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類別：考察） 

 

 

 

 

日本國立民族學博物館 

考察及洽談合作簽約事宜 
  

 

 

 

 

 

 

 

 

 
服務機關：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姓名職稱：黃貞燕助理教授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97 年 10 月 25 日至 28 日 

報告日期：民國 97 年 12 月 30 日 
 



 2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2007 年法國國立自然史博物館考察及洽談合作簽約事宜 

頁數 含附件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劉正輝/02-33432573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博物館研究所/助理教授/ 黃貞燕 
出國類別：▓1 考察□2 進修□3 研究□4 實習□5 其他(出席國際會議) 
出國期間：97.10.25-10.28 
           
報告日期：97.12.30 

出國地區：日本 
 

 

分類號/目： 
關鍵詞：日本、民族學博物館、民族誌、博物館學、學術交流 

內容摘要： 

一、重要考察成果 

    1. 促成臺北藝術大學與日本國立民族學博物館開始商議未來合作可能性，並與民

博達成協議，以 2009 年 3 月底前簽訂合作交流協定書為目標，開始著手進行有關

合約內容協議工作。 

    2. 促成臺北藝術大學與日本國立民族學博物館於完成合約簽訂後，以 2009 年 10

月為目標，雙方共同策劃第一波合作計畫。 

二、未來工作建議 

由於本次考察前的資料研讀與實地考察之助，更深入理解民博做為推動研究與展示

(學術與實務)同步發展的研究型博物館之特色，未來研究中心與民博共同規劃的工

作坊也應著重引介民博這方面的經驗與成績，為台灣在民族與民俗的蒐藏、研究與

展示方面導入新的思維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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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此次出國考察是前往日本國立民族學博物館，洽談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博物館與文化

研究中心，雙方未來簽訂合作交流協定，進行研究、教學雙向交流之可能性。由於考察

者事前有充分的調查與準備，已經初步了解民族學博物館與國外學術機構合作的模式與

相關規定等，因此訪問中讓民博訪問對象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吉田憲司教授瞭解，北

藝大博物館研究所暨博物館與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術態度、價值理念以及發展的目標，以

及雙方未來可行的合作與交流模式，所以洽談十分順利，吉田教授主動提議，以 2009

年 3 月前簽訂為目標，考察者回國後，雙方也繼續進行協定書草案擬定、協商等。擬定

完成的協定書草案請參見附件四。 

  

貳、考察目的： 

 

1. 與民博商議與北藝大簽定合作交流協定事宜。 

2. 與民博商議 98 年度合作規劃工作坊事宜。 

3. 初步考察民博的常設展示(民族文化展示)的架構與特色。 

 

参、過程： 

 

10 月 25 日  搭乘上午班機赴日本大阪，在日本時間下午 13 時抵達日本大阪關西機場，

下午 3點半抵達京都下榻旅館。 

10 月 26 日  上午赴國立民族學博物館，先行考察該館常設展，直到下午 17 點閉館後離

開。 

10 月 27 日  上午赴國立民族學博物館會晤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吉田憲司，商議未來

與民博簽訂合作；原定同日下午拜會同館館長松園萬龜雄教授，以及文化

資源研究中心、研究台灣原住民的野林厚志教授，但因兩位教授臨時有其

他行程而未能會面。不過，由於負責簽約事宜洽談的是吉田憲司教授，因

此對商議事項沒有影響。下午參觀該館的特別展、由吉田憲司教授策劃的

「自我與他者──亞洲與歐洲的肖像畫」展，直到下午 17 點閉館後離開。 

10 月 28 日  上午赴國立民族學博物館，繼續考察其前兩日常設展未竟之部分。下午 2

點離開，赴大阪關西空港，搭乘 18 點的班機回國。 

 

肆、心得及建議： 

 

位於大阪的日本國立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民博」)，是一個有關民族學之研究、

教育、收集與展示的世界級的中心。成立於 1974 年，至今有三十餘年的歷史，博物館

建築平面面積約 1700 平方公尺，收藏標本件數 25 萬餘件，影像聲音資料件數 7 萬餘件，

職員總人數約 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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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令依據、設置目標與經營體制等制度面來看，民博是一個很獨特的博物館。

雖然名為博物館，但是與日本其他依據文部科學省設置令成立、以文化財保護與活用為

主旨的國立博物館，或依據博物館法成立、以提供社會教育為主旨的公立博物館都不相

同。民博是一種新型態的研究型博物館，以提升日本在民族學領域之研究能力與視野，

同時普及民族學知識為目的，其經營體制既不同於擁有附設博物館的研究機構，也不是

著重研究功能的傳統型博物館，也不是傳統型態的研究機構與博物館之綜合體，而是一

種重視研究與展示(博物館學術與實務)之同步發展的研究型博物館，對於研究中心推動

未來台灣博物館學術與實務並行發展的方針，民博的經驗具有高度的參考價值。 
 
民博是本研究中心在民俗學與民族學領域優先列為簽定合作協定的對象。此次出

國考察是前往日本國立民族學博物館，洽談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博物館與文化研究中心，

雙方未來簽訂合作交流協定，進行研究、教學雙向交流之可能性。由於考察者事前有充

分的調查與準備，已經初步了解民族學博物館與國外學術機構合作的模式與相關規定

等，在拜會中也讓民博訪問對象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吉田憲司教授瞭解，北藝大博物

館研究所暨博物館與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術態度、價值理念以及發展的目標，以及雙方未

來可行的合作與交流模式，所以洽談十分順利，吉田教授主動提議，以 2009 年 3 月前

簽訂為目標，考察者回國後，雙方也繼續進行協定書草案擬定、協商等。 

 

