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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九州國立博物館   故宮南部院區    

摘        要 

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的設置，從明治時期的思想家岡倉天心自1899年提出陳設置

九州博物館的必要性至1968年成立「九州國立博物館設置期成會」，是經過了長期的

計劃與推動，從地方到中央一起攜手努力，結合了地方的民意需求與專業性的考量，

終於在2005年完成建設開館。博物館是一個文化傳承的重要機構，是一開放性的場域，

注重與社會大眾互動的關係，也不斷的接受來自社會的回應，尤其在籌設發展的過程

中，如何讓社會大眾認同博物館建館的價值，與將來要走的方向，是先期規劃中重大

的事，也會深深影響日後該館的經營發展。 

此報告乃個人於三週期間將參訪開幕之前的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所見所聞，撰寫

成文。架構以（壹）參訪之緣起與目的，（貳）參訪過程與進行方式，（參）參訪成果

心得，（肆）建議事項。主要闡述內容集中在第三項的參訪成果心得，包含（一）九州

國立博物館建設的位置。（二）營運組織系統的特色。（三）建築架構與功能介紹。（四）

開幕前準備工作之觀察（含典藏、展示、教育、宣傳、文物維護、安全等），分項敘述

之。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目前積極籌設南部院區，預定在2008年底

完成，其所定位之「亞洲博物館」的願景，在建立一座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並塑造

台灣與亞洲其他地區以及世界各地文化相互聯結的新意識。兩館在設置的旨趣上，有

近似之處。而九州國立博物舘在籌備過程上的成效，堪稱博物館界新典範，頗獲各方

好評，值得學習。希望藉此參訪所得成果及提出建議，對籌建過程中的故宮南部院區

得以略盡棉薄之力，有所助益。 

 2



 

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訪後心得                 

出國人姓名（2 人以上，以 1 人

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陳階晉 副研究員 國立故宮博物院 

出國期間：94 年 9 月 2 日至 94 年 9 月 21 日 報告繳交日期：94 年 12 月 19  日 

出 

國 

計 

畫 

主 

辦 

機 

關 

審 

核 

意 

見 

ˇ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ˇ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 

ˇ3.內容充實完備 

4.建議具參考價值 

5.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 

6.送上級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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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吾人於 91年度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項目中，曾赴日本參訪東京國立博

物館等機構，並與相關人員交流意見，返國後上繳之研究報告中曾有如下建

議： 

「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奈良國立博物館等歷史悠久之三大國立博物

館於2001年起，正式改身為獨立行政法人，聯合營運館務，據說其評估報告將在

近期出爐。國內目前也有類似構想，應廣加蒐集相關資訊，以玆借鏡。又，該法人

目前正籌設於九州設立新館，性質特色與前三館各異，與故宮博物院設立分館之構

思有類似之處，值得進一步了解，可作為未來發展的參考。」 

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九博」）經過長期的精心計劃與推動下，於今年

（2005年）10月16日正式開幕營運，該館是從亞洲的史學觀點來觀看日本文化之形成，

而成立之主要目的，則在於加深日本和亞洲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文化交流，進而對

亞洲有所貢獻。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目前積極籌設南部院區，預定在2008年底

完成，其所定位之「亞洲博物館」的願景，在建立一座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並塑造

台灣與亞洲其他地區以及世界各地文化相互聯結的新意識。兩館在設置的旨趣上，有

近似之處。而九博在籌備過程上的成功，堪稱博物館界新典範，頗獲各方好評，值得

學習。於是，值此開幕前的階段，吾人奉派於９月２日至２１日期間，前往日本福岡

縣大宰府學習觀摩，旨在了解該館在正式開幕前夕關於館務營運、文物展示、典藏研

究、國際交流等方面之概況，以期對日後本院南部院區之發展與運作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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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過程與進行方式 

我在停留九州國立博物館20日期間，比照該館工作人員作息，上班日為週一至週

五，時間朝九晚五，一齊上下班。 

然而，停留九州期間由於距該館開幕尚有月餘，正進入最後整備階段，各單位均

繁忙不已，對接待停留三週之外國訪問者尚無相關經驗，也無從具體對應。而吾人初

到之時出除略覽建築設施外，即陷於不知從何著手之困境。所幸筆者有留學日本經驗

略曉日語，且曾於2003年陪同杜院長訪問其位於國立東京博物館內之籌備室，也算舊

識，因而臨機應變，懇求其讓筆者參與文物調查、整理庫房、搬運文物、文物攝影、

參觀導覽解說訓練及佈展相關舘務活動等方式進行，並安排單位訪談以求了解該館實

際運作及汲取相關經驗。按理，對於一外國訪者得以任其出入施工中的展場、深入參

加佈展會議與實際工作及參與文物調、查登、錄攝影等，實乃不易之事，於此對於九

州國立博物館之寬宏大量的氣度以及舘內人員之親切善待，銘感五衷，深表敬意。 

 此外，也利用週六日前往鄰近歷史古蹟與博物館參觀。行程安排大致如下： 

 

日期 參訪活動 

2005/9/2

（五） 

中午抵日本九州福岡機場，前往太宰府宿處，辦理住宿手續。後，即前

往九州國立博物館（後簡稱九博）報到。安排周一進行正式拜會。領取

九博「客座研究員」出入証，座位安排於位學藝部交流課。 

    
 

客座研究員出入証 九州國立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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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4(六

日) 

參觀九州歷史資料館 

 

    

 

