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國立臺灣博物館

---赴上海科技館交流座談及展示資料收集計畫---

上海市博物館展示規劃設計
調查報告書

服務機關：國立臺灣博物館

姓名職稱：推廣教育組組長---隗振瑜
推廣教育組研究助理---蘇憶如

派赴國家：大陸．上海

報告日期：97.02.26

出國期間：96.11.20---96.11.26



1

國立臺灣博物館

---赴上海科技館交流座談及展示資料收集計畫---

上海市博物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報告書

▓報告書目錄

壹、源起與目的……………………………………………………………………………………………2

貳、博物館交流參訪行程………………………………………………………………………………2

參、博物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心得…………………………………………………………………7

一、上海科技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說明……………………………………………………7

二、上海博物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說明……………………………………………………23

三、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說明………………………………………26

四、蘇州博物館新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說明……………………………………………33

五、上海城市風貌…………………………………………………………………………………40

肆、建議與結論……………………………………………………………………………………………43

伍、附件……………………………………………………………………………………………………45

附件一：上海科技館展場空間配置示意圖……………………………………………………45

附件二：上海博物館展場空間配置示意圖……………………………………………………47

附件三：上海博物館簡介摺頁資料……………………………………………………………49

附件四：蘇州博物館新館展場空間配置示意圖……………………………………………51

附件五：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簡介摺頁資料………………………………………………53

附件六：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西班牙･女人-我們之城特展」展場配置示意圖…54



國立臺灣博物館-上海市博物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報告書

2

國立臺灣博物館

---赴上海科技館交流座談及展示資料收集計畫---

上海市博物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報告書

壹、源起與目的

此次本館派員赴大陸-上海科技館及上海各博物館參訪，是希望藉由交流座談，

討論及暸解各館之策展經驗、展示規劃設計手法及兩岸進行國際交流展之可行

性評估。其中上海科技館因展覽主題涵蓋自然史及科技領域，蘇州博物館新館

新館係國際大師-貝聿名先生所規劃設計，兩館之建築及展場設計享譽盛名，故

期望觀摩各館展覽規劃方向及展示手法的呈現，以作為本館策展及展場規劃設

計之參考，並充實展示設計之視野。雙方博物館交流重點為：國立臺灣博物館

提供(1)展覽規劃及典藏方向；(2)展覽經費來源；(3)臺博館系統規劃構想；及(4)
教育活動策劃方向等議題與上海各博物館分享籌辦經驗。上海各博物館提供：

(1)館舍成立源起及組織架構；(2)展場及展覽規劃方向；(3)國際交流展籌辦模

式；(3)基金會運作方式等議題與本館分享。有關本次出國行程目的說明如下：

一、參加上海科技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交流座談，增進兩岸自然史博物館策展經驗，

分享國際交流展籌辦模式，並建立展覽、教育服務的合作機會與平台。

二、參訪上海科技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及蘇州博物館新館等，蒐集

及調查各館展場規劃概念及展示手法等。

貳、博物館交流參訪行程

▓大陸．上海博物館出國參訪行程說明

出國日期 地點 參訪內容

11/20(二) 台北→轉機香港→上海
10：15AM 由桃園國際機場出發，轉機香港，
18：30PM 抵達上海浦東機場

11/21(三) 上海科技館 兩館代表進行座談交流

11/22(四) 上海科技館
參訪上海科技館---考察該館展場空間規劃、
展示手法與民眾服務設施等

11/23(五) 上海博物館 參訪與交流
11/24(六)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參訪與交流
11/25(日) 蘇州博物館新館 參訪

11/26(一) 上海→轉機香港→台北
11：15AM 由上海浦東機場出發，轉機香港，
18：00PM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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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科技館交流參訪行程說明

(一)兩館交流座談行程

(一) 時間 96 年 11 月 21 日(三)上午 10：30

(二) 地點
上海科技博物館會議室
中國．上海蒲東新區世紀大道 2000 號
http://www.sstm.org.cn

上海科技
博物館

(1)副館長---金杏寶 博士

(2)公眾教育處副處長---顧潔燕 博士

(3)辦公室副主任兼接待辦公室主任---李偉 主任

(4)上海科普教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兼基金管理處副處長

---陳筠女士

(三)
與會代
表人員

國立臺灣
博物館

(1)推廣教育組---隗振瑜 組長

(2)推廣教育組---蘇憶如

(四) 會議討論內容

1.臺博館簡報內容：(1)展覽規劃及典藏方向；(2)展覽經費
來源；(3)臺博館系統規劃構想；及(4)教育活動策劃方向。

2.上海科技館簡報內容：(1)科技館成立源起；(2)空間及展
覽規劃方向；(3)基金會運作方式(向國家及公立單位徵求
經費補助)；(4)公共教育部門簡介(負責電影引進、出版作
業、宣傳推廣及教育活動規劃等)

3.就兩館自然史博物館展覽及教育活動籌辦方式、國際交
流展籌辦模式(工作分配及經費分攤等議題)、基金會合作
模式進行交流座談。

4.研商未來兩岸有關展覽與教育服務的合作機會與平台。

(二)兩館交流拜會狀況紀錄

本館隗振瑜 組長代表致贈康熙臺灣嶼圖複製品予上海科技館，
並向該館與會代表介紹康熙嶼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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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隗振瑜 組長向雙館與會人員報告臺博館典
藏及展覽策展方向；國際交流展合作模式；及後
續兩館交流模式等議題