本次出國考察的目的，除了雙方未來簽訂合作協定書事宜等之外，亦計畫利用本次

機會，以民博常設展示為對象，以相關資料的掌握為基礎進行實地考察。民博的常設展

示展出世界各地民族文化，根據民博在 1975 年所提出的「國立民族學博物館的展示之

基本構想」，提出「構造展示」的概念做為常設展示的方針，即重視「物」與背後「文

化」之關係，以及「物」與「物」之間的意義的關係，而透過主題的設定與相關物件的

組合去呈現這些關係(構造)。具體的做法是，以文化圈（culture circle）或文化區（culture 
area），即以地理區域或種族文化為單位，由研究員選定能具體看出各地區和各民族文化

的整體性與特色，同時亦可看出文化和地理環境的關係的幾個主題，透過相關物件的陳

列，由觀眾自行去重組物件與物件之間，以及與其文化脈落的關聯。 

例如，大洋洲「狩獵用具與武器」的展示，將足以代表的狩獵用具與武器收集起來，

但該如何選擇，就是一個可以議論的題目。擔任展示工作的研究小組，在選擇展示物件

的同時，也進行相關研究，才能挑選出足以代表大洋洲狩獵文化的物件，由物件的組合

去反應背後的文化特色與思維。 

構造展示，可以說是民博為了兼顧展示的學術性與藝術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而構思出來的展示手法，在 1970 年代當時的日本，可以說是一個創舉。配合構造展示

的概念，後來負責展示系統規劃與執行工作的展示公司，針對常設的物件展示，開發了

一種稱為格子狀的展示系統，不但能與建築空間融為一體，對於構造展示的方針，也能

顯示其運用上的靈活度。民博的常設展示完工後，建築師與展示公司同獲由每日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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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所頒發的「展示與空間」大獎。 

格子狀展示系統的開發原本還有一個目的，即容易進行展示變更，但數十年後真正

要進行展示更新時才發現到問題：用來固定物件的金屬支架必須有相當的精密度，誤差

達 0.5 公分以上的話，就會產生不穩定的現象。同時，為了配合不同的展示品，必須用

不同形式的金屬支架，這些特殊的金屬支架造價非常昂貴。還有，要將其中一個物件挪

移位置，必須將該格子系統上所有的金屬支架全數拆除，事實上非常費時費工。 

 

圖一 構造展示一景。西南亞各地所使用的農耕道具。 

圖二 西南亞的現代生活一景 

圖三 格子狀展示系統一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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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格子狀展示系統一例 

在構造展示的方針之外，民博的地域展示還有一個重要的特色，那就是除了跨文化

展示的語言與音樂兩個展區之外，為了保持展場呈現的藝術性與一致性，地域展示原則

上不放入影像與聲音的資料。這個方針的確使得觀眾可以更為專注在物件上，而且也呈

現了一種具有美感的展示空間。但是這個原則也不是沒有問題。例如無法詳細解說個別

展示品之功能與使用方法，也不容易解說各民族有關家族、生死與婚姻等基本問題。這

些問題，有待稍後電子語音導覽之開發與導入來解決。 

20 世紀末，民博開始注意到，民博成立 30 年之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變化，資訊

交流的狀況都日益顯著，世界各民族也日益關注「自己的文化」與「自己的歷史」，使

得向來單向進行的民族誌展示的做法，引起被展示的民族向展示規劃者提出抗議的例子

越來越多。可以說，以「研究型博物館」為定位的民博，面對了新的挑戰。針對民博展

示面對的新問題，2000 年設立了一個「展示構想檢討特別委員會」，2001 年提出「國立

民族學博物館第二期展示構想」，對常設展示提出新的建議：即在以往的地域展示中加

入主題展示，展示的規劃必須與被展示文化的社會之個人或組織合作完成──這兩點是

第二期展示構想所提出來的重要方針。在此方針之下，民博的展示規劃進行了調整，例

如，大洋洲展示區加入了「原住民的文化運動」主題展，介紹原住民爭取在歐美殖民時

代所喪失的基本權力，土地權、主權與人權等相關活動。重新開展時，來自夏威夷 3 名，

紐西蘭 2 名原住民共同詠唱與儀式之後，參加者才進入新的展場。 

  

圖五 「原住民的文化運動」主題展一景，再現今日夏威夷原住民所經營的生活用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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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展示區加入「極北的因紐特人的藝術」主題展。因紐特人是住在加拿大極北地

區的民族，1950 年代開始製作以販售為目的的石製雕刻、版畫、繪畫與織錦畫等，今日，

做為原住民藝術的代表之一，在世界受到高度評價。這個主題展由民博的研究員擔任策

展人，從「自然」、「職業」、「宗教」、「人際關係」等四個角度來解讀這些藝術品的意涵。

展場中還播放民博的客座研究員、民族音樂學學者所收集的因紐特人的音樂，製作因紐

特文化的百科事典，讓觀眾透過電腦終端查詢。這個展覽的企劃邀請了加拿大熟悉因紐

特文化的研究者擔任顧問，展場中也展出由這名顧問挑選的極北地區的自然與人的照

片。 

 圖六「極北的因紐特人的藝術」主題展一景 

 

從民博的對常設展示的摸索、實踐與發展，清楚地看到做為研究型博物館對於透

過展示實務反映學術省思的重視，以及重視學術的態度(研究)與實務(展示)同步發展的成

果。在民博，展示已經不只是研究成果的呈現，而被提高到做為一種「論述」的語言與

媒介，因而也提高了博物館做為文化資產管理與詮釋媒介的能量，這是台灣可以積極學

習交流的經驗，也是未來研究中心與民博規劃工作坊的重要方針。 

 

 