9/5(一) 接待窗口市元壘先生帶領認識環境並展開正式拜會。 

 館長：三輪嘉六。 

 副館長：宮島新一 

 學藝部文化課長：臺信祐爾 

 學藝部博物館科學課 環境保全室長：今津節生 

 學藝部企畫課特別展室研究員：豬熊兼樹（日本

漆工藝，關西學院大）、原田あゆみ（東南亞美

術），畑靖紀（日本繪畫史，東北大） 

 學藝部企畫課文化交流展室研究員：橋本雄 

交流課：元永行英（事務主查）、遠藤啟介（貿易陶瓷，龜井門生），池

内 

9/6(二) 颱風14號橫掃九州，停止上班。 

9/7（三）  上午-訪談學藝部文化財課臺信課長 

 午間-與學藝小松部長及豬熊、原田等研究人員餐敘。 

 下午-會同小松部長與豬熊兼樹、遠藤等進行文物展檢，隨同一起進

入陶瓷、漆器庫房觀摩。 

    

 

九州歷史資料館外觀 九州歷史資料館內部展示 

三輪嘉六館長 

庫房文物整理作業 陶瓷庫房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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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四）  上午-至陳列室參觀展櫃並拍攝相關資料 

 下午-訪談研究人員楠井等人。 

   

 

9/9(五)  上午：臺信祐爾課長帶領觀摩韓國中央博物館、九州國立博物館借

展文物點檢作業。 

 下午：訪談企畫課三木美裕課長，參觀一樓兒童體驗中心(Asippa) 

 訪談企畫課兒童體驗中心執行者中山久美子、森依里。協助中國物

件之認識與資料建立。 

 晚間：參加福岡縣立亞洲文化交流中心舉辦之歡迎會，歡迎該單位

新進人員遠藤氏及韓國押運人員、海外訪問客座研究員(筆者)。 

  

 

  

 

 

一樓大廳陳設 通往展場電梯及看板 

亞洲文化交流中心歡迎會 負責兒童體驗中心的成員 

一樓兒童體驗中心-亞洲園(Asippa) 韓國中央博物館借展文物點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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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六)  參訪大宰府展示館、大宰府政廳遺跡、西壇院、觀音寺等文化設施。

  

 

9/11(日) 參訪有日本瓷都之稱的有田市。 

  

 

 

9/12(一)  上午：整理相關資料 

 下午：與遠藤進陶瓷庫房特別參觀，就部分坂本收藏品交換意見。

 晚間：參加九博舉辦之歡迎會。 

   

 

9/13(二)  上午：協助文化交流展(常設展)陶瓷陳列室佈展工作。 

 中午：遇陜西省歷史博物館人員(科研處副主任文軍等人)參訪，隨行

大宰府展示館 大宰府政廳遺跡 

有田天狗谷古窯跡 佐賀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 

九博歡迎會 陶瓷庫房特別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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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並聽取導覽介紹。 

 下午：協助漆器陳列室佈展工作。 

   

 

 

9/14（三）  上午：觀摩開幕特展美之國－日本的聯合協調會，參與者有九博學

藝部長及相關學藝員、野村設計公司、西日本新聞社等三方人員。

協助岡野藏品撤去作業(點檢、包裝、搬運等作業)。 

 下午：坂本五郎先生與其孫運來文物35件，寄存九博。觀摩並協助

搬運、編號、攝影及進庫作業。 

 

 

 

9/15（四）  協助坂本五郎先生新寄存文物攝影工作。 

  

 

 

協助佈展 外賓參觀導覽 

庫房整理工作 

文物的登錄與拍攝 攝影棚拍攝器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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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五） 訪談交流課瓜生課長，關於亞洲文化交流中心及其相關業務。  

9/17-18

（六、日） 

前往福岡市內參觀文化設施並購買相關書籍。 

9/19（一）  訪談開館特展主辦人市元壘先生。 

 匯整各訪談相關資料。 

9/20（二）  觀摩義工訓練活動。 

 向九博相關主管辭行。 

   
 

9/21（三） 返國。 

義工研習訓練 義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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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果心得報告 

（一）九州國立博物館建設的位置  

日本九州自古以來就作為與中國大陸、朝鮮半島等

海外交流的窗口。九州國立博物館設立於太宰府市，是

福岡的衛星都市之一，也是著名的歷史古城，處處可見

古蹟神社，早年曾為掌管九州地區軍政大權和外交的中

樞的要塞之地。現有人口約7萬人。 

九州國立博物館的建設位置如左圖所示，臨近祀奉

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845－903）的太宰府天滿宮。

現今的本殿【左圖】修建於1591年，被指定為日本國

家重要文化遺產，為當地觀光名勝，每年有近700萬人

前來參拜。 

太宰府天滿宮 

九博設於鄰近，為求700萬中的部分參拜觀光客，

得以順道前往參觀，特地開設了一條連結兩地的越山電

梯通道【右

圖】。 

 

 

 

開館日：除周一及新年假期（年終年始）外。（同

其它國立博物館） 

開館時間：上午9：30－下午17：00 

參觀費用：常設展 一般420日元。學生（高中及大學）130日元，國中小學學生免費。 

     特展 另外收費（可同時觀覽常設展） 

停車場使用費（一次一台）：二輪車 250元。普通自用車 500元。大型車（30人座

以上）2000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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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組織系統的特色九州國立博物館的籌建，事實上結合了下列

三個機構，分別是１．國家機構的「九州國立博物館」。２．福岡縣立的「亞洲文化交

流中心」。３．九州經濟界（私人）設立的「財團法人九州國立博物館設置促進財團」。

舊有相關資料指出，九博建設經費總額為250億日圓，由國家支應125億、福岡縣政府

籌募100億、地方財團出資25億，三方共同協力建設。以下就三單位分別敘述。 

 