本館出國人員向該館金副館長簡介本館 2007 年
臺、捷國際交流展：「捷克懸絲偶戲展」文宣出版
品等資料

本館隗振瑜 組長向顧副處長、李偉 主任介紹本
館活動簡訊，說明展覽及教育活動計畫內容(1)

該館上海科普教育發展基金會 陳秘書長(左)兼基
金管理處副處長與本館出國人員(右)交流展覽經
費籌措方式及教育活動規劃方式

本館隗振瑜 組長向顧副處長、李偉
主任介紹本館活動簡訊，說明展覽及
教育活動計畫內容(2)

本館出國人員與上海科技館接待辦公室
劉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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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博物館交流參訪行程說明

(一)兩館交流拜會行程

(一) 時間 96 年 11 月 23 日(五)上午 10：30

(二) 地點
上海博物館貴賓接待室
中國．上海人民大道 201 號
http://www.shanghaimuseum.net/

上海
博物館

(1)文化交流辦公室主任---周燕群 研究員

(2)展覽部副主任---李仲謀 副研究員
(三)

與會代表
人員

國立臺灣
博物館

(1)推廣教育組---隗振瑜 組長

(2)推廣教育組---蘇憶如

(四) 會議討論內容
1.討論交流兩館展示規劃方向與藏品內容。

2.與該館負責國際展覽交流之主要幹部會談，以瞭解該館
辦理國際展覽之運作模式與未來兩館的合作機會。

(二)兩館交流拜會狀況紀錄

本館隗振瑜 組長(左)與上海博物館周燕群主任
(中)及李仲謀副主任(右)訪談交流現況

本館出國人員與上海博物館兩位負責國際展覽交
流展的主要幹部會談後，雙方交換博物館簡介及
館藏資料

三、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交流參訪行程說明

(一)兩館交流拜會行程

(一) 時間 96 年 11 月 24 日(六)上午 10：30
(二) 地點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展場導覽

(三) 與會人員
上海城市規
劃展示館

展示組公關人員---沈庭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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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博
物館

推廣教育組---隗組長振瑜

推廣教育組---蘇憶如

(四) 會議討論內容
1.該館有關城市歷史與發展主題之展示手法

2.該館為上海市政府委託經營，故除須配合市府規劃之主
題性展示外，亦須借租特展場地以增加營收。

(二)兩館交流拜會狀況紀錄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由展示組公關人員-
沈庭 小姐接待及說明該館經營管理及展
示方向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公關人員向本館出國人
員說明「西班牙･女人-我們之城特展」之策
展過程

四、蘇州博物館新館交流參訪行程說明

(一) 時間 96 年 11 月 25 日(日)上午 10：30
(二) 地點 蘇州博物館新館展場導覽

上海城市規
劃展示館

開放部---馬小英 研究員

(三) 與會人員
國立臺灣博

物館
推廣教育組---隗組長振瑜

推廣教育組---蘇憶如

(四) 會議討論內容
1.蘇州博物館新館新舊兩館的融合與執行面。

2.新館之建築形式與展場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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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博物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心得

一、上海科技館

(一)上海科技館簡介

上海科技館於 1998 年 12 月破土動工，博物館的建築設計為國際標，由美國 RTKL
公司負責設計，1999 年並由當時的上海市長徐匡迪與美國柯林頓總統共同為設計

案揭牌。該館建築體設計意涵是為呈現現代科技關懷人類的命運與地球的未來；

而透明的球形量體與其內部的黃色小型球體寓意著宇宙的寬廣無限，象徵生命的

孕育，體現歷史的廣博和現代科技的震撼。該館建館目標是以「自然．人．科技」

爲主題，以促進上海市民科學文化素質、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爲宗旨，融合展示

與參與、教育與科學研究、合作與交流、收藏與製作、休閒與旅遊於一體，使參

觀的觀衆接受現代科技知識的教育和科學精神的熏陶。自 2001 年 12 月 18 日對外

開放以來，參觀者已超過 1,400 萬人次。

上海科技館-建築外觀立面及廣場空間

資料來源：左煥琛，＜上海科技館＞，博物館簡介專書，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97 年 12 月，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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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館-建築外觀

上海科技館-大廳售票區

該館年參觀人數約計 200 萬人，參觀者須於大廳
設置之售票區購票

上海科技館-進出口管制點

參觀者須持票進館，若參觀期間有進出需求，則
須請服務人員於手背上蓋印，始得再次入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上海市博物館展示規劃設計調查報告書

9

空間動線指標系統

上海科技館佔地面積約 6.8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9.8 萬平方米。該館共有 4 個下屬

機構，包括：

項次 機構名稱 負責工作內容

1. 研究設計院
負責博物館的發展方向、管理方式、組織模式與自
然學科的研究、展區與展件的研發、科普教育工作。

2. 上海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負責博物館的場所經營、管理、紀念品開發、廣告
策劃、特展組織與展示教育活動物品的製作。

3. 上海科技館基金會 負責基金的募集與相關管理工作。

4. 上海之友(美國)基金會
負責境外的集資融資、擴大與國外科技館所的交流
與合作、培訓科技管理人員、舉辦國際性科普活動。

(二)上海科技館的組織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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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上海科技館簡介資料，P16。

