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目      次
壹、 目的------------------------------------------------------

2

貳、過程------------------------------------------------------3

參、研修心得與建議--------------------------------------20

肆、結語-----------------------------------------------------21



２

壹、目的：

  戰後，日本政府在福利國家的理念之下，為建立一個福利社會除了由政府制
定各項福利政策外，同時以社會連帶意識為基礎，由政府推動民間社會福利活動

來支援政府力有未逮之處。因此，民間社會福利活動對整個社會福利政策而言，

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其中，志願服務（義工）活動遍及文化、教育、醫療、自然、環保、國際交流、
海外支援、社區營造、弱勢團體救助等各部門，可說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近

幾十年來，文部省在推動終身學習而帶動美術館義工的蓬勃發展，對於向來予人

封閉保守的博物館而言，自是一大刺激，順應潮流而接納者固然不少，抗拒排斥

者亦有之。

  日本最早實施「美術館義工」制度，應屬 1974年開館的北九州市立美術館，
該館於開館時，同時引進義工制度，實施至今成績斐然，已成為各美術館開辦義

工業務的借鏡。其他如北海道立美術館、三重縣立美術館、靜岡縣立美術館、名

古屋市美術館、兵庫縣立美術館、群馬縣立近代美術館、水戶藝術館等之義工活

動亦是辦得有聲有色。

  目前，台灣國內正大力推動「文化義工」，其成效不可謂不彰。然而，對於緊
鄰的日本所辦理的同性質的「美術館義工」，國內的學者至今卻無人觸及。我希

望藉此次的研習成果，不但能做為國內各文化機構辦理義工業務時之參考，更期

待能拋磚引玉、激起相關人士對此課題廣泛的討論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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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筆者於八十九年七月廿八日抵達日本關西機場後，依原訂計劃以兵庫縣姬路

市立美術館為研習之根據地，再經由該館相關人員的安排；八月中旬起往北出發

至東京、仙台、盛岡、秋田及北海道的函館、札幌等各美術館。九月份以近畿地

區，十月份以四國、九州地區的美術館為主要目標。此次參觀訪談之美術館及相

關機構如下：

8／13（日）MOA美術館
8／15（二）仙台市博物館

8／16（三）宮城縣近代美術館

8／17（四）岩手縣立博物館

8／18（五）秋田縣立近代美術館

8／20（日）北海道立函館美術館

8／22（二）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北海道立三岸好太郎美術館

8／23（三）國立科學博物館

9／1（五）兵庫縣立歷史博物館

9／7（四）玩具博物館

9／8（五）畫廊ART BOX
9／10（日）姬路城

9／13（三）姬路文學館   ＊接受「朝日新聞」採訪

9／19（二）姬路市書寫之鄉美術工藝館

9／20（三）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

9／22（五）大阪市彌生博物館

9／26（二）大阪市立美術館

9／27（三）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9／28（四）姬路市立動物園

10／10（二）永井畫廊

10／13（三）仙台市文學館

10／18（三）拜會大阪府教育委員會 文化財保護課 『藝術文化總括主查』

田中和弘先生

10／19（四）名古屋市美術館

10／25（三）愛媛縣美術館

10／26（四）松山市立子規紀念博物館

10／27（五）久萬美術館

10／28（六）福岡亞洲美術館

10／29（日）北九州市立美術館

11／2（四）拜會姬路市教育委員會 高岡保宏教育長及池田宏教育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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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各美術館導入義工的理由：

（一）作為終身學習的一環：

所謂「美術館義工」，雖然稱之為義工、對於館方亦有相當的協助。但是，

嚴格說來「美術館義工」卻是有別於一般獻身公益活動的義工。因為，日本政府

其實是為了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社會，而將美術館設定為辦理終身學習的重要據

點，才有近年來「美術館義工」的風行。

日本政府於平成 2年（1990）制定『生涯學習（終身學習）振興法』就明定
公民館、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植物園等）、青少年教育設施、婦

人教育設施、視聽覺中心為社會教育機構1。並期望透過博物館˙美術館的義工

活動，能將傳統文化由高齡者傳承予孩童、以促進世代交流，並希望能讓高齡者

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激發其生存的價值。

平成 4年（1992）文部省於「生涯學習審議會」答覆『有關因應今後社會變
遷應如何振興生涯學習之對策』之質詢時，明確地指出終身學習與義工活動的關

係如下：第一、從事義工活動時的自我開發、自我實現即是與終身學習的理念結

合。第二、為了從事義工活動而必須學習的知識、技能即是終身學習，義工活動

就是將所學習的成果活用並實踐。第三、以義工活動來支援終身學習，以達到推

動終身學習的目的。

（二）廣結善緣以求自保：

    日本於 60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期所掀起的「美術館風潮」，使得全國各地到
處是美術館林立。然而，隨著經濟的泡沫化，美術館的經營日漸困頓，有不少私