（1）國家機構的「九州國立博物館」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九州國立博物館」的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 

 

 

額編制為28名。依目前所見，館長原為籌備室的室長，而部分重要的主管

如學

也包含庫房文物的進出、

出借

  

）福岡縣立「亞洲文化交流中心」 

，是為了同時推動九州國立博物館的機能之

一，即「從亞洲史的視野來掌握日本文化之形成」的觀點，以促進亞洲諸地區之間的

員

藝部長（小松）、文化財課長（臺信），原為東京國立博物館資深研究人員，九

博借重其長年對博物館經營運作的經驗，商調至此服務。至於如企劃課長（三木美

裕）則聘自美國，為精通博物館教育的專家學者。博物館科學課長（本田光子）乃

採用與熟悉九州地區文化資產且學有專精的研究人員。至於其各課中所屬的人員則

為新進的年輕人居多，具有濃厚培育年輕後進的意味。 

文化財課負責文物、照片、文獻資料、資訊等管理。

與借入以及文物攝影、圖書資料管理購藏等事項。 

 

（2

福岡縣立亞洲文化交流中心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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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總合性的理解和交流。建立亞洲文化交流中心，除了肩負著

部分九州國立博物館的機能，同時繼承現有的縣立九州歷史資料館的展示和調查、研

究、推廣教育機能。此外，進行具國際性、跨學科的研究交流和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

並與國內外的亞洲研究人員、組織等的相互合作等，以形成亞洲歷史、文化之間的交

流據點為目標。並為因應今後的生涯學習社會的要求，舉辦公開講座和體驗學習以及

義工的加入等，提供各式各樣的生涯學習機會。設置日期為2005年４月１日。（10月

15日開館紀念典禮，16日正式開放） 

 

 設施之管理營運型態 

一體，而進行博物館的營運活動，總稱九州國立博物館。

在九

結合國立與縣立機構為

博的機能之中，國立機構主要擔任展示及博物館科學維護等工作，而縣立機構（亞

洲文化交流中心）則主要負責有關資訊傳媒、交流及教育推廣等事項。福岡縣立亞洲

文化交流中心的編制組織與九州國立博物館之間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該中心參與博物館經營的正式工作人員有16名，均為縣政府編制下之公務人員，

經費

 2005年度的計畫與執行 

美の国 日本」（10月16日─11月27日） 

府」調查研究的成果，亞洲文化交流中心負

 

 

. 調查研究事項 

情報誌 

來源亦出自縣府。目前所長兼任副館長，其下設廣報、展示、交流三課。廣報課

負責該中心之總務會計、營業（票務及賣場餐廳等運作管理等）、宣傳等業務。展示課

則配合參與九博學藝部相關展覽、研究等工作。交流課負責該館與國內外機構及人員

相關的交流事項，如接待、舉辦學術討論會等事項，此外，教育推廣亦屬該課重要業

務。 

 

1. 協助展覽事項 

 開館紀念特展：「

 文化交流展（常設展）５大主題。 

 福岡縣為了展現以往至今對於「大宰

責承接第三主題之「遣唐史的時代」展覽事宜。 

整理展覽相關資料 

2

 大宰府研究 

 發行亞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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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化事項：整備資訊系統，製作九州其它縣之無形文化財的映像等 

研討會（舉辦日韓交流２０週年紀念學術研討

物館會議（邀請亞洲各國國立博物館館長，舉辦國際博

政令連攜事業，對於九州各縣之連結支援策略的檢

流 

5. 推廣教育事項 

：製作來館者所使用的體驗模型、亞洲各地之民俗藝能、傳統祭

的連結 

修。（志工訓練：293名。主要分為教育普及，展示解說，館

 

3）私人贊助單位-「九州國立博物館設置促進財團」 

，同

時也

4. 交流事項 

 國際交流學術

討論會論文集

會） 

 國際博

物館會議） 

 日韓交流 

 九州各縣市

討與實施 

 地區文化交

 教育推管區的整備

典等影像 

 與學校教育

 舉辦義工養成教育研

內設備導覽，舉辦活動，環境維護等五項。） 

 執行中學生學藝員（博物館人員）養成計畫 

 

（

九州國立博物館根基於由大眾之捐贈而成為建設費用

做為開館後的部分營運的資金。（財團法人）九州國立博

物館設置促進財團，即以營運支援博物館為目的，以九州的金

融採財經界為中心，設立於平成4年（1992）。該財團，為了支

援營運及建設在全國展開全面性的募款活動，成果斐然。地方

政府與財團為了催生博物館的建設及確保日後順利營運，成立

「財團法人九州國立博物館設置促進委員會」，與西日本新聞

社共同合作，藉由電視、網路、報章刊物、各項演講活動、參

觀工地、發表專題報告等，配合不同時節以各種動人的宣傳號召

的夢」（岡倉天心於1899年提出設置九州博物館），2000年提出「大家的博物館」等，

在各財團的企業、個人或重要的活動地點，設置募金箱，在郵局、銀行等地設立捐款

專戶積極勸募經費，鼓託大眾重視博物館的興建，同時也讓大家對於博物館有參與與

宣傳和支持的意願。資料顯示，在2003年9月其支援營運的募款金額已達21億9千萬

圓（600家企業團體、76,000個人捐獻），建設的募款總額為18億5千萬圓。其博物館

設置促進委員會組織成員中，地區包括福岡、長崎、熊本、佐賀、鹿兒島、那霸、宮

崎等地，行業則包括銀行、機電、石油、報業、電氣、鐵道等工商會社。 

，如1999年以「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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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架構與功能介紹 

 