(三)上海科技館展示規劃主題

上海科技館目前規劃開放的展區包括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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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屬性 展覽主題 展覽內容

物種的多樣性-
「生物萬象展區」

以分層生長的熱帶雨林植物區呈現下述特
展：
(1)蝙蝠洞
(2)水生景觀
(3)鳥類王國
(4)昆蟲園
(5)蝴蝶谷
(6)兩棲動物角落

生態多樣性-「微觀世界展區」 -

生
物
多
樣
性

基因多樣性-「林間考察站」 相關技術發展

常
設
展

地殼探密 體驗各種地質變化

蜘蛛展

展示內容包含：(1)走近蜘蛛；(2)體驗蜘蛛的
生活；(3)交配和繁殖；(4)編織蛛網；及(5)
蜘蛛的毒液，使參觀者瞭解蜘蛛如何以自己
獨特的方式覓食、避險、求偶和繁衍

動物世界-走進肯尼斯･貝林先生捐
贈展

展出由肯尼斯･貝林先生捐贈的標本，包括
非洲、亞歐洲、美洲及北極等區的大型標本

自
然
史
領
域

特
展

設計先行展創意世博･氣候酷派特展
視聽樂園 展現現代影視技術
設計師搖籃 創意之源

兒童科技園

此展之目標觀眾為 12 歲兒童，透過參與生
動活潑的科技活動，讓兒童感知科學的基本
原理。此展展出(1)植物學小博士；(2)地下生
物探密；(3)小小建築師；(4)光控飛機；(5)
水力池等單元

智慧之光 展示各學科基本原理
地球家園 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同生共榮
資訊時代 資訊技術引領社會巨大變革
機器人世界 體驗人工智慧應用技術飛速發展
探索之光 人類破解物質和生命之謎
人與健康 探索人體奧秘、傳播健康理念
宇航天地 展現人類實現飛天夢想足迹

常
設
展

探索者長廊 中外著名科學家
巨幕影院（IMAX 3D Theater） 播放立體和平面電影，可容納 441 位觀眾

球幕影院（IMAX Dome Theater）
播放天象節目和球幕電影，為傾斜式球幕(直
徑 23 米)，可容納 287 位觀眾

4D 影院（IWEARKS 4D Theater）
以迪士尼概念設置有環境噴水、吹風煙霧與
立體影像等互動手法，可容納 56 位觀眾

科
技
領
域

科
技
影
院

太空影院（Space Theater） 每年播放 8,000 場次

上述文字資料來源：

1.上海科技館網站簡介資料 www.sstm.org.cn
2.左煥琛，＜上海科技館＞，博物館簡介專書，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97 年 12 月

3.上海科技館簡介手冊及折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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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科技館---自然史常設展

(1)昆蟲園

昆蟲園展區以岩壁之空間場景，展出昆蟲標本，並以互動裝置展現昆蟲眼睛、四肢的構造及特色。
該展區並於空間中展示大型動態昆蟲模型，以使參觀者更清楚瞭解昆蟲的特徵，並創造有趣的互動
關係

該展區位於挑空區，參觀者可於高處或展區內體
驗大型動態昆蟲模型呈現爬行、捕食的姿態

以拼圖的方式組構蜘蛛的身體結構，讓參觀者以
互動方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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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蝴蝶谷

在挑高的岩壁空間內懸吊大量蝴蝶標本，讓參觀者體驗蝴蝶谷的繽紛與美感

(3)兩棲動物角落

兩棲動物角落的展示手法與昆蟲園類似，在挑高岩壁場景內，大型動態的蛇類模型及展櫃內栩栩如生
的蛇類標本，讓空間氛圍變得緊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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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科技館---自然史特展

(1)展覽名稱：動物世界-走進肯尼斯･貝林先生捐贈展

展場入口-正面

非洲動物群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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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動物群展區-此展各展區以空間實境方式呈現，大面積的非洲草原景觀，從地表草原及無線延伸
的草原空間，以佈景及彩繪方式展演；背景播放的動物吼叫聲及栩栩如生的大批非洲動物標本，讓
參觀者彷彿就身在非洲動物群的場域內，是相當成功的展演方式

非洲動物群展區 非洲動物群展區

亞歐洲動物群展區 亞歐洲動物群展區

亞歐洲動物群展區 亞歐洲動物群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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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動物群展區

美洲動物群展區 美洲動物群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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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動物群展區

時間牆及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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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牆展演過程中的面貌(1) 時間牆展演過程中的面貌(2)

時間牆展演過程中的面貌(3) 時間牆展演過程中的面貌(4)

時間廊道(1) 時間廊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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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展區僅以統一模式之小型圖文展架作導引說明使用，展架上結合圖片、文字、小型可觸摸之骨骼
標本及影音設備，參觀行為以大型情境式場景、標本展品及空間中播放之動物叫聲形塑展場氛圍

圖文展架設計細部-材質、色彩及施作細節皆相當
精緻

參觀者可操作望遠鏡式的互動裝置，當鏡頭對準
標本進行感應後，鏡頭即播放所感應之標本的介
紹影片，互動方式非常有趣

圖文展架設計並結合影片及聲音播放等互動裝置 說明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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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覽名稱：創意世博-氣候酷派，設計先行展特展