人美術館已經閉館歇業2。至於公立美術館的生存之道，有改為半財團法人性質3

避免過度依賴政府預算、也有廣結善緣來牽制議員以避免預算被刪等方式。後者

的情形，即是招募『友之會』之會員與義工。

一般而言，屬於地方型的區、町或村立等小型美術館，引進義工制度的主要

目的，是為了強化與地方之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辦理各項活動時，能有義

工們的參與以確保來館者之人數。

通常持此目的之美術館，對於義工較少採取嚴格的規定，而是營造出家庭的

氣分，讓義工們樂於來館，而義工與館員的相處也甚為愉快。

（三）塑造開明清新的形象：

                                                
1 菱村幸彥『教育行政』（株式會社ぎょうせい、1997年 8月）170頁。
2 日本知名的「セゾン美術館」，雖擁有長達 24年的歷史，也於今（2000）年 2月宣佈閉幕。
3 東京世田谷美術館即為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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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美術館還是博物館，傳統上皆予人一種高高在上、難於親近、既封閉

又保守的負面印象。因此，某些美術館為了打破這種閉鎖性、重塑開明清新的形

象，而導入義工制度。換言之，也就是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同與理解，進一步當然

也是希望能借重義工的經驗與知識。例如：國立科學博物館之所以導入義工的最

大意義，即是鑒於館內的許多活動都已經形式化、窠臼化，實在有必要採取更開

放的態度來接納大眾的各種想法。因而，期待義工能站在來館者的立場向館方提

出各式各樣具有創意的建言、以及作為館方與來館者的一座橋樑4。

（四）勞務替代：

比起西歐的美術館的人員編制，例如：羅浮宮美術館的 1.500人、龐畢度國
立藝術文化中心的 1.200人，號稱日本第一大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其館員也只有
170人，小型的館甚至只有 1名學藝員（curator）、配上幾名行政職而已5。因此，

對於義工的依賴也是不得不然的結果。另外，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制後，隨著來館

者人數增多、業務加重，館員卻因休假日增多處理業務的時間減少，許多的勞務

只好由義工來替代。

二、『友之會』與『義工』

（一）何謂『友之會』：

    不管是『友之會』6還是『義工』，可以說都是協助美術館或博物館的團體。

日本的公立美術館，於開館時就成立『友之會』及『義工』組織的例子相當多，

『友之會』的名稱雖然因館不同而有『協力會』或『後援會』之稱，不過活動目

的與內容大致相同，其最大目的當然是希望藉由該會的成立，能由側面出錢出力

來協助美術館的各項活動。

    姬路市立美術館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早在開館前三個月就成立『友之
會』，『友之會』明文其成立之目的是為集合關心美術之人士、促進會員之美術教

養及會員間之親睦、援助美術館各項活動。以下我們就以姬路市立美術館『友之

會』為例，分項來看看『友之會』到底是個時麼樣的團體？

◎ 『友之會』到底辦些什麼事呢？

其辦理的經常性業務，整理如下：

業    務 說                                                       明

                                                
4 『美術館教育研究』（美術館教育研究會、1995年 7月）11頁。
5 長谷川榮『新しい美術館学』（三交社、1994年 12月）85頁。
6 如果以台北市立美術館為例，即是類似「美術館之友」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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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技講座 每年1期、1期課程為10次，講授油畫、水彩或日本畫的實際技巧，

每次定員30名、需繳納學費，每次召募都在報名的第一天就額滿。

版畫講習

會

每年11月辦理，連續2次的木版畫講習會，以製作年卡為目的

參觀美術

館‧鑑賞

之旅

每年辦理1次，各式不同的行程有一天來回型、也有住宿型，海外之

旅則已辦理過台灣及巴黎之行。

美術館音

樂會

每年1次，於特別企劃展期間的閉館後，於展覽場辦理與展覽相關之

音樂會，讓繪畫與音樂交織成一個美的饗宴。

會報的發

行

配合每三個月發行1次的『美術館通信』，發行『友之會通信』。

其他 協助美術館的各項事業、辦理義工業務、畫冊‧延生商品之販賣、經

營小喫茶店等。

◎『友之會』之會員有那些呢？

會員可以分為贊助會員及普通會員，普通會員又分出學生會員。所謂贊助會

員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贊助美術館活動，無論是法人或個人皆可，每年會費為日幣

50.000圓（約台幣 17.000元）。普通會員的資格為受完義務教育、15歲以上的人，
其年會費為日幣 4.000圓（約台幣 1.400元），若是仍在學的高中生及大學生則稱
為學生會員，其年會費減半為日幣 2.000圓（約台幣 700元），惟每年 10月後加
入之會員，其年會費為半額。

◎『友之會』的組織又是如何呢？

其組織除了有上述的會員外，還設有以下各級幹部、任期為 1年，可再任。
會  長     岡村嘉幸
副會長     三宅知行
理  事     北村喜八郎  志水一郎  竹廣龍三  三木正義
           石田高義  伊藤賢一郎  橋本道子  和田勢津子
           田靡和夫（美術館副館長）
監  事     椴谷力生  山田馨