九州國立博物館的整個建築佔地約16萬

平方公尺。基本上分為三層架構，（又可細分

為地上5樓、地下2樓），最高處為36.1公尺。 

第一層包含入口大廳、交流・教育普及

施設（兒童體驗中心）並有演藝廳、文化講

習教室、賣場（museum shop）、輕飲部等設施。 

第二層為典藏庫房（4517.63㎡）、特展聽

（1579.08㎡）及調査研究施設、辦公區。 

第三層為文化交流展廳（常設展室，

3865.14㎡）。 

設施規模之延展地表面積預定為25,000平方公尺。國家負責建設15,000平方公尺

（其中2,500平方公尺由民間財團建設並寄贈於政府）。福岡縣政府建設10,000平方公

尺。開館之後由國家（政府）與設置博物館的地方共同攜手協力執行，並管理營運博

物館的各項活動。整體建築為雙重玻璃設施，如下將介紹各樓層的主要設施並針對其

功能特色加以闡述。 

 

（1）第一層 

前有提及，九博建築之第一層包含有入口大廳、交流・教育普及施設（兒童體驗中心）

並有演藝廳、文化講習教室、博物館禮品店（museum shop）、餐飲休息區（輕飲部）等

設施。位置安排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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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服務台                     活動展示區                  電梯及賣場預定地  

   

          演藝廳                                 輕飲食部 

 

（2）.第二層 

2-1庫房設施與管控： 

雙層氣壓式房門 

典藏庫房位於2樓中心，

佔有2樓的大部分空間。庫房

與辦公室之間的進出採電子

讀卡系統，並採氣壓控制。

另，進出均需另換拖鞋，以防

灰塵進入。其所用隔間材質特

地選定九州當地所產杉木，製

有杉木板10萬片，使用了其

中的6萬片。 
進出刷卡控制

該館典藏庫房依文物材質之不同，分為九大收藏庫及臨時庫房、修復庫房等設施。

其溫度・溼度均經嚴格控管，締造出能夠適應文物的最佳環境。整體環境管理屬「博

物館科學課」所轄。有關藏品分類、面積、文溼度等具體數值，由該館環境科學課提

供，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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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庫 藏品內容 面積 

第一收藏庫 工藝—織染、服飾 12.3x5.9x3.75m 

第二收藏庫 工藝—漆器 11.8x8.8x3.75m 

第三收藏庫 工藝—漆器 11.5x10.6x3.75m 

第四收藏庫（2層） 工藝—陶瓷器 13.1x12.6x6.0m 

第五收藏庫（2層） 歷史、建築、民俗模型等資料34.7x12.6x6.0m 

第六收藏庫 雕刻(木) 13.0x17.1x6.0m 

第七收藏庫（2層） 考古(非金屬類) 20.3x23.9x6.0m 

第八收藏庫（2層） 考古(金屬類) 13.1x23.9x6.0m 

第九收藏庫（2層） 書畫、文獻 9.0x27.5x6.0m 

暫時收藏庫（2層） 暫存文物 12.2x20.2x6.0m 

修復收藏庫 待修文物 3.9x10.6x6.0m 

通道   

※空調運轉時間：8-20時（12小時），各庫房空調可個別設定 

 

  

 

 
庫房通道 金屬架承重標示 

 

 部份庫房隔為上、下兩層，並置上下樓梯【下左、中圖】，以利文物堆放及搬運。文物

置放櫃有兩種，一為杉木板架【下右圖】，一為金屬架。均離地面15公分，以利空氣流

通。前者杉木板均經過急速冷凍處理，另為防黴菌或外來有機物質入侵，禁止以手觸

摸。後者金屬架則經過防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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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杉木板牆壁為求空

 

2-3.特別展示室(地上3樓) 

館 

館，有東京、京都、奈良的三個地方。這些

國立

氣循環，並不封閉而留

有間隙【如右圖】，為清

理積塵在底部採可拆除

式【如右圖】，年間用吸

塵器清理。日後將考慮

由志工及館方職員協同

清理作業。 

（一）理想目標：新型態的國立博物

日本以往屬文化廳管轄下的國立博物

博物館的美術工藝品以及考古資料等的展示，主要是以美術歷史的觀點而構成。

然而新成立的九州國立博物館，是個歷經約一個世紀的呼籲才設立的國立博物館，主

要以「從亞洲史的觀點來呈現日本文化的形成」之新觀點，希望藉由展覽型態與內容

能夠對具有展示資料背景下的歷史以及社會現象等，獲得觀眾充分的理解，以成為具

有不同於其他三國立博物館之新意義、新型態的國立博物館。 

 

位於三樓的企劃展示（特展），為基於對特定的事象或特別的主體進行調査研究，

以其成果為基礎而形成的特別企劃、與海外博物館等的交流與合作實施的國際交流展

示、以及進行以九州各縣的博物館等，依其個別的調査研究成果或活動内容，作為介

紹與展示地方區域的交流展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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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層 文化交流展示室 

常設展示位於地上四樓，主要以亞洲諸地域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歷史為為展示方

針，希望以通俗易懂的展示型態來表達其展覽的特色。時代從舊石器時代以到近代末

期（建國）為對象，不作遵循時代順序的歷史展示，將焦點凝聚於各時代具有「交流」

特徵的現象，做為展示方針。 

 

 
 