創意世博-氣候酷派，設計先行展特展

配合上海 2010 年世界博覽會，上海科技館展出由英國文化協會主辦的「創意世博─氣候酷派，設計
先行展」，此展覽所有展品是由英國設計師設計，展品依據「節能」、「保護資源」、「廢物利用」的標
準，由英國策展人精心篩選，期望藉由展覽活動使參觀者思考如何更理性和環保地消費，以及如何

以個人行動來影響全球暖化現象

展場現況 作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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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展覽主題規劃之教育活動 作品(2)

3.上海科技館---科技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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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時代特展

樹形的雕塑展件上懸掛各種顯示器，介紹顯示技
術的發展及各類顯示設備的成像特點

地球家園特展

以「知識森林」的概念作為展示主軸，展覽內容
為人類生活對地球發展的影響及需發展的環保知

識及技術

4.探索者長廊

院士長廊

院士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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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技電影院

上海科技館-IMAX 球幕影院

資料來源：左煥琛，＜上海科技館＞，博物館簡
介專書，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97 年 12 月，
P41

上海科技館-IWERKS 四維影院

資料來源：左煥琛，＜上海科技館＞，博物館簡
介專書，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97 年 12 月，
P45

二、上海博物館

(一)上海博物館簡介

上海博物館創建於 1952 年，原址在南京西路 325 號舊跑馬總會，1959 年 10 月遷

入河南南路 16 號舊中彙大樓，該期間上海市政府作出新的決策，撥出黃金地塊-
市中心人民廣場，建造新的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新館於 1993 年 8 月開工，1996
年 10 月 12 日全面建成開放。博物館建築總面積為 3.92 萬平方米，建築高度 29.5
米，建築體以象徵「天圓地方」的圓頂方體基座為設計概念，將傳統文化和時代

精神融爲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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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建築外觀

建築體以象徵「天圓地方」的圓頂方體基座為設計概念，將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融爲一體

(二)上海博物館典藏重點

上海博物館的典藏品約計 99.7 萬件，其中珍貴文物 12 萬件；參考品 87.6 萬件；

典藏文物種類包含青銅器、陶器、瓷器、書法、繪畫、玉石器、牙骨角器、竹木

漆器、甲骨、璽印、錢幣、絲繡織染、少數民族工藝、外國工藝品、雜類等 21
個門類。該館展示面積約計 1.2 萬平方米，分為青銅館、陶瓷館、書法館、繪畫

館、玉器館、錢幣館、傢具館、璽印館、少數民族工藝館、陶瓷館等 10 個常設展

區，另有 3 個特展區是作為中外交流展使用。

為了保護館藏之歷史文物，該館在設備方面要求嚴謹，包括防震、防火、防盜、

防蟲、防潮、防塵等完善的設備措施。除常設展外，該館並籌辦各類典藏特展到

世界各地，以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另並出版大量圖錄和專著，四年來參觀觀眾已

逾 2,000 萬人。

(三)上海博物館展示規劃主題

上海博物館共有四層樓，依功能定位分為六個區域，包括(1)開放區；(2)庫房區；

(3)學術區；(4)科學研究區；(5)管理區；及(6)設備區等，該館各樓層展覽主題簡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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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展覽主題 展覽內容

「中國古代青銅館」

(1)展場約計 1,200 平方米，展出 400 多件中國古代社會
文明的重要標誌－青銅器，完整地反映了公元前 21
世紀的夏代到戰國的各種青銅酒器、食器、水器及兵
器。這些器物有獨特的造型、紋飾和紀錄當時貴族社
會活動的銘文。

(2)展場色彩以深墨綠色為基調，營造神秘、幽遠的氛圍。

「古代雕塑館」

(1)展場約計 640 平方米，展出 120 餘件雕製品，展品上
自戰國下至明代，體現出不同時期的創作特色。

(2)展場以金、紅、黑三色為基調，蓮瓣式的隔牆形式為
主要意像。

一
樓
展
場

特展室
展出「倫勃朗與黃金時
代：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
博物館珍藏展」

(1)展期：2007 年 11 月 3 日-2008 年 2 月 13 日
(2)為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的藝術名作首次在中

國展出，透過 76 件珍品，可感受到倫勃朗的藝術天
賦及其靈感來源。展品包括倫勃朗的 2 件油畫作品及
20 幅銅版畫，另還有銀器、代爾夫特陶器以及其他
荷蘭著名藝術家的油畫。

(3)此展並得到企業募款贊助(例如如荷蘭皇家飛利浦電
子公司和荷蘭國際集團等)。

「古代陶瓷館」

(1)展場約計 1,300 平方米，展出 500 餘件的陶瓷精品，
包含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春秋戰國的青瓷，及唐三彩
等代表性陶瓷。是融合中國陶瓷史、藝術欣賞和科學
研究的綜合性展示。