（＊字體加黑者為義工）

為了執行『友之會』的事務，設置事務局，事務局的職員是由美術館及『友之會』

職員若干名所組成，事務局長之職位相當於總務課股長。

◎參加『友之會』到底有那些優惠呢？

˙普通會員憑會員證可免票觀賞常設展，1年2次（10月加入之會員1次）免票

觀賞企劃展，超過2次者可購買團體票進場。

˙贊助會員則可全年免票觀賞常設展及企劃展。

˙寄送美術館及『友之會』活動（如鑑賞會、演講、講座等）之通知。

˙贈送『美術館通信』。

˙購買畫冊時可折價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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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之會』曾回饋美術館什麼呢？

『友之會』的經費收入，有會員費、還有經營小喫茶店及販賣部的盈餘，扣

掉一些開支外，幾年下來積存了不少金額。『友之會』就不定期利用這些經費購

買些優秀作品贈送給美術館，這也算是回饋的一種方式。

（二）『友之會』與『義工』之關係：

    繼續仍以姬路市立美術館為例，以了解『友之會』與『義工』的關係。首先，
我們先了解一下姬路市立美術館的義工到底必須具備那些資格呢？

˙『友之會』之會員。

˙熱愛美術活動者。

˙有時間參與義工活動者。

˙取得家人之理解者。

    因此，如果有意到姬路市立美術館當義工就必須先參加『友之會』成為會員，
才具有當義工的基本資格。講明白些，就是每年要繳交日幣 4.000圓年費，義工
才能繼續當下去！

所以，當民眾在填寫入會資料時，工作人員同時調查是否有意願成為義工？

若有意願者另行辦理。相反地，如果有民眾想來當義工，就得請其先加入『友之

會』。這一點和台北市立美術館的「美術館之友」及「義工隊」之形成兩條平行

線是不太一樣，台北方面可說是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姬路市立美術館的『友

之會』及「義工」，其實是一體兩面、既是會員也是義工，可說是又出錢又出力。

雖然，『友之會』的業務不少，但其中最大宗、最經常性的活動應該是義工

方面的業務。如果沒有義工活動，整個『友之會』就黯然失色。換句話，也就是

說因為有義工活動，『友之會』才能活耀起來、才能和美術館緊緊結合。

    『友之會』及義工這種雙重構造的產生背景，正是日本公立美術館為解決資

金（業務費、作品購入費）不足及人手不足，而想出的一種對策。因此，有些美

術館因經費不足除了如姬路市立美術館的「一般會員」與「法人會員」外，還有

所謂的「贊助會員」「維持會員」「研究會員」以吸取資金。另外，為了達成資金

調度的目的，『友之會』的營運也是以社會上的有力人士或知識分子為中心，以

致『友之會』辦活動之目的往往是為了『友之會』的會員，而非美術館。甚至還

發生過有些美術館的文宣品上印有－『友之會』與美術館共同主辦展覽－這種奇

怪的字眼7。因而，不得不讓人對於『友之會』的存在抱著疑問。因此，有人提

出『友之會』對美術館的貢獻無論有多少，一個非館方的任意團體是否能將事務

所設在館內呢？是否有權利在館內辦理各項活動呢？而館方是否有義務去替如

此的團體服務呢？等等之質疑。這些也是我們在辦理義工業務、或「美術館之友」

                                                
7 『美術館・博物館は「いま」―現場からの報告 24篇』（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1994
年 11月）2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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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該思考的問題。

三、義工的工作內容：

    日本美術館義工的工作內容，大致可分為：與來館者直接接觸之工作、資料
收集及提供、環境整理及其他等四大項，逐項詳述如下。  

（一）與來館者直間接觸之工作：

◎服務台諮詢服務：

    以倉敷市立美術館為例，該館有義工 95名、青一色是家庭主婦，服務台諮
詢服務，通常是以二人為一組、每次值勤 3小時，服務內容除有該館當日展覽及
活動、館內設施介紹及訪客聯絡外，還擴及週邊觀光景點介紹及交通路線案內。

這些義工媽媽每週到館 1次、服務熱心又親切、頗受好評，不但自己本身覺得很
有成就感、同時替倉敷市立美術館塑造良好的服務形象。

然而，名古屋市美術館的立場則是迥然不同，該館雖然也有義工，則是認為

服務台是象徵著一個館的「臉」，如此重要的工作，無論如何一定得由館方選派

最適合的館員坐鎮、絕不能假手義工。

◎作品解說：

    作品解說之義工，其名稱因館而異有稱之「導覽義工」「解說義工」、也有稱
之「教育義工」。各館培訓導覽義工的過程也是各有差異。名古屋市美術館於開

館十年後的 1998年 10月，第一次招募導覽義工，選考過程相當慎重。首先，由
4位館員組成考選委員，應徵者約有 200多名、每人需繳交一篇報告及相關資料，
經初審後錄取 60名、每人再面談 15分後，最後錄取 33名。經過 5個月、10次
的講習後，該館的「導覽義工」終於才誕生。

    北九州市立美術館「解說義工」養成的時間則為 2年，第 1年的研修課程為
美術史（日本美術、東洋美術、佛教美術、西洋美術）。第 2年除了繼續研讀美
術史外，義工本身得提出研究報告，另外還得依作品、作家現有的資料練習如何