1. 展示資料與手法 

 展示資料以考古出土資料、歴史文物和其它資料為主，配合需要也應用了複製品、

模型、映像資料等活用實物。除以通常的展示手法外，也導入靈活運用新的多媒體技

術之展示、體驗展示、可觸摸展示等方式呈現。 

２. 展示内容與主題  

 為由別於其他展館並呈現該館特色，九博不

以「常設展」為名，而採「文化交流展室」，以「東

海扶桑、傳承亞洲」為主要中心思惟，具有時間

性、空間性的廣泛特色，由多個主題形成基本展

示與相關基本展示的事物對象，做為焦點而構成

關聯性的展覽。 

該館目前常設展的框架結構，設定如下五大主題： 

 １「滄海扁舟，繩文之旅」（繩文人，前

 作，王權立國」（從稻作到建

往海洋） 

２「農耕稻

國） 

 ３「攜手漢字，汲取智慧」（遣唐使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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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商達四海，物通八方」（交易繁盛的亞洲環海） 

 ５「東西交匯，日月同輝」（變圓了的地球 趨近的西洋） 

各主題之間有相互關聯的歷史脈動。值得一提的是，按規劃之初期資料，其設定

的五大主題與其項下之中、小主題，與實際展出時的標題略有不同。原規劃內容如下： 

 

大

主

題 

1移動和定居 2稻及鐵 3佛教和都城 4交易圈的擴大 5東洋和西洋 

蒙古人種的誕生與成

長 

彌生時代的社

會 

律令及佛教文化 国際貿易港的興起 東亞的變動－東

洋和西洋的交會 

由舊石器時代到繩文

時代 

「渡來人」之波

潮 

唐文化的影響及

國風文化 

捲入玄界灘的世界 「鎖國」與四個口

道 

中

主

題 

繩文時代的交流   海洋國家、琉球王國 近代的曙光 

日本列島的形成 東亞的金屬器 佛教美術的展開 由亞洲所見日本列

島的貨幣史 

鐵砲的傳來及普

及 

日本列島的舊石器文

化 

倭之時代  邪

馬台國的時代 

亞洲的青銅樂器 外交及禪僧 近代對馬世家和

日韓關係 

繩文文化的發展 東亞的金石文 太宰府 高麗、朝鮮的佛教美

術 

手繪地圖所顯現

之世界像 

印章的世界 琉球王國的歷史及

文化 

洋學及世界認識 

裝飾古墳 艾奴人及和（日）人 印刷文化的傳播 

小

主

題 

 

 

 

東亞海域的貿易船

－貿易陶瓷的世界 

華人網路的播散

及信仰 

 

兩相比對之下，顯然在規模和氣勢上不如原有規劃，據訪談結果得知，變更的原

因是文物徵集與借調方面，其結果與原設想有出入，故有所修正。） 

 

３. 展覽動線的規劃  

 展覽的呈現一方面也是反映博物館調査研究、國際交流等其它活動的成果。九博

在文化交流展在動線規劃上，為求實現具有體系性的展示，適切地進行規劃與資料上

的選擇，有其特色。 

A、 基本展覽與關聯展覽的互動 
五大主題是策展理念的主要呈現，藉由展品的陳列體現出概念的表達。空間規劃

上，陳述五大主題概念的展覽室位於建築物中央的大空間的”基本展覽”室和圍繞在

周邊的”關聯展覽”室。在基本展覽中，從五大主題中選擇出引人注目的文化交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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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象徵性地展出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資料。關聯展覽則分為兩種形式，一為固定主題

而替換展品的方式；一為改變主題的方式。將根據今後的調查研究與文物的徵集成果，

不定時地採用並更新展覽主題。另，基本展覽與關聯展示室之間設有通道，在各展示

室均設有休憩處。 

 

B、動線計畫 

參觀路線方面，依來館參觀者的興趣，規劃了2條動線。一是符合短時間參觀者

而設計的路線，在展場的範圍內，將代表性的主題配置於中央的展櫃，即環繞五大主

題周圍一圈，短時間內得以觀賞主題。另一則是進入中央基本展覽室後，可自由選擇

五大主題其中之任一，前進參觀，中央區五大主題的背後，各有關聯展覽室，以之為

各大主題擴大的空間。在看完五大主題展區後，可進一步選擇更加深入理解主題的關

聯展示。 
 

C、針對展示特色 

以實物資料為展示的核心，特別是歷史系統的資料，在保存上，如以數月份的單位

進行替換或經常變換展示主題，藉以常保新鮮感的展示為目標。 

引進最新的影像機器和攜帶式的資訊終端機、無線解說系統等，實行活用 IT 機器

的導覽解說。並以影像和音響配合展示的空間，使展示的主題容易了解、親近、感受。 

展品以實物資料為優先考慮，必要時得活用複製品和模

型，影像資料等，期待積極地活用最新的多媒體技術，表達

出容易親近，容易了解的展覽內容為目標。 

此外，引進最新的多媒體技術來進行展覽解說，讓使用

者能方便地得到文字．影像等的資訊，陳列室的說明卡儘量

設限於最低限度。解說用的語言，除日文以外，也設定英文，

韓文，中文等。又，為促進聾啞殘障者之使用，亦設定可觸

摸式、語音導覽、點字等的導覽說明。 

語音導覽規劃製作，目前完成中、英、韓三國語言之撰

稿翻譯。各有34個主題說明，沒有單件文物說明。使用機

器200台，免費。 
語音導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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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幕前準備工作之觀察 