(2)展場以綠色為基調，展區內規劃瓷窯復原模型，以呈
現古代製瓷工藝的歷史場景。

二
樓
展
場

「歷代繪畫館」

(1)展場約計 1,200 平方米，展件約 120 餘件。
(2)展場空間語彙以長廊飛檐、軒窗低欄的傳統古建築意

念傳達儒雅的書卷氣息。另為有效保護古代書畫作品
並方便參觀者欣賞，採用自動調節光源的感應投射
燈。

「歷代書法館」
展場約計 600 平方米，展出 80 餘件書法，為唐宋以來
具豐富特色與不同風格的名家手蹟筆墨。

三
樓
展
場

「歷代璽印館」
展場約計 380 平方米，展件約 500 餘件，為大陸地區第
一個陳列璽印篆刻展場。

「古代玉器館」
(1)展場約計 500 平方米，展件約 400 餘件。
(2)此展以照明方式及素雅的底座設計，突顯玉器的晶瑩

潤澤與展品本身的圖案紋飾。

四
樓
展
場 「歷代錢幣館」

(1)展場約計 730 平方米，展出貨幣約 7,000 件。
(2)展現中國貨幣發展和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概貌。

上述文字資料來源：

1.上海博物館網站簡介資料 www.shanghaimuseum.net

2.上海科技館簡介手冊及折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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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空大廳的手扶梯動線區
「古代陶瓷館」-展區內規劃瓷窯復原模型，以呈

現古代製瓷工藝的歷史場景。

「歷代錢幣館」
「古代陶瓷館」-展區內規劃瓷窯復原模型，以呈

現古代製瓷工藝的歷史場景。

三、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一)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簡介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被當地市民譽為「城市之窗」，它紀錄了上海城市發展的過程

及未來發展的藍圖，是全面瞭解上海的最佳管道。該館於 1997 年開始籌建，1998
年正式開工，並於 2000 年 2 月 25 日對外開放營運。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以「城

市、人、環境、發展」為展示主題，展現上海城市規劃建設發展的成就，以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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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瞭解並參與城市規劃，是市政府與市民間的溝通橋梁。參觀民眾約計 230 萬人

次以上。該館組織編制包括館長、展覽企劃部、市場部(接待旅遊團及門票事宜)、
事務部(會議場所租借)、商務部(紀念品)、工程設備部及行政部(保安等)等。

(二)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展示規劃主題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的展場面積約為 7,000 平方米，並有 100 餘米長的市民休閒

街。建築體造型的設計靈感是從中國傳統的城門形態中獲得，以對稱的結構呈現

中國傳統的美學思維。該館頂部 4 組對稱造型的網狀結構，是代表盛開的上海市

花---白玉蘭，虛實的網狀造型使得建築體與藍天、白雲融爲一體。建築體第 5 層

的預柱帽代表的是城門的箭樓，2-4 層為城垣，底層立面造型代表的是 3 個城門，

其開口的設計語彙與廣場空間相呼應。該館建築設計獲得 2000 年上海市「白玉蘭」

獎和國家建築最高榮譽「魯班」獎等獎項。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建築外觀

建築體造型的設計靈感是從中國傳統的城門形態中獲得，以對稱的結構呈現中國傳統的美學思維。
該館頂部 4 組對稱造型的網狀結構，是代表盛開的上海市花---白玉蘭，

有關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各樓層展覽主題說明如下：

1.一樓大廳及展廳

展示主體為可旋轉的金色巨幅建築群塑像---「上海之晨」藝術模型，其將上海

各個時期的代表性建築融於一體，包括東方明珠、金茂大廈、外灘建築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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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百萬市民大搬遷」的巨型浮雕及 LED 高解晰度的大型演示墻，可依據展

示需求進行各種展演。展場設計使用圖片、模型、互動裝置及多媒體展演等展

示手法加強與參觀者的互動、趣味與參與性。

一樓大廳的展示主體為可旋轉的金色巨幅建築群塑像---「上海之晨」藝術模型

一樓大廳及夾層展區 「上海之晨」藝術模型，其將上海各個時期的代
表性建築融於一體，包括東方明珠、金茂大廈、

外灘建築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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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夾層-「歷史文化名城廳」

(1)展示近代上海的演變、外灘的滄桑和老上海的風貌。反映上海變遷的百年

滄桑、上海城市發展的豐富歷史和文化內涵。

(2)展示設計以仿真場景、影音及幻影成像等多媒體展演手法，增加參觀者與

展示的互動性和參與感，呈現出老上海獨特的城市文化內涵。

-利用幻影成像等多種複合技術表現「豫園」百年繁榮的美景，顯現江南獨

特的人文景象。

-老上海照片、「大上海計畫史料」及歷年上海規劃圖等展品使用自助抽拉

的參觀形式，增加觀眾參與感。以圖片形式詳細介紹了上海的 12 個歷史

風貌保護區，展示了上海城市發展的歷史與文化內涵。

動態展演模型展示近代上海的演變、外灘的滄桑和老上海的風貌。
反映上海變遷的百年滄桑、上海城市發展的豐富歷史和文化內涵。

3.二樓-「建設成就廳」及特展室

展示上海最新的建築，如浦東國際機場、八萬人體育場、大劇院等。另並展出

「西班牙･女人-我們之城特展」。

「西班牙･女人-我們之城特展」

西班牙住宅建設部在 2007 年舉行的威尼斯國際雙年展西班牙展館展出「西班牙･女人

-我們之城特展」，此展邀請了西班牙女性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政治家、藝術家、畫