整理出自己的一套解說內容、並得練習站在觀眾面前解說時的各種技巧及禮節。

◎外語口譯：

    福岡亞洲美術館設有英語口譯義工、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則有英語及北
京話口譯義工。姬路城的英語解說義工，得經過英語一級檢定合格者，始有資格

擔任。

◎身障者之照顧：

    由於不少的館創立的年代已遠，當初在作硬體規劃時，並未考慮設置殘障
坡，如今囿於空間的不足亦無法改建。為了彌補設備不足，若有身障者單獨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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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時，就由義工朋友代為照顧，算是對弱勢團體的特別服務。

◎賣店服務：

    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於 1977年開館、同時成立『北海道立美術館協力會』，
當時為替美術館籌措各項經費，義工的主要活動內容即是經營賣店。現在，雖然

發展為「賣店部門」、「解說部門」、「資料部門」，但是賣店的盈餘一直在支援館

方各項業務，也是義工活動的最大經費來源。

    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於一、二樓設有賣店，每逢辦理特別展時就另設特別賣
店，販賣相關商品、並研發衍生商品。

    其他如姬路市立美術館有關賣店方面，其經營型態及目的也相當類似。

◎兒童活動指導：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的展覽，原本的設定是以高中以上的人為對象，經長期
的觀察與調查後，發現觀眾群裡 60%—65%是小、中、高學生，尤其是小、中學
生佔多數。因此，於 1975年 5月設立「探險館」，這裡展示的標本不但可以用手
去觸摸、不少的實驗裝置更要小朋友自己動手去做，也就是所謂的『參加體驗型

展示法』。館方原本預定在「探險館」編制館員以指導小朋友各項活動，經過幾

番討論後，認為由館員來擔任未必是最佳的辦法，如果由社會上各分野具有優秀

知識、技術、經驗的人才來擔任教育義工以指導小朋友，效果必定更可觀。當初，

國立科學博物館並非人手不足、而是基於此理念才引進義工，結果證明不但小朋

友能得到滿意的指導、教育義工也是樂此不疲。

◎展場監視：

    所謂「展場監視」，就是至展覽場值班以維護作品的安全與展場的秩序。日
本許多美術館，如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山梨縣立考古博物館、富山縣立近代美

術館、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兵庫縣立近代美術館、姬路市立美術館等的義

工皆有從事此項服務。在此，舉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為例，以供參考。該館

對於來協助展場工作的義工，如果是平常日（週二至週五）以研修費的名義支付

日幣 2.500圓（約台幣 830元），如果是例假日則是 3.000圓（約台幣 1.000元）。
這是筆者所參訪的日本美術館義工中，「待遇」最好、「酬勞」最高，但是該館的

義工也是筆者所看過印象最差、觀感最不佳的一群。何以如此呢？該館的值勤義

工於值勤時，自顧自地坐在展覽室的一隅閱讀隨身攜帶的書報，對於參訪的觀眾

的動靜毫不理會、完全未盡到「監視」的責任。這讓我深深體會若以高酬勞來吸

引義工，其效果或許是成反比。

（二）資料收集及提供：

    請義工協助整理資料或圖書、剪報、電腦輸入等事宜，幾乎是所有館的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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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下列各項：

◎資料、圖書整理及剪報：

    通常這種義工，被稱為「事務義工」或「資料義工」，這些義工除了協助圖
書的整理及剪報外，由於日本的公、私立美術館為數眾多，每個月館與館之間互

寄的文宣亦相當可觀，若隨手扔掉未免可惜。像姬路市立美術館的「資料義工」，

依據地區別將這些文宣（展覽預告、每月活動表）分類整理後裝訂成冊，放在大

廳一隅供民眾翻閱，就成了一項重要的美術資訊。

◎說明書及資料翻譯：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福岡亞洲美術館的作品說明書及相關資料，很多
是由一些外語造詣高的義工協助翻譯，所謂外語大該都是英語。另外，有些博物

館、民俗館、考古館等由於館內藏有不少古文書，就由國學底子強的義工來協助

館方將之譯成現代文，以供相關人員參考。

◎作品連載執筆：

    這應該是北九州市立美術館的創舉，即是由義工輪流在報紙連載館藏品介
紹，由於該館的義工培訓期長達兩年，能成為該館的義工都已具有相當的美術素

養、對於館藏品也有相當的認識，才有能力完成此項任務。

◎電腦輸入：

    相關資料的電腦輸入，也是義工所樂於協助的工作。

（三）環境整理：

    請義工協助整理環境，諸如打掃清潔、美化或綠化館舍、甚至協助管理停車
場，雖然不多見卻非闕如。

◎館內外清掃及美化：

    由義工負責館舍的清掃、草木的整理，以減少業務費支出的館有東京江東區
舊大石家。另外，請具有花道資格的義工定期插花以美化館廳的有德川美術館、

靜岡縣立美術館8。

◎停車場管理：

    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的義工常態性的協助館方管理停車場，至於其他的館也
有碰到大型活動時，臨時請義工協助停車場車輛之管控。