以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作為考察與參訪的目的地，最主要是因為它與故宮南部院

區都是以亞洲文化作為發展的主軸，而且兩館在籌建的時間也較接近，基於地緣、背

景上之近似，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因從該館開幕前典藏、展示、教育、宣傳、文物

保護措施、安全等方面加以觀察。 
 

 典藏方面： 

根據訪談資料得知，九州國立博物館目前的藏

品，除了部分是九州周圍地區的考古出土物（如九

州歷史資料館轉移而來的）以及經費編列下新購藏

的文物，當前最主要的展示文物來源卻是出自民間

藏家的捐贈與寄存。目前有藏家田中丸及坂本五郎

以捐贈及寄存的方式提供文物（前者約 500件，後
者約 200－300件）給九博作展品陳設。 
據表示，開幕之際的展示文物與原先籌備中計

劃的展覽預定展品，有著相當的差異。由於規劃之

初的理想較高，當局認為可從國內各公立博物館等

相關機構得到襄助，所以規劃當初列入不少國寶級

與重要文化財等文物。然而等到實際執行之時，天

不從人願，開幕的十月正是日本各館舉辦秋季特展的

得參觀人數的突破及觀眾的喝彩，所以不太將鎮館之

制等問題，對於文物的大量購藏也有所難處。 

 展示方面： 

九博為開幕籌劃開館紀念特展，展覽名稱為「美の

展期為2005年10月16日至11月27日，約４０天。

藏品外，有借展品來自國外的中國、韓國、澳洲、葡

等5國。日本國內則借展自正倉院、東京國立博物館

展出件數計有122組件(126件)，含借自正倉院13件，

寶級文物7件，重要文化財文物30件，陣容盛大。展

九州國立博物館 特別展示室。開館時間為每日上

（閉館前30分鐘停止入場）。因是特展，按日本習慣

費，入場劵一般為1300日幣（團體折扣價1100，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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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2005.9.14親見坂本先生押運第

二批寄存文物（35件）抵達，並隨同該

館人員進行簽收及調查、搬運、編號、
時機，各館無不精銳盡出，以博

寶外借。加上經九博本身經費編

国 日本」，

除該館之館

萄牙、美國

等計71處。

並有其它國

覽場地位於

午９:30∼17:00

需另外收

）中、大學 開幕展海報 



生為1000（800），國中、小學生：600（400），憑該劵可免費參觀常設展（文化交流展）。 

另，該館陳列室中，遣唐使貨運船單元之可觸摸式的展示手法新穎，值得介紹。遣

唐使貨運船展示目的，乃藉著可以親手觸摸遣唐使所運輸之貨物，讓參觀者親身體驗

而理解遣唐使的意義。其內容主要陳述遣唐史的歷史地位

留學僧(生)等逸事(相關人物如鑑真、聖武天皇、井真成、阿
倍仲麻呂、空海、吉備真備等人)，並可任參訪者實際以手
觸摸裝船的物品。所有展示物品均使用和原物(文物)相同的
素材，並以古法技術加以複製完成。如錦織琵琶套【圖右上，

仿自正倉院】，據稱花費一年以上時間，另一織物則兩人合

力花費年餘時間。又如仿自奈良法隆寺著名的「丁香壺」，

此乃九博委託九州知名陶藝家島田幸一燒製之複製文物品

（筆者親見陶藝家帶來 5件複製品供九博人員挑選,如右下
圖）。所有物件均可以手觸碰，感受其味。現場佈置採借景

式的布置，牆面繪有港灣代表博多灣【圖右下】，但較實景

為寬廣。展廳隔為兩室，一為遣唐使帶來物，有玻璃容器，

陶瓷器，錦織品，香木，經卷，經筒，藥物，鏡，書籍等。

一為由日本帶往中國之物，置有絹、黃絲、真棉、水晶、瑪

瑙、銀幣(和同開珍錢幣)、砂金、珍珠等。 

，

 

 教育方面： 

童體驗中心--亞洲園（Asippa） 

場地寬約380平方公尺，分為內外兩廳。目的為

廳為

 

 

此外，佈展時均有工作流程表【圖左下】，並事先將選定文物照片圖檔貼於展櫃【圖

右下】，以利位置之調整移動。 

 

 

 

 

 

 

 

 

1. 值得參考的兒

透過經由市集，體驗諸國文化，美術工藝及歷史。外

廣場市集型態，又名亞洲園廣場，面積約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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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設定為７國（中國、日本、朝鮮、泰國、印尼、荷蘭、葡萄牙）單位，置

有生活民俗用品，傳統服飾，面具等（物件點數約850件，中國約有130件，100件為

捐贈物），可另兒童自由取得觸摸遊玩與穿戴。各物件並非雜然放置，物件選擇經過事

先設計考量，有相互的關係可供比較認識。三木課長從企劃到執行歷經年餘，曾多次

出入各國觀察，其中四回赴歐洲購買相關物件。此外，區域內並設有舞台可供學童穿

戴各國服飾後走動其間。場地預定每次可讓30位學童進入，有志工10人居間協助。 

內廳為藝術走廊，約有100平方公尺。目的為體驗展示，讓

學童理解何謂博物館及博物館的相關工作。對象為國小中年級

以上

志工，配合參觀引導學

.導覽手冊之編寫： 

導覽手冊『アジアージュ』一書的特色在於以九州國立博物館的文化交流展示（平

首見關於文化交流史而具有視覺性效果的一本導覽手冊。由於

必須

書的定價，剩下的5000本，由九州國立博物館以原價購

入，

物館方面原本主張以1200日幣為價格底線，但是後來沒有採用。雖

然如

學童。內置複製文物，物品背後貼有標籤，參觀學童可依

自己喜好，選擇喜愛之藝品，由標籤找到資料卡（如圖書館），

再依之製作說明卡，然後將複

製文物放置在空的展櫃中。展

櫃型態如同陳列室。預計每次

讓10位學童入內，２名志工從

旁協助。也有藤編箱子，內置

讓學童自由選擇認識。為使參

加深體驗該設施，訓練有70名

童。 

 