廊經營者、作家、建築工人及外來移民及居民講述她們的城市生活，此展呈現的是不

同背景、年齡的女性共同構築西班牙社會的真實面貌，展出的設計元素包括 150 張圖

紙、約 100 張照片及模型。2007 年為中國西班牙年，為進行中西交流合作，中國並

邀請西班牙資深的建築師共同參與其推動的設計方案。

資料來源：「西班牙･女人-我們之城特展」展覽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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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入口

展覽主題版
展場內共配置 50 組展示單元，其代表 100 多名女

性與參觀者面對面的講述她們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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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單元(1) 展示單元(2)

展示單元(3) 展場設計通過圖像、信息、模型和語言來傳達
城市建設

4.三樓-「總體規劃一廳」及「世界之窗展區」

介紹「1999-2020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展出面積約計 600 平方米的上海核

心區域主體模型，以 1/500 的比例展現了上海的城市規模，介紹上海城市發展

的今天和明天。以上海核心區域城市主體模型為中心，採用聲、光、電等展示

手法呈現上海至 2020 年內環線內的城市景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規劃

模型。其他並有「世界之窗」展區、蒲東新區展區等為展示國際大都市風采和

友好城市交流的舞臺，主要是為增進國與國、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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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模型 S：1/500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模型 S：1/500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模型-夜間意象

5.四樓-「總體規劃二廳」

總體規劃二廳展示上海未來發展的各項專業規劃，分為中近期建設規劃、深水

港、航空港和資訊港、黃浦江開發、蘇州河綜合治理；綜合城市交通、市政基

礎設施規劃、環保、綠化、房產、旅遊等各展區。

6.五樓-中央配置環型特展廳，另有休閒觀光環廊和多功能會議影視廳，參觀者

可登高遠眺，俯視人民公園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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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下一樓-「上海 1930 風情街」

以上海 30 年代獨特的建築風貌，展演上海近代典型的法式、英式、日式、西

班牙等式的建築和典型的石庫門里弄，展場內所展示的各種建築立面，都能在

上海找到其原型和出處。

上述文字資料來源：

1.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折頁資料

2.91 年基層主管海外研習營-活動記實-上海城市規劃館

http://www.pstc.taipei.gov.tw/basicdir/91_2/91_2city.html

四、蘇州博物館新館

(一)蘇州博物館新館簡介

蘇州博物館新館，位於蘇州市重要的歷史文物區，周邊有挫政園及獅子林兩大蘇

州園林。自宋元以來，蘇州就是中國絲綢中心，到了明清時代，許多皇室高級絲

織品更是出自蘇州織工之手，因此蘇州有「絲綢之府」的美譽。該館內收藏有中

國著名的《宋代天文圖》、《平江圖》等一千多塊碑石以及具有蘇州特色、反映明

清及近代工商業、農業經濟碑刻和清朝時期的法帖。2006 年 10 月 6 日，由貝聿

銘先生親自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新館新館正式開館。

(二)蘇州博物館新館建築形式及展示空間設計構想

蘇州博物館新館為貝聿銘在中國大陸的重要作品。貝聿銘 1917 年生於廣州，祖輩

是蘇州望族，童年時曾在家族擁有的蘇州園林獅子林度過一段時光，所以選擇蘇

州作為封刀之作並不意外。蘇州博物館新館的設立，考驗著貝聿銘實現「中而新、

蘇而新」(即從傳統中繼承其創新)的設計理念。

蘇州博物館新館占地面積約 1.07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9 萬餘平方米，新館建築

群座北朝南。博物館大門面對著河畔商店廣場步道，兩側沿街座落的古建築，楊

柳依依，與河呼應；並和相臨的拙政園、獅子林等園林形成一條歷史文化長廊。

新館色調以傳統的粉牆黛瓦為基本元素。在建築構造上，屋頂形式設計突破中船

傳統「大屋頂」在採光上的限制，採用玻璃、開放式鋼結構以使室內空間得引進

大片天光。貝聿銘將蘇州傳統的斜坡頂景觀及飛簷翹角的建築細節，簡化成幾何

圖形，再轉化成具雕塑性的立體外貌；新的屋頂也從顏色黝黑的黛瓦，淡化成同

色系的灰色石材作為屋面與牆體的邊飾，維持不變的是白色粉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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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博物館新館-建築外觀

貝聿銘將蘇州傳統的斜坡頂景觀及飛簷翹角的建築細節，簡化成幾何圖形，再轉化成具雕塑性的立體
外貌；新的屋頂也從顏色黝黑的黛瓦，淡化成同色系的灰色石材作為屋面與牆體的邊飾，維持不變的

是白色粉牆

蘇州博物館新館的空間規劃共分為 3 大區域：(1)中部包括入口、前庭、中央大廳

與主庭院；(2)西部為博物館主展區；(3)東部為次展區與行政辦公室。

博物館大廳的設計運用三角形及四邊形打造的幾何玻璃與開放式鋼結構工程，疊

加式的廊頂和木色網形天窗，使得自然採光呈現豐富的面貌。展廳隨處可見漏窗

借景的設計手法。門框或窗框就像是畫框一般，將室外景成為室內的一幅畫。展

館設計為三樓，無柱式樓梯增加了空間的透明度，可通往地下一樓(展廳及放映廳)
與二樓(主要展廳)。一樓展廳窗外的景色正是貝聿銘所設計的 21 世紀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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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廳隨處可見漏窗借景的設計手法。門框或窗框就像是畫框一般，將室外景成為室內的一幅畫