（四）其他：

◎義工相關事宜之聯絡：

                                                
8 東京都歷史文化財團『江戶東京博物館ボランテイア導入に關する調查』（1997年 3月）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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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值班事宜、或辦理活動時，交由義工自行聯絡。

◎出席例會：

    各館義工之規定不一，有的得出席聯絡會、有的得出席月會、有的得出席研
修會等。因會議性質不同，有的像聯絡會、月會是義工幹部出席即可，有些館規

定義工若不出席當年的研修會，就無法取得翌年的義工資格。

四、義工經費來源：

日本各美術館辦理義工的經費大致有：（一）編列預算經費、（二）「友之會」

之會費、（三）販賣部之盈餘、（四）政府補助款、（五）民間捐款等五處來源。

台灣辦理義工的經費來源以第（一）（四）（五）項較多，第（三）項並非沒有9，

第（二）項就較罕見。

    當然，有些館的經費來源較少、因此就較拮据。有些館神通廣大雖非五項來
源都具備，也具備個二、三項，例如：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山梨縣立文學館、

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姬路城、熊本市立熊本博物館等經費因此較為寬裕。

五、義工招募方式：

（一） 一般招募：

    所謂一般招募，就是利用各項宣傳、廣為週知，讓市民直接來館申請加入義
工團隊，然後由館方負責培訓、聯絡、排班等事宜，這是最普遍的方式。

（二）『友之會』招募：

    就是會員在申請入會、同時調查是否願意加入義工，如有意願者另行聯絡、
另行培訓，不過一切的業務皆由『友之會』負責。諸如：姬路市立美術館、北上

市立博物館、佐野市鄉土博物館、東京都恩賜上野動物園、富山縣立近代美術館、

三重縣立美術館等皆是。

（三）『協力會』派遣：

    北海道立三岸好太郎美術館，是一座小而巧的專題美術館。人員的編制原本
就不多，也無人力可培訓義工，因此就由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協力會』派遣八

名義工來支援。

                                                
9 台灣也有博物館就以福利社的盈餘來為義工添購制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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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術講座聽講者：

    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協力會』，早期有所謂「婦人美術講座」即是在為會
員成為義工作準備。現在則有不分男女的「美術講座」，即使是會員也得參加該

講座並出席規定的時數後，始能申請加入義工，加入後還有各項研修並且至友館

的參觀活動。

（五）隨時申請：

    茨城縣近代美術館、富山縣立近代美術館採取可隨時申請加入義工的方式。

（六）自然形成：

    平塚市博物館義工的形成相當戲劇性，據說是附近一群民眾，由於經常到博
物館參觀、久而久之就和館員混得很熟，有時見館員忙不過來、主動要求協助，

後來就成為該館的義工。

六、義工採用的基準：

    日本的美術館對於義工的採用基準可分為：以年齡為基準、以地域為基準、
以技能˙資格為基準、以時數為基準及其他，詳述如下。

（一） 以年齡為基準：

    有些館是有年齡的上限規定、有些則有下限規定。兩者皆有限制者請參照下
表：10

館                            名 年        齡        限        制

山梨縣立美術館 20歲---65歲

MOA美術館 18歲---60歲

德川美術館 20歲---70歲

歧阜天文台 20歲---50歲

北方文化博物館 65歲---75歲

奈良縣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屬博物館 18歲---75歲

（二）以地域為基準：

    有些館是規定必得是該地區的居民、或就業者才能申請當義工。岡山縣立美

                                                
10 日本博物館協會『博物館ボランテイア活性化のための調查研究報告書』（1993年）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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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館則是認為，只要在規定的日子及時間趕得來的距離就有資格了。

（三）以技能˙資格為基準：

    有些館是以具有某種資格的人作為招募義工的基準，例如：姬路市立美術館
的義工必須是該館『友之會』的會員、芭蕉翁紀念館則必須是『芭蕉翁顯彰會』

的會員。有些館則是以具有某種技能的人作為招募義工的基準，例如：德川美術

館圖書室的義工，就必須具有圖書管理員的資格、姬路城英語解說義工必須英語

一級檢定合格者、東京農工大學工學部附屬纖維博物館的義工則必須具備相關專

門知識。

（四）以時數或期限為基準：

    在日本以時數、或至少需在籍多少期間，作為義工先決條件的館也不少，整
理如下：

館                          名 最  低  時  數  或  最  少  期  間

山梨縣立考古博物館 至少需服務2年、每月至少服務1次

MOA美術館 1年至少要服務12次以上

德川美術館 服勤時間為9時40分---17時10分

富山縣立美術館 每月至少服務2次

三重縣立博物館 原則上每月至少服務2次以上

靜岡縣立美術館 每4週服務1次、

服勤時間為9時15分---16時30分

岡山縣立美術館 每月至少服務2天

奈良縣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屬博物館 一年至少能到館服務20天

    以上是服務時數的最低限，一般的美術館通常只要非不適任義工，都是希望
義工不要流失、能夠長年持續，因此定有「持續服務滿 5年」、「持續服務滿 10
年」、「持續服務滿 15年」等感謝狀。可是，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卻反其道
而行，該館明文規定義工1年1聘，表現優異者最多也只能續聘1次。換言之，