 

依紋飾，材質等分類，

觀學童得以容易親近並

2

常展示）為主，是日本

在開館前完成製作，所以焦點著重在展示品相關的文化交流史與展示主題的相關

資訊上。另外，書中採用較多的照片說明，是本淺顯易懂的導覽手冊，乍看之下有如

一般雜誌（彷如飛機中的機內雜誌）。在內容方面，以貼近讀者切身的生活體驗的方式

來編寫主題、文章（包括文體）。讓讀者更能有親近博物館的感受，能將博物館的體驗

給帶回到讀者本身的家中。 

公布發行本數 5000本。但更精確的說，是印刷了10,000本，而在市面上有5000

本流通。為了平抑市場流通存

以作為館方教育推廣、交換圖書等用途。因為印刷數量越多，單價成本（cost）也

可以隨之下降。 

販賣價格為 1400日幣（未含稅），含稅價格為1460日幣。因為全書採全彩印刷，

價格應屬合理。博

此，在博物館販賣部預定年內可以賣出2000本的數量，由此可知在價格方面應屬

合理，不會過於昂貴。編輯（出版）預算之金額為1500萬日幣（包括各種宣傳單、繪

本等）。 

如同前述特色中所描述，為了追求閱讀上的簡易性和親和度，館方認為與其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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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的研究員認真嚴肅地撰寫原稿，不如聘用外部的編輯者、作家和設計師來得適當。

另外

由外聘的編輯者和作家，向各個負責主題的研究

人員

適合孩童閱讀的導覽手冊之想法，但是在探究對孩童設計的體驗型展示

間「

，為了總和調整館方的文宣海報和印刷品設計，包含館內導覽宣傳、展示室內導

覽宣傳、展示室設計等，舉凡遊客目之所及的印刷品，都盡量的納入編輯業務之中。

另外，雖然這次的導覽手冊上來不及使用，但是編輯群設計製作出「小龍仔」的吉祥

物（以館藏品龍的圖案加以設計完成的形象），也將會在館內的各項標誌上多所使用。

將來也預定在博物館紀念品上發售。由於編輯預算金額龐大，廠商的選定當然也是問

題之一環。九博採取的是開放給廠商申請的方式。從廠商是否理解九州博物館的想法，

和是否能充分理解製作的方向，到預備採取如何的編輯製作方式等各個點面，來挑選

出眾多競爭業者中的佼佼者。經過書面選考以及面試的結果，由日本規模最大的凸版

印刷公司（九州分社）拔得頭籌。 

【導覽手冊『アジアージュ』一書】具體的編輯方式與過程，○1首先，由九州博

物館總編輯（橋本）說明意旨，然後

進行訪問取材。匯整之後，再盡可能地將所有的成果交予橋本研究員與小野補佐

員進行確認查核，在統合導覽手冊整體的風格後，再交由各項負責的研究人員加以調

整。○2確認作家‧主編所提出的修正校對，並進行確認。另外，對於研究人員在展覽

中所主張的重點和文章內容是否有所出入，以及相關圖檔照片使用是否適當等，都必

須進行確認。○3進行兩次的校色。但其間的校正次數達到難以數計的情形（根據主題，

至少有四次以上）。負責編輯製作的凸版印刷，進行高品質的內校工作。○4考慮流通和

校閱等因素，和凸版印刷的相關企業東京書籍締結出版契約，銷售額的3%歸入九州博

物館所有。 

除了上述導覽手冊,為了配合開幕所用還出了版兩冊九州博物館的童書繪本。館方

原本即有製作

亞洲園(あじっぱ)」的要素時，編輯小組突有製作繪本的構想。編輯小組成員(橋

本、小野)和負責推廣教成員（池內、森、吉田）等人也都喜歡繪本，此企劃似也反映

出繪本風潮來臨的事實，在日本博物館界算是創舉。但以收藏品為中心，要如何製作

出有趣且易於閱讀，同時讓孩童也可以瞭解的繪本，是一項挑戰。負責兒童體驗中心

相關業務。編輯製作宣傳文案，開館用印刷８千部，免費分送各機關學校及致贈來訪

者。目前有兩本繪本，一以南蠻屏風為主題的「じろじろぞろぞろ」，一以有田燒瓷器

上的飛鳥為主題的「迷路的ぴーちゃん」，介紹花鳥紋飾，鳥兒迷失在九博，歷遊各處

後，返回原地。定價是均為1000日幣。所幸評價尚稱不賴。經與廠商締結契約，畫冊

銷售額的3%歸入九州博物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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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方面 

九州地方政府與財團為了催生博物館的建設及確保日後

順利營運，成立了「財團法人九州國立博物館設置促進委員

會」，與西日本新聞社共同合作，藉由電視、

網路、報章刊物、各項演講活動、參觀工地、發表專題報告等，配合不同時節以各種

動人的宣傳號召，如1999年以「百年的夢」（岡倉天心於1899年提出設置九州博物館），

2000年提出「大家的博物館」、舉辦日韓交流２０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以及開幕前

（2005.9.17）在天滿宮通往九博入口的廣場上舉辦盛大的「能劇」表演活動【如上圖】

等活動，配合宣傳。 

 

此外，車站的開幕倒數計時，道路、商店、同業之間旗幟的置放，無不為展前宣

傳留下深刻印象，值得日後效之。【如下圖】 

 

 

