環境，才能進一步

改善自然環境，以妥善保存文物，公私典藏

文物機構，應認清文物保存工作的本質，並

採取各項有效的防範措施。最後作者談到自

然環境與文物保存的關係，博物館必須隨時

留意蒐藏空間溫溼度的變化；另外，對光線

的危害與照明的需求，有害生物的防治，防

震防火防水措施等亦應注意。本書各章內容

簡明扼要，讀完此書能對文物保存得一梗

概，建立基本正確的觀念。

博物館要如何瞭解社區民眾的意向與需

求，藉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是目前台灣

博物館界必須深思的課題。由於博物館教育

是一種非正式，觀眾自主自發的學習活動，

因此參觀者滿意度如何，是否已達到教育的

任務，實在很難像學校經由考試測驗得知，

但卻可透過評量方式達成；評量工作能促使

博物館組織更健全，館員之間產生最佳的協

調合作與默契，與觀眾間產生良性互動，以

及彼此鼓勵進步的循環，使觀眾的滿意度與

博物館成就是同一件事，如此評量工作即找

到了定點。目前國內博物館日漸重視實施教

育評量，雖然實施博物館評量工作，仍存在

諸多困難點，國立台南藝術學院徐純教授，

所撰寫的《如何實施博物館教育評量》一

書，卻可供國內博物館實施評量工作的重要

參考。作者首先在前言指出，「評量工作過

程是設計來促使博物館的規劃者、財務來源

的供應者、與觀眾之間，創造出特殊回饋的

循環，使執行方案更有效果」，續說明什麼是

評《博物館利用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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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教育評量，要找什麼做評量，並解釋

何謂前置評量，其實施的方式與步驟為何，

並列舉實際案例說明。接著敘述形成評量的

目的，以及何時開始實施總結評量，其目的

為何？並介紹三種總結評量的技術與步驟，

結語中作者再次歸納評量工作的重要性，並

建議博物館採用全程的評量方法，才能為觀

眾提供更有教育性的展覽與活動。此書應作

為博物館初步計劃執行教育評量的重要參

考。

博物館兼具社會教育與文化機構雙重身

份，藉由教育活動促進文化的傳遞、更新、

發揚、與創造，博物館已越來越依賴教育，

與觀眾接觸產生互動關係，使博物館的公共

服務方向找到重心，研究與典藏具有社會意

義，基於以上理念，前國立台灣博物館施明

發副館長，就教育的觀點談博物館教育活

動，寫成《如何規劃博物館教育活動》（叢書

第九冊）一書，從理論與實務層面，略述規

劃博物館教育應有的基本理念與步驟。全書

分六章，分別介紹博物館教育的基本認識、

活動類型、規劃考量與設計、執行及評量；

第一章是作者從事教育研究與學校行政、博

物館行政多年經驗的看法，第二至六章由作

者研討綱目後，委請李淑惠小姐參考相關著

作及案例寫成，以統整介紹博物館教育的操

作程序。本書作者專研教育，又在博物館擔

任行政工作多年，因此能將主題發揮得淋漓

盡致，書中結語部份，是作者對博物館實施

教育活動的深刻體會與無限期許，此書值得

博物館規劃者及教育人員閱讀參考。

文化機構使用義工是國家富裕進步的象

徵，歐美社會的義工制度歷史悠久，是開發

中國家學習效法的典範，義工對博物館而

言，除增加服務人力外，也可作為與民眾雙

向溝通的管道，從而提昇機構整體形象。如

何運用管理科學的經營理念，以建立健全的

義工制度，充分發揮義工的人力資源，乃是

叢書第十冊《如何建立義工制度》的目的；

本書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劉德勝先生撰

寫，作者多年來均從事義工工作，所建立的

義工制度，深獲國內博物館界好評及學習，

此書是他多年豐富的實務經驗與理論的總

結。作者於前言略述國內社教機構義工的發

展，以及對社會的貢獻，並以如何建立義工

制度為主軸，分義工徵募、宣傳與甄選，義

工組織與運作，義工訓練與輔導管理，聯誼

福利與考核表揚等單元加以分析，期盼與讀

者分享本身的工作經驗與成果。書中強調義

工在文化機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是多

方面的，例如協助觀眾建構愉快的參觀經

驗，輔助館員推動各項業務，提昇工作效能

與效率，或執行行銷策略，宣達機構使命與

民眾溝通等。書末附錄詳列範例 3 3 種，此書

足供各公私立博物館，或文化機構實施義工

制度的重要依據。

此套博物館利用叢書的出版，足以代表國

內博物館學研究的里程碑，在過去十五年

來，每年都有數量不等的博物館學相關論著

出版，但一書內容往往包含博物館學多個主

題。此一叢書各分冊均以單項主題，作為敘

述探討的重點，每冊的文字數量不多，各章

節敘述條理分明，文字淺顯易讀易懂，對國

內廣大民眾而言，實為一套進入博物館堂奧

的入門書籍；但對實際從事博物館學術研究

者，或文化機構經營主管者來說，內容似嫌

過於簡略扼要。各書作者若能擴展章節組織

結構，並多方充實細節內容，必能成為國內

博物館學研究的經典之作，從而提昇博物館

學術研究水準，建立公私立文化機構管理經

營理論與實務運作的機制，深盼各書作者能

勉力為之，以嘉惠後人。我們也期望文建會

及博物館學會，今後能以此次出版作為起

步，大力補助出版更多的博物館學論著，以

滿足博物館界及大眾的閱讀需求，為國內博

物館事業盡一份心力。

評《博物館利用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