義工的最高年限是2年。問其原因？該館學藝員重富滋子表示：「義工在館內待

太久容易出問題，因此以2年為限」。

（五）其他：

其他還有一些奇怪的選考基準，例如：北九州市立美術館、福山美術館、倉

敷市立美術館只招募女性義工，問其理由？北九州市立美術館的學藝員前田淳子

表示：「25年前該館開始招募義工時，因當時義工的風氣並不普遍，主事者認為
男性比較不可能出門當義工，所以限定女性為對象，如今時空都已改變，雖然不

再強調只接受女性，市民卻仍根深蒂固認為本館只接受女性義工、另一方面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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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本館的義工全是女性以致讓男性怯步不敢來問津。」至於福山美術館及倉

敷市立美術館則是認為女性比較可靠，所以只要女性義工。

又如：北方文化博物館招募的義工，僅以該地區老人俱樂部的會員為對象。

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則是以愛好美術、有心研究美術者作為招募的基準。

七、對義工的優惠：

日本的美術館對於義工有以下幾項優惠：（一）常設展免票、企劃展優待、（二）

寄贈活動表及相關文宣資料、（三）販賣部打折等。

以上的優惠條件大致上和台灣的形情差不多，唯一較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日本

美術館的門票都相當貴（以姬路市立美術館為例，其門票是日幣 200圓、企劃展
則是日幣 500圓），據說也有人為能免費觀賞畫展而加入義工，不過館方也有一
套對策，縱使常設展能讓義工隨時免費觀賞、對於企劃展或特別展就沒那麼慷

慨，有些館規定一年只能兩次免費觀賞，因此就在義工證的背面設計成像我們的

健保卡一般，看一次蓋一次章、若蓋滿兩次章後，該年度就無法免費觀賞特別展，

只能享有買團體票的優惠。

八、對義工的報酬：

    有關支付義工酬勞之作法，依據日本總理府於平成 5年（1993）11月所實
施的「終身學習與義工活動相關之輿論調查」中，對於支付義工酬勞費之問卷調

查結果如下：

為貫徹義工無償性之原則，一切的費用都不該支付 30﹪
可支付交通費及餐費 42﹪
除了交通費及餐費實報實銷外，支付酬勞金也無不可 10﹪
可依付出之勞力取得相對之報酬 5﹪

（一） 交通費：

    大部份的美術館為尊重義工無償性之原則，並不支付交通費。有的美術館則
為減輕義工的負擔，使之能持續而有些變通的方法。如櫛形町立春仙美術館、河

口湖町立河口湖美術館、黑部市吉田科學館只限於遠距離者才支付交通費。樣似

町鄉土館，原則上不支付、認為有必要時則支付。

（二） 研修費：

    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對於前來協助的義工，如果是平常日（週二至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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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研修費的名義支付日幣 2.500圓（約台幣 830元），如果是例假日則是 3.000
圓（約台幣 1.000元）。半田空之科學館，義工每來一次就支付 500圓日幣之圖
書禮券（約台幣 166元）。

（三） 便當費：

    有此措施的美術館，大部份是直接供應便當，少數的美術館是發給便當費，
金額有日幣 200圓（約台幣 66元）至 2.200圓（約台幣 730元），相差蠻大。比
較奇特的是小笠原海洋中心，既不支付現金也不提供便當，而是以米、及調味料

等實物以代替便當費。

（四） 投保意外險：

    有義工的館，半數以上皆為其義工投保意外險。保險費的來源大抵是由由館
方編列預算經費、或由館方向政府單位申請補助。

但是，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義工的保險費是由『協力會』支付，北海道立函

館美術館則是由義工所繳交的年費中支付。

至於，不替義工辦理保險所持的理由是「保險是很個人的事、是自己對自己

家人的一種交代與體貼，應由本人決定是否保險、費用也應由本人支付。」11。

（五） 其他：

    帶廣市青少年科學館，對於小˙中˙高生之義工則送給紀念品。碌山美術館
於工作結束後，舉行簡單的茶會。姬路文學館對於常設展的解說義工，每解說1

次即支付日幣 2.500圓（約台幣 830元），對於協助其他工作的義工除了提供咖
啡外，還贈送約日幣 700圓（約台幣 233元）之書籍。北九州市立美術館則是，
每年提供義工研修旅行 16萬圓（約台幣 53.333元）之旅費。

九、義工的識別方法：

    日本美術館義工的識別方法，真是五花八門！有穿制服、穿背心、穿圍裙、
戴帽子，也有配戴名牌、義工證、臂章、徽章等。當然，各館的做法也不一而足，

有的館只選其中一項，有的館如沖繩縣立博物館，則是全副武裝又是名牌、又是

義工證、又是臂章。也有的館乾脆什麼都不要，只要人來就好。

十、不願意接受義工的美術館：

    在筆者此次訪談的美術館中，尚未引進義工制度的有宮城縣近代美術館、大

                                                
11 岩手縣立博物館學藝員相原康二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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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市立美術館、愛媛縣立美術館。