 
 文物保護設施： 
九州國立博物館對於其文物保護設施引以為傲，

不論在設備或人才儲備上，都投注心血。該館以館藏

品及九州地域文物為對象，進行科學的保存處理與修

復，並提供相關設施給擁有傳統技術之文物修復者進

行工作，對於文物的保存處理與修複製定，甚為重視。

館內設有「裝潢師聯盟」機構，由日本國內十餘家知

名業者聯合結成，主要負責進行書畫、古書籍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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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的修復裝裱工作，目前有3人常駐九博。 

該館除了外觀採雙層構造【如上圖】，庫房亦為雙

層構造，以嚴密防護文物，即所謂「保溫瓶」式的設

計。其中，庫房且有部分可開放由外觀視之透明視窗，

玻璃為雙層內為強度玻璃，外為防火玻璃，玻璃內外

之間設置溫溼度等測試器【如圖左照片】，設計獨特。 

 

防蟲

但是

文物

害。

們絞

參訪

詢問

月起

處？

見有

對文

能危

循線

而進

雙層

流動

該館

進到

 

 

 

 

庫房雙層構造及測試器 
 

對策與調查：此外，九州國立博物館被包圍在福岡縣太宰府豐富綠色的森林之中，

館方員工們所痛頭的，卻是防止蟲害的對策。由於館藏

之中不少是紙張、木材和絹布等的材質，深恐其發生蟲

與自然共棲，一向是九州國立博物館的目標，因此專家

盡腦汁設法如何不使用藥劑的蟲害驅除法。 
期間偶在館內角落發現放置著紅色的小盒子【右圖】，

之下，竟是蟑螂捕捉器。據說在十月在開館之前，從四

總共在館內放置了二百個，以進行調查會有什麼蟲出現，以及這些蟲究竟來自何

 
根據初步調查的結果，所見最多的是一種甲殼類的團子蟲，除此之外也偶

蜈蚣、蟋蟀等。團子蟲的食物主要是腐爛的落葉等，所以可不必擔心其

物的直接性傷害，不過，其屍體會引來螞蟻而且產生屍斑，此點倒是可

及文物。  
觀察下，蟲類的侵入口為正門入口及緊急逃生門，乃經由門的軌道隙縫

入的。甚至曾發現有深入到館內三十公尺處的情形。雖然九博所用的是

門，即使出入開關頻繁，因為特意提高館內的氣壓，開關時空氣會往外

，藉以推壓灰塵及蟲子。此外，由於蟲兒在夜間有聚紫外線光性，因此，

主要是採用抑止紫外線的照明，藉以防範。然而，儘管如此，蟲子還是

館內來。目前還在深入繼續研究對策中。  

安全方面：該館進出人員及周邊安全維護管理

採雇請保全公司方式【如右圖】。內部庫房進出

房內文物的管理

都擬定走向電子

條碼管理【如左

圖】，日後對於文

物進出庫房、展

場甚或館外出借、送修紀錄及所在位置等，均能立

即明瞭。 

等則幾乎已經完全電子化。連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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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餐廳位置不與展館相連【如右圖】，獨立設於外

面，亦為安全考量。 

 

在文物搬運顧慮上，設有卡車專用出入口於二樓。

分為車輛進出【左下圖】及卸貨出入口【右下圖】兩道鐵

捲門，可控制不同時開放，加以安全管制。當停車場內一

卸貨出入口鐵捲門即不開啟。其卸貨空間寬為13.4m，高5.3m.，深13.8m。文物搬運專

用電梯有2座，一為承重５噸（寬3.0m 深5.0m 高3.8m），另一則承重３噸（寬2.5m 深

4.0m 高2.5m） 

 

氧化碳濃度未恢復正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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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故宮南部院區都是以亞洲文化作為發展的主軸，而且兩館在籌建的時間也較接

近，基於地緣、背景上之近似，值得觀摩學習，建議加深彼此聯繫。 

 九博新館開始營運，圖書研究資料之建置尚在起步，故宮或可與之建立兩館出版

圖書刊物的交換機制。 

 兒童體驗中心(亞洲園)的市集活動型態與展示體驗（見前章節所述），均符合博物

館現代展覽趨向，可為參考依據。 

 遣唐使船運展室可觸摸式之設計（見前章節所述），

結合九州地區文化與日本歷史淵源，同時在複製文物

時結合地方藝術家的創作並配合媒體宣傳【如右

圖】，也具有古物復原技術的研究意義，甚具創意，

值得取法。 

 九州博物館典藏庫房依文物材質之不同，分為九大收

藏庫，第一收藏庫—織染、服飾。第二收藏庫—漆器。第三收藏庫—漆器。第四

收藏庫—陶瓷器。第五收藏庫—歷史、建築、民俗模型等資料。第六收藏庫—雕

刻(木)。第七收藏庫—考古(非金屬類)。第八收藏庫—考古(金屬類)。第九收藏庫—

書畫、文獻。另置有暫時收藏庫（存放如借展暫存文物）及修復收藏庫（存放待

修文物）等，各室溫溼度之控制均嚴格監控，又如進出口壓力氣閥的設計等，都

是較為先進的做法，值得參考。 

 加強與國內外私人藏家的聯

 

 佈展方面，如器物特製丈量尺(木製)【圖左下】、置於器物內部之小鋼珠及布袋包

繫。如此次所遇見的坂本五郎先生，為日本知名藏家，

早年曾捐贈故宮宋代漆器，也曾捐贈數件商周青銅

器給東京國立博物館。據他表示，其手中尚有不少

韓、日文物，日後可進一步連絡。又，前幾年故宮

曾考慮購買坂本氏收藏之元青花人物罐【圖左】，

目前正寄存在九博，南部院區規劃之亞洲青花單元

如有需要，可做借展考量。 

裝(穩定用)【圖右下】等相關工具，也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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