無柱式樓梯增加了空間的透明度，光影的變化及靜澈的水面使空間更具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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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廊道-光影變化
疊加式的廊頂和木色網形天窗，使得自然採光呈現豐富的面貌

展場空間(1) 展場空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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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與主庭園空間，由貝聿銘大師最擅長的建築語彙-玻璃，自然串連內、外空間。

其設計手法融合中國園林「林、亭、橋、水、山、竹」等六大元素，將山水與傳

統園林空間語彙結合。主庭園為一方水池，大堂為八卦八邊形，以現代化水榭樓

台之姿與水池相親近。貝聿銘將園林造景藝術中的假山注入新的色彩，使用具立

體感的片狀假山，延續拙政園與蘇州博物館新館。過橋的另一端為舊館屬清朝太

平天國時期的忠王府，寓意著連結著現在與過去。

建築體立面以三角形及四邊形元素架構幾何玻璃與開放式鋼結構工程

貝聿銘將園林造景藝術中的假山注入新的色彩，使用具立體感的片狀假山，
延續拙政園與蘇州博物館新館

主庭園為一方水池，大堂為八卦八邊形，以現代化水榭樓台之姿與水池相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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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水景，讓參觀者與空間更為親近

忠王府-外觀立面及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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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王府-外觀立面及細部 蘇州傳統的斜坡頂景觀、飛簷翹角及白色粉牆

(三)蘇州博物館新館典藏重點

蘇州博物館新館典藏品約計 3 萬餘件，主要為「吳、越」的古文物及自唐代開始

的「江南文化」，其中國家一級文物約 250 件，二級文物約 1,100 件，三級文物約

13,000 件，藏品內容以出土文物、明清書畫、印章和古代工藝品為主，各種的經

卷、瓷器、織繡及寶藏，穿越了千年的歷史長廊，更展現蘇州的物質文化與消費

生活的城市印象。展館內的「宋畫齋」是新館內唯一以傳統手法營造的展廳，其

以茅草為屋頂呈現宋代民居的廳堂，其從基座至屋頂皆採用傳統工藝，建築材料

使用青石、編竹夾泥牆、梓木、茅草等傳統素材。此展場體現的是「簡單、樸素、

自然」的美感，亦反映貝聿銘如何在現代化建築物上體現中國傳統建築的設計思

想及建築藝術。

上述文字資料來源：

1.蘇州博物館新館網站簡介資料 www.szmuseum.com

2.蘇州博物館新館折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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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海城市風貌

外灘-夜間景緻

東側臨黃浦江，西側為一整排風格古典的老建築物(目前多作為商業使用-例如外商銀行或飯店等)，
建築形式包括哥德式、巴洛克、羅馬、文藝復興等古典形式。上海市政府為了提高外灘的觀光價值，
進行了大規模的綠化工程、防汛墻外移及交通動線改造等計畫，並於古典老建築群規劃夜間照明設
計，其與黃浦江東岸的東方明珠相互輝映，是上海市政府吸引國外觀光客的方式之一。

資料來源：91 年基層主管海外研習營-活動記實-外灘
http://www.pstc.taipei.gov.tw/basicdir/91_2/91_2c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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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琉璃工坊-琉璃藝術博物館

琉璃藝術博物館位於上海 -新天地附近，博物館外牆上使用了 2.5 噸的不銹鋼鋼條，編織成
一朵長 31 公尺、高 8 公尺的巨型牡丹，這是琉璃藝術家楊惠姍的創新代表作，其夜晚是
紅色牡丹，白天又成了白牡丹。楊惠珊為了紀念自己 20 年的琉璃之路，挑戰花材和尺寸，
並透過數位投影，創造似幻似真的光影造像，分享她對人生的全新感悟

花蕊不斷變換色彩，花瓣一層又一層相疊，拉遠距離看，才發現原來是一朵牡丹花
資料來源：TVBS 新聞稿，彭馨儀，96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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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政園

拙政園是中國四大名園之一，園景以水為中心，具江南水鄉的特色，1997 年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且為大陸地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豫園-傳統店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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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與結論