宮城縣近代美術館主任研究員齋正弘表示：「義工無法信賴，若是交付工作，

臨時不來非但幫不了忙反而造成更大的麻煩！」。

大阪市立美術館學藝課長中川憲一表示：「本館的展覽大抵與中國的古歷史

有關，不要說展覽內容困難，光是中國古代人名，有時連學藝員都讀不出來，如

何教會義工？又如何讓義工去導覽？」筆者向中川課長建議：「若是義工無法勝

任導覽工作，有否思考過請義工協助服務台工作或展覽場監視工作？」他的回答

則是：「目前本館這些工作都是支付薪水請人來做的，本應支付薪水的工作卻由

義工免費來作，實在不妥當！」。

愛媛縣立美術館原田平作館長表示：「我非常想引進義工制度，也向縣政府

要到300萬日幣（約台幣100萬）的辦理經費，卻由於館員的激烈反對而作罷，

並且退還經費。有了這麼一次不好的前科，未來要向縣政府爭取經費恐怕不容

易，館員的想法若不改變，愛媛縣立美術館短期內應該不會有義工。」談到館員

何以反對的理由？原田館長表示：「館員認為工作非常忙碌，沒有時間去培訓義

工也沒有時間去招呼義工，如果館長有什麼事要請義工做，他們寧可自己來做。」

綜合以上三館不願接受義工的理由，一言以蔽之是館員怕麻煩。

    

十一、日本美術館義工的問題點：

    最後，來談談日本美術館的義工到底有什麼問題？將之整理如下十項：

（一） 值勤日不易調整：

    義工願意來的日子與館方期待義工來的日子有落差，而且不易調整。義工的
值勤日之所以不易調整，除了義工對於自己的生活有所規劃外，習慣與某組義工

一起工作後，若調到另一組工作群通常會格格不入。

（二） 義工太多或不足：

    福岡亞洲美術館於 1999年 3月開館之時，熱鬧滾滾招募了 534名義工，卻
由於義工無工可作已慢慢流失。相反，也有美術館因義工人數不足而捉襟見絀。

（三） 義工高齡化：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義工的最主要族群都是孩子已離手的家庭主婦及退休
人員，因此在年齡上原本就偏高。隨著館齡的增加、加上未嚴訂義工的退休年齡，

義工高齡化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四）義工素質低、培養優秀義工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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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是可以從兩方面來思考，由於通常會請義工協助的都是
屬於較機械性、較不連續性的工作，因此召募的對象並不需要太高的學歷、也不

需有何特別專長，通常只要稍加說明就可以上線。館方若是改變這群義工的工作

內容，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至於培養優秀義工困難，一則因義工並非全職人員、

無法全心全力投入，另外也許好不容易培養出的優秀義工，因館方對其並無約束

力、或其對館的期待有所落空時，很快就會轉移陣地。

（五）義工與館員關係不和諧：

    在一個館中，不免有不願接納義工、對義工不友善、視義工是自己負擔的館
員。義工中也有自認是義務協助、不支分文、館員應對其要求或建議處處順從才

是。義工與館員各站在自己的立場、彼此不諒解、相處也就不和諧。

（六）新工作不易開發：

    如（四）的說明，義工的工作通常是屬於較機械性、較不連續性，才不致因
義工的不穩定性、流失率高而影響館務。正因為如此，義工的新工作當然不容易

開發。姬路市立美術館於今（2000）年 3月，為義工開發一個新工作，就是清洗
館內外的雕塑作品，並且還訂下長程計畫，未來將清洗姬路市的所有戶外雕塑作

品。不過，在我離開該館時（2000年 11月 3日），還未見其有何具體行動、也
未見其二度清洗館內外作品。

（七）義工的自主性不高：

    義工的自主性不高，這是極易理解的問題。義工的立場可能認為，自己到底
非館員，站在尊重館方的立場，實在不宜越庖代俎！館方卻誤解成自主性不高，

也不無可能。

（八）導覽解說內容與館方意向不合：

    一般有導覽義工的館，都不免發生義工的解說內容不盡如館方所期待，其原
因或許因義工準備不足、或解說技巧不成熟所產生的問題，只要假以時日都可以

解決。

但是，大阪市彌生博物館的問題就比較嚴重，由於該館所展出的都是新石器

時代的文物、化石、標本等。這些展品由於年代久遠，仍有許多不明之處、專家

學者的立場與看法相當極端。該館就發生過義工的解說所採取的看法、與館方所

採信的說法是迥然不同，以致觀眾對館方提出置疑，使得館方相當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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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謠言很多：

    五、六十歲的老媽媽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事事關心。加上義工的人格特質
原本就是熱心、雞婆。往往事不關己，也想插一腳，對於自己服務的館，若有個