此次赴大陸-上海各博物館參訪，除了建立本館與上海科技館、上海博物館間交

流合作的契機，瞭解其籌辦國際交流展的模式，最重要的是觀摩各館展覽規劃

方向及展示手法的呈現，以作為本館策展及展場規劃設計之參考。有關本次交

流參訪及展示設計調查之心得彙整如下：

一、展場設計以「情境塑造」為導向，結合互動與演示手法，增加觀眾的學習興趣

上海科技館的展覽主題是以「自然史」及「科技」領域為主。經檢視，上海科技

館吸引參觀者之處除了擁有大型專業影院的配置外，「自然史」領域的展示規劃

設計包含統合知識性的文字及圖片，另其多以「情境塑造」為導向亦是重要因素，

該館展出大量大型的典藏標本(例如動物世界-走進肯尼斯･貝林先生捐贈展、生

物萬象展區-兩棲動物單元)，讓參觀者如同深歷其境一般，加上模型展示(例如昆

蟲園、蜘蛛展)、空間情境模擬((例如歐、亞、非洲草原及北極冰原場景；熱帶雨

林植物區；水生景觀；蝴蝶谷；地殼探密展區)及互動裝置等展示手法，引發觀

眾的好奇心，展場規劃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受能力傳達知識訊息。另「科

技」領域的展場規劃，有近百項互動參與式或演示型的展品，展出有關生、化、

數、理等基礎學科的基本原理、規律及有趣現象，讓觀眾能從參與中瞭解知識並

體驗學習的快樂。

反觀國內博物館之展示手法，因經費及環境設備(例如空間大小及溫溼度控制等

環境因素)之限制，展示手法多以靜態方式呈現，且標本展示量亦不夠豐富，致

使展示成效無法彰顯，此亦是本館未來規劃常設展及特展活動之考量因素。

二、展覽方向應考量目標觀眾的定位，發展具吸引力的展示手法

定位目標觀眾是策展考量因素之一，以上海科技館為例，專為 1-12 歲兒童設計

的「兒童科技園」展區中，食物的旅行單元將人體消化過程轉化成展演空間，讓

參觀者變成食物進入人的身體空間中，讓參觀者搭乘玩具軌道車，親身感受食物

被消化和吸收的過程，使其更能認識自己的重要器官及器官的運轉方式。此展考

量目標觀眾的參觀行為，以有趣的遊戲方式帶領參觀者進入展示主題，多元的體

驗經驗及影音展演手法，讓參觀者如同進入迪士尼的遊樂空間一般，除了知識的

學習，並創造愉快的體驗參觀情緒。尤其更能吸引博物館重要參觀族群-親子團

體的參與，強化展示效益。

三、博物館的建築或公共藝術裝置與博物館相得益彰

此次的參訪行程，可以看出大陸地區的博物館除了擁有豐富的典藏外，各館如上

海科技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蘇州博物館新館對於其館所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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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形式、結構、空間機能及展示主軸定位都匠心獨具，或以其獨特的建築體外型，

或融合傳統風格轉化而成的新建築，在在顯示博物館的企圖心。參觀者除了瀏覽

展覽外，亦能感受建築空間所扮演的文化蘊函。以本館為例，百年的日式建築形

式亦是本館展演的重要資產，如何更加強化博物館建築空間的文化蘊函及歷史記

憶，並將其納入展演及教育活動計畫內，亦是本館可著重的功課。

四、建立博物館夥伴關係，活化公立博物館經營模式

上海科技館基金會主要為負責基金的募集與相關管理工作，上海之友(美國)基金

會則負責境外的集資融資、擴大與國外科技館所的交流與合作、培訓科技管理人

員、舉辦國際性科普活動。事實上博物館的經營方式不應再受傳統公務行政體系

的束縛，而公立博物館推動業務應可在當前政府已實施業務委託經營管理之個案

中研討分析較為成功案例之背景因素，並從(1)有效減少政府財政負擔及精簡人

力，以塑造企業型政府形象；(2)創造民間參與公共服務機會建立夥伴關係，並

使其獲致合理經營利潤；(3)提高政府對民眾文化服務之品質等三個面向訴求，

謀求民眾個人、民間組織或企業、博物館與政府部門「均贏」的創新局面。適度

引進企業精神及機制，正視目前公務機關普遍欠缺之追求績效競爭心理，將其轉

化為重要的激勵及誘因，以確保良好經營績效及服務品質，減少財務負擔及風

險，並達成文化政策目標，抑或是公立博物館落實企業型政府理念一個很好的思

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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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附件一：上海科技館展場空間配置示意圖

上海科技館-地下一樓平面配置示意圖

上海科技館-一樓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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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館-二樓平面配置示意圖

上海科技館-三樓平面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上海科技館簡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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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上海博物館展場空間配置示意圖

上海博物館-一樓平面配置示意圖

上海博物館-二樓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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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三樓平面配置示意圖

上海博物館-四樓平面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上海博物館參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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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上海博物館簡介摺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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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蘇州博物館新館展場空間配置示意圖

■ 空間圖示索引

■ 空間編號索引

編號 空間名稱 編號 空間名稱 編號 空間名稱

1.
寶藏虎丘特展

虎丘雲岩寺塔佛教文物
8.

陶冶之珍特展

瓷器
15. 宋畫齋

2.
塔放瑞光特展

瑞光寺塔佛教文物
9.

攻玉巧技特展

玉器
16. 現代藝術廊

3.
陳光熹微特展

史前陶器 玉器
10.

雕鏤神工特展

竹木牙角器
17. 東廊展廳

4.
爭伯春秋特展

春秋青銅器 玉器
11.

文房雅事特展

文具
18. 東廊展廳

5.
含翠融青特展

六朝青瓷 五代祕色瓷
12.

閑情偶寄特展

賞玩染件
19. 特展廳

6.

都會流畇特展

元娘娘墓

明王錫爵墓隨葬品
13.

迎神納財特展

民俗小擺設
20. 吳門書畫特展

7.
書齋長物特展

明書齋陳設
14.

錦銹浮生特展

織銹服飾
21. 西廊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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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博物館新館-展場平面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蘇州博物館新館簡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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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簡介摺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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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西班牙･女人-我們之城特展」展場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西班牙･女人-我們之城特展」展覽折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