風吹草動，不免捉風補影，弄得館方哭笑不得。

（十）義工間不和諧：

    義工間有時也會互相存有競爭意識，彼此視對方為假想敵，因此也就處得不
和諧。

比較特殊的案例---靜岡縣立美術館的義工則是集體不和諧，原因肇始於引進
導覽義工之後。該館義工的工作內容，原本只有櫃檯服務、剪報輯資料整理、閱

覽室服務、寄送文宣品等。後來，從中培訓一群導覽義工後，這群義工為準備導

覽解說，天天忙於讀書、收集資料，無暇再去支援一般事務性的工作。因此，引

起一般義工的不滿。而這群導覽義工也理直氣壯、不干示弱。最後，竟演變成兩

個對立的團體，讓館方傷透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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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修心得與建議：

    在日本研修的三個月，參訪近 30家美術（博物）館、及相關機構，也蒐集
不少資料，對於個人確實是很大的學習。

在參訪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有不少館的義工制度或措施，都可以見到辦理義

工歷史最悠久的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及北九州市立美術館的影子。儘管如此，

每個館卻仍有自己的堅持、而且是理直氣壯。而義工們對於自己所選擇的館，或

基於利他（回饋社會、服務人群）、或基於利己（終身學習、增廣見聞）的原則，

一旦加入後就少有去計較福利與待遇，更遑論去和他館的義工比較福利後，回到

館內憤憤不平、到處宣揚，甚至在義工大會中提出「爭取福利」這種匪夷所思的

主張。日本美術館的義工制度未必是最健全、最進步，但義工的素質確實高於國

內。

    目前，筆者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擔任的工作即是義工業務，平日就是與義工朝
夕相處，也有較多機會了解國內文化機構辦理義工的情形、或接觸相關的文件資

料，更重要本身對此課題也相當感興趣。

在此，是研修的心得、也是實務的經驗，筆者向文建會、向辦理義工的文化

機構、向義工朋友，各提出一項建議：

（一）向文建會的建議：近年來，文建會為提倡「文化義工」確實投注不少財力、

人力、物力，因此才有各地「文化義工」的蓬勃發展。建議文建會站在制定國家

文化政策等較超然的立場來盡力，而不是跟著地方文化機構一頭栽下去。具體而

言，有關義工領域的國際研討會應該是由文建會來主導，所謂「文化義工歌」、「全

國義工共同倫理守則」12訂了固然不傷大雅，但有必要由文建會來主導嗎？這些

也許是每年義工承辦人研習會時所提出的建議，文建會為從善如流而照辦。花錢

徵件、評審而後才出爐的「文化義工歌」，因曲高寡和卻有 99﹪的文化義工不會
唱，為廣為宣導只好規定參加文建會活動的義工團隊非唱不可13，這樣做大家都

太辛苦了！有些事或許讓其自然形成，會較妥善吧！

（二）向辦理義工的文化機構的建議：學習、觀摩其他機構的辦理情形，雖然可

以作為借鏡的，卻也不必全盤接受、樣樣模仿。南部與北部的人文生態固然不同，

美術館與文化局、文化中心的發展方向也不盡相同，因而運用義工的方法當然無

法一樣。建議每個機構都能針對自己的需求，發展出一套適用又有特色的義工制

度。另一方面，實在也不必太在意義工的流失率，培訓新義工雖然得投注不少心

力，但是因恐義工流失而每天憂心忡忡、或答應義工所提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

實在有失原則！

（三）向義工朋友的建議：義工到底是被機構定位為「準職員」？還是「服務的

                                                
12 89年 12月 16日至 17日「千禧年文化義工研討會」大會手冊，7頁。
13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89年 5月 6日（89）文中三字第 0265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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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其實都是不重要。義工本身應有一種自覺，自己真正的定位是該機構

的「利用者」。除了值勤的時段該認真、負責外，因具有義工身分進出該機構應

會比一般民眾方便、得到的資訊也較多，對於有心學習的人而言，是相當有利。

義工的普遍情形是家庭生活平安、工作學業游刃有餘、經濟不虞匱乏。擁有如此

條件的人，與其爭取「獎勵金」、「便當費」、「交通費」等莫名其妙的事，不如把

美術館、文化局、文化中心當作學習的場所以充實自己、並提昇自己文化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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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筆者自1983年從日本東北大學取得學位返國、進入台北市立美術館就職

後，就未曾再踏上東瀛之路。感謝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的獎助，讓我得以再

履扶桑、現地了解日本美術館義工的運作及現況，同時也要感謝日本姬路市立美

術館的田靡和夫副館長同意我至該館作為期三個月的研修、及姬路市立美術館所

有館員及義工朋友的協助使我能順利而愉快地完成工作。

在日本研修的這段期間，除了感謝工作上對我作協助的許多日本朋友外，還

要感謝照料我生活的日本陶藝家橋本由雄、大島英一郎先生兩對夫婦。更要感謝

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工作夥伴施慧明、張振明、莊麗雅、楊慧珍、陳青玲與台北市

立美術館義工隊鄭慧美隊長及所有義工朋友的協助，使我無後顧之憂、勇往